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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进行感性工学在护理床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方法方法 运用语意差分法将用户对护理床的感

性意象从形、色和质3个方面分解量化，建立由10对意象形容词及10个样本图片组成的语意空间。使

用里特量七级语意差分问卷进行调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以护理床护栏为例，使用数量化

理论I建立感性意象和设计元素之间的映射关系，指导新产品开发。结论结论 依据感性工学理论设计的

新护栏较好地匹配了用户需求，感性工学的应用可以为护理床的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有助于企业

和设计师确定产品开发方向，具有一定的实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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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searches the application of kansei engineering in the nursing bed. Using semantic difference method to
extract and quantify users′perceptual images from three aspects：shape，color and texture，it builds a semantic space with
ten image adjectives and ten samples.We used the Likert-7 level SD questionnaire to survey.It us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reduce the dimensions.Taking the guardrail as representative，it uses quantification theory I to build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ual images and design elements.It guides the new product design.The new guardrail designed by
kansei engineering better matches user′s requirements.This metho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nursing beds design.It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and designers to determine the design direction and has certain practical and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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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外观是产品功能和情感的载体。在现今

技术成熟的背景下，产品功能的实现已经不是问题，

用户更多地关注产品带来的情感体验。感性需求建

立在感性认知上，即用户对产品的识别。用户对产品

的感性认知是用户依据自身的感觉对产品形、色和质

等的本能想象，从而形成隐性的感性意象，因此量化

感性意象成为满足情感化体验需求的关键。一个好

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师对感性意象的理解

程度和产品是否在设计师和用户之间产生潜在的情

感交流。目前市场上的医疗设备大多侧重于功能实

现，漠视用户尤其是病人的情感需求。护理床作为医

院中常见的一种医疗设备，其用户涉及病人、医护人

员以及病人家属等。获取用户对护理床的感性需求

可使得护理床的设计更加人性化

[1]

，因此有必要摒弃

传统的产品设计流程与方法，将感性工学引入到护理

床的设计中。

1 研究方法

感性工学在护理床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包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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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意象，建立意象空间，定义产品设计元素，建立感

性意象和设计元素之间的映射关系，指导新产品的开

发。主要方法包括语意差分法、主成分分析法和数量

化理论I。设计师利用对产品感性工学研究得到的结

论找到设计方向，对产品进行最优化设计。开发的新

产品设计方案使用语意差分法在感性意象空间上进

行评价，验证研究结论。

1.1 感性工学

感性工学

[2]

发源于日本。1970年长町三生设立情

绪工学，1986年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山本健一提出运

用感性工学手法进行汽车乘坐感和内饰的设计，使符

合乘客感性要求。1988年长町三生将情绪工学改称

为感性工学，得到世界各国重视。随着发展，产品的

感性设计是研究者的重点，为了衡量用户的感性需

求，研究者通过各种数学统计方法将用户的感性需求

量化，由感性变为理性。在感性工学方法

[3-4]

中，用户

对样本针对感性词汇进行打分排序。感性工学研究

领域主要着眼于探讨人与物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着眼

于以工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为感性的研究开启了一个

新的通路。

1.2 语意差分法量化语意距离

语意差分法

[5-6]

是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于1957

年提出的研究事物意象的方法。它由概念和若干量

尺构成，“概念”指要受试者进行评价的对象，“量尺”

则是由两个意义相反的形容词作为两极而构成的，例

如，“好一坏”称为一个量尺。大多数以用户为中心的

设计方法收集样本图片，使用里克特量调查方法来辨

别用户对产品的感性评价。

1.3 主成分法提取设计元素

语意差分调查得到数据，使用主成分法等数据挖

掘方法降维析出最重要的意象，从而建立意象空间

[7]

。

首先设计师总结市场上主流产品的设计元素，然后使

用专家论证或者焦点小组讨论，发掘产品的主特征，

再分析出设计元素。设计元素可以被分解为几个部

分，对这些特征进行编码以便储存和检索。主成分法

可以降低认知空间的维数，简化认知空间结构。

1.4 数量化理论I建立感性意象和设计元素之间的映射

为了建立感性意象和设计元素之间的映射关系，

设计师需要得到感性意象空间上设计元素的权重，可

通过计算机线性分析或者非线性分析方法得到对应

关系

[8-10]

。数量化理论I是较为常见的相关性分析方

法。通过建立数量化理论Ⅰ的数学模型，求解和计

算，得到感性意象与造型设计要素之间的关系，使设

计元素更加清晰，以指导新产品的设计。

2 案例研究

应用感性工学在护理床护栏设计中的应用分为

以下五步。

第一步，感性词汇的收集和筛选。语言是最常用

的表达感性需求的方法，形容词是产品评价的语言尺

度，一般由意思相反的两个形容词组成一对。首先从

网络、杂志、产品的宣传手册等途径尽可能多地收集

形容词。收集的形容词能表达护理床给消费者带来

的感受，反映用户的感性需求信息，将其按形、色和质

3个因子分类。然后将这些形容词分为语意相对的形

容词组，共75对。采用专家论证法对形容词进行筛

选。请熟悉护理床的专家或者设计师从相反的形容

词组中进行挑选，将词汇中意思相近或重复、用法偏

僻、形容不明确的词汇删掉。统计数据，每类取频数

最高的两对，10对筛选得到的感性词汇见表1。

第二步，收集护理床样本图片。从网络上、医院

和医疗设备公司等渠道收集护理床图片，涵盖市场上

主流护理床品牌。样本的选取要体现护理床完整的

形态结构，有所区分，消除干扰，具有视觉效果。先大

范围收集医用与家用、手动与电动护理床图片35张，

再使用KJ法根据护栏和床头造型的形、色和质分类。

分析比较综合评估，最后保留10个样本，使用数字进

行编号。10个筛选得到的样本见图1。

第三步，建立语意差分调查问卷。语意差分法的

调查问卷应涵盖样本图片、形容词对和受试者三要

素。问卷采用Likert-7级测量方法，对调查的感性意

象进行等级划分，用-3~3分别代表形容词对的不同程

度。以“尖锐—圆润”为例，-3分代表样本很尖锐，-2

分代表样本比较尖锐，-1分代表样本有点尖锐，0分代

表样本感觉中常，1分代表样本有点圆润，2分代表方

表1 10对筛选得到的感性词汇

Tab.1 The ten extracted perceptual words

类别

形

色

质

尖锐—圆润

稳重—轻巧

金属质感—其

他质感

硬朗—柔和

淡雅—鲜艳

柔软—坚硬

可移动—固定

活力—平静

温暖—冰冷

简洁—复杂

感性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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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比较圆润，3分代表样本很圆润。结合

10对感性词汇和 10个样本图片设计问

卷。受试者为医学系在校大学生、病人和

医护人员。其中被测试者包括30名医学

系在校大学生，3名病人，以及7名医护人

员。

第四步，问卷统计和数据挖掘。使用SPSS软件进

行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生成分法分析结果见表

2。提取3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达到95.876%，可以概

括解释整体特征。形、色和质每方面取权重最高的两

项形成感性意象空间。它们是：圆润和柔和，平静和

轻巧，其他质感和温暖。意象空间描述了用户对护理

床护栏的感知。对市场上主流的护理床进行调查，提

取影响意象空间的护理床护栏主特征。护栏是护理

床整体形、色、质最具影响力的部件。ABS材质造型

可塑性强，因此以ABS材质的护栏外形为例进行研

究。护栏分类见图2。根据数量化理论I建立数学模

型，进行相关性分析，数量化理论I分析结果见表3。

从偏相关系数可知，护栏的外观对“尖锐—圆润”和

“硬朗—柔和”有很大影响。类别1是既圆润又柔和

的。这样设计师可以获得市场上优秀产品的设计元

素信息，以此来进行新产品开发。

第五步，新产品的开发。挖掘产品的意象对于辅

助设计是十分重要的。护栏的形色质与用户感性意

象之间的关系是设计灵感的来源。在新设计中，护栏

使用弧线体现圆润和柔和的感知；色彩上，以绿色和

白色为主色调，小面积的米黄色降低视觉刺激，以达

到轻巧和平静的感知；材质上，ABS护栏和床头、塑料

餐桌及防撞垫给用户其他质感和温暖的感知。新护

理床的设计见图3。最终设计使用SD法在感性意象

空间上进行评价。通过量化计算得到意象感性度是

护栏的感性意象0.890，较好地匹配了用户感性需求。

3 结语

运用感性工学理论及方法获取用户对护理床护

栏造型的感性需求：外形上需要给人圆润柔和的感

觉。设计师根据设计风格和设计元素之间的对应关

系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感性工学在护理床设计上

的应用为护理床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研

究成果为其他产品的外观设计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下转第142页）

图3 新护理床的设计

Fig.3 The design of a new nursing bed

表2 主成分法分析结果

Tab.2 Analysis of result from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因子

形

色

质

意象形容词

尖锐—圆润

硬朗—柔和

可移动—固定

简单—复杂

稳重—轻巧

淡雅—鲜艳

活力—平静

金属质感—其他质感

柔软—坚硬

温暖—冰冷

权重

0.983

0.980

0.972

0.978

0.311

0.305

0.455

0.166

-0.059

-0.084

特征值

90.614

4.036

1.226

贡献率

90.614

4.036

1.226

累积贡献率

90.614

94.650

95.876

图2 护栏分类

Fig.2 The category of guardrail

表3 数量化理论 I分析结果

Tab.3 Analysis of result from quantification theory I

设计元素

护栏

类别

类别1

类别2

类别3

类别4

尖锐—圆润

标准差

0.984

1.176

1.482

1.025

偏相关系数

0.899

均值

2.35

0.03

1.98

1.90

硬朗—柔和

标准差

0.770

1.441

1.074

1.128

均值

2.18

1.48

0.60

1.98

偏相关

系数

0.839

图1 10个筛选得到的样本

Fig.1 The ten extracted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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