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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国内某自主品牌重型卡车的造型基因进行再塑造。方法方法 从仿生设计的角度出发，结

合重卡造型特征拟人化的研究，提出人物特征化的重卡仿生设计方法，并从形态、色彩、意象3个方

面，对人物特征进行仿生探究，进而将人物典型特征与重卡正面造型特征进行融合。结论结论 归纳整理

人物特征化的重卡仿生设计基本流程，确定重卡的造型基因，最终依此设计一款具有人物典型特征的

重型卡车，为该品牌重型卡车建立独有的品牌造型基因提供一定的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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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designs the form gene of heavy truck for domestic certain br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nic design

and the front face of heavy truck as character，it 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of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 of heavy truck bionic

design.The typical character of figure is extrac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lor，graphic and line by the way of bionic design，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front face design of heavy truck.It firstly introduces the basic design process in application of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 of heavy truck bionic design and redesigns the form gene of heavy truck. Finally，it designs a heavy

truck with the typical character，aims to build the form gene for a certain brand of heavy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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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的德国汉诺威车展上，斯堪尼亚、奔

驰、沃尔沃等世界著名品牌均展出了自己新一代的重

卡车型，通过对新车型的分析可以发现，现今重卡造

型设计呈大风窗、小面罩、大保险杠的分块造型趋势，

以凸显驾驶室的高大俊朗

[1]

。高度识别的造型设计已

成为其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塑造

明确的造型基因作为帮助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设计要

素，也成为了品牌之间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而利用

仿生设计的设计理念构造造型基因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创新方法。

1 仿生设计在重卡造型中的应用分析

所谓仿生设计是对自然物的形态、功能、色彩、意

象等信息的再认知，通过模拟或改进这些信息以最终

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其中以形态仿生、色彩仿生、意象

仿生以及功能仿生等设计手法最为设计师所青睐

[2]

。

而有关汽车造型仿生设计的应用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现在已经延伸到了重卡的造型设计之中，其在重卡造

型设计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物形态、色彩以及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7 卷 第8期

2016 年 4月
130



第37卷 第8期

意象的仿生上。

形态仿生是在对自然物（动植物、人类等）所具有

的外部形态与内在涵义的认知基础上，通过抽象、演

变、概括、提炼等处理手法寻求对重卡形态的突破与

创新

[3]

。基于自然物特征认知与重卡相关构成部件的

形态仿生设计，使重卡具有很好的亲和力和独特性，

达到在具有优秀性能的同时兼具艺术美感之功效。

色彩仿生主要是通过研究自然物系统典型的色

彩个性特征而进行的色彩感觉仿生，应用色彩信息交

流、反馈等人机系统的模拟，有选择性地提取色彩特

征

[4]

。虽然色彩在交通工具设计中更多是用于完成识

别功能，但是逐渐丰富的车身色彩也是汽车设计未来

的发展趋势。

意象仿生不是力图完全和精确地模仿自然物的

外观形态，而是抓住该自然物形态被人类记忆抽象化

的符号作文章，以提示和激发人们对于该自然物的相

关记忆，因此意象的准确把握对于奠定重卡形态整体

的特征韵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重卡正面造型的人物特征化研究

纵观重卡的车身形态，重卡的正面造型特征被更

多地关注和研究，消费者往往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

观赏重卡的正面造型，无形中将其正面特征中各部件

与人的面部特征进行对应而作出拟人化的处理。研

究表明，与人的面部特征相一致的产品设计元素，影

响人们对产品的喜好程度

[5]

，因此，可以基于人物特征

有意地设计拟人化的正面造型，来迎合消费者的审美

爱好，并将人物特征融入到重卡的正面造型特征之

中，塑造其独有的造型特征。

既然要对重卡的正面造型进行拟人化的处理，

那么就有必要对重卡正面造型与人类面部之间的特

征进行类比化的研究分析。周立辉等人在对关于重

卡前脸表情设计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人会将与保

险杠相关的进气格栅（下半部格栅和上下部间隙）类

比为重卡的“嘴”；在对“眼睛”的判断中，大多数人认

为车大灯灯组更神似，而具有透镜灯的灯组，其类似

“眼睛”的视觉效果尤为明显；而人物面部颜色与重

卡正面的涂装颜色神似，传递着独有的情感信息

[6]

。

为了更加直观地理解，对某款奔驰重卡进行了拟人

化处理。奔驰重卡拟人化

[6]

见图1（图片摘自百度）。

在拟人化的设计中，做好人物特征中“眼睛”和“嘴”

的特征提取，对于确定重卡正面造型特征是十分关

键的。

3 人物特征化的重卡造型基因仿生设计方法

研究

对于在重卡形态生成过程中的“基本造型”的反

复应用，从生物学角度可以被解释成为一种遗传，而

这些基本造型被认为是“基本造型词汇”，对基本造型

词汇的遗传性质的描述则是重卡的造型基因

[7]

。其

中，正面造型特征既是不同品牌重卡的造型基因差异

性所在，又是造型基因构建中的核心设计点。

仿生设计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建立科学与艺术

联姻的设计创新体系，进而创造出符合并适应人与社

会等发展规律的创新产品，并且在整个仿生设计过程

中，仿生研究对象对创新产品设计的开展具有约束和

推动的双重作用，并最终检验着设计结果的合理性

[8]

。

仿生设计是提取自然物的典型特征将其升华至重卡造

型设计之中的一种拟物化设计方法，而重卡人物特征

化则是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处理重卡正面造型特

征，笔者尝试将拟物化与拟人化这两种处理方式系统

地结合起来对基于人物特征的重卡进行仿生设计。其

设计方法的流程是遵循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一般方法

与流程，具体层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大体分为3个阶

段。人物特征化的重卡仿生设计流程见图2。仿生人

物原型的确定。根据设计要求和设计目标并在充分了

解设计对象的特点之上，进行发散思维拓展找寻灵感，

确定与重卡特点相匹配的人物原型。仿生人物特征的

提炼。对人物原型进行形态、色彩、意象3个方面的仿

生探究，同时采取重卡特征拟人化的逆向思维来检验

提取特征形态的有效性。在功能、结构约束的条件下

找寻符合诉求的形态特征，利用重卡特征拟人化的逆

向思维来对重卡正面造型特征进行人物特征的仿生设

计，并依此建立该品牌重卡的造型基因，最终根据绘制

分析草图，逐步抽象简化，调整造型设计，使其符合相

关的硬性约束条件，以完成基于人物特征的重卡仿生

设计。

图1 奔驰重卡拟人化

Fig.1 The anthropomorphism of Benz heavy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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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特征化的重卡仿生设计方法应用实践

这里重卡造型基因的构建是在了解国内某重卡企

业近期规划需求基础之上而展开的，其大致的造型要

求如下：体现当地特色；造型具有艺术美感，比例协调；

满足基本硬性约束；构建重卡造型基因；遵循现今重卡

分块造型趋势，即前风窗高度、面罩高度和保险杠高度

的比例接近1∶1∶1。笔者选取6×4的重型牵引车作为

研究对象，其大小尺寸限制为7485 mm×2495 mm×

3970 mm，并在设计中考虑空气阻力和视野安全等因素

对重卡形态的约束。

4.1 仿生人物原型的确定

关公是该品牌重卡所处地域的代表性人物，因此

将具有明显特征的历史性人物关公的特征注入到该

品牌重卡的造型基因之中，既可以融合本地特色，又

可以树立独特的品牌造型特征。关羽在中国是忠勇

的化身，因此基于关公形象的重卡造型能够传达忠于

客户的品牌理念，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4.2 仿生人物原型分析及造型基因特征的提取

关公人物特征研究过程中，笔者意在从形态、色

彩、意象3个方面对人物的典型特征进行仿生探究，以

便从中汲取元素，更好地将其运用在重卡的外观造型

设计之中，使人们近距离地感受具有人物特征的重卡

的独特韵味和魅力。

关公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基本已形成固定的模式，

即头戴青巾，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五缕长髯，威

风凛凛。其中头戴青巾，丹凤眼，卧蚕眉，五缕长髯恰

是关公的面部形态特征，造型上可以借用重卡造型拟

人化和形态仿生的设计思维，从这些形态特征上提取

线条以作为其形态基因特征；色彩上运用关公面如重

枣的面色特征确定枣红色为主要涂装色，以五缕长髯

的胡须色作为辅助色；关公忠勇的化身作为重卡的意

象特征，象征着该品牌重卡对用户的忠诚，见图3（图

片摘自百度百科）。

4.3 基于人物特征的重卡仿生设计

重卡的正面造型，即所谓的“前脸”部分，它是人

们目光的聚焦点，是评价重卡造型的一个主体。车身

前部的造型最能反映整车形态的特征，其细节曲面变

化复杂，并有顶棚、挡风玻璃、进气格栅、保险杠、大灯

组等主要附件

[9]

。笔者在此处注重交代人物特征化的

仿生设计方法在重卡前脸造型的设计应用。设计中

利用重卡特征拟人化的设计理念将重卡前脸与关公

面部特征进行对应，依据重卡正面造型人物特征化的

研究作出相应的特征处理，并利用仿生设计将提取的

关公典型特征融入到重卡前脸的造型设计之中。在

重卡造型设计中，整体上遵循沿纵轴线中心对称，各

部分特征元素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细节上妥善处理

线面关系以及各部件之间的比例协调关系，妥善运用

形态、色彩、意象特征，并注意虚、实、疏、密的变化。

4.3.1 进气格栅及顶棚的设计

重卡的顶棚、进气格栅、大灯组的仿生设计主要来

源于关公的形态特征，其中进气格栅是重卡前脸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卡造型风格的主要表达载体，因此

应当重点刻画。为了便于设计，笔者将重卡前脸中的

各部件投影在与其截面平行的平面上，并在投影平面

中确定某一部件为视觉中心，其他部件则与此视觉中

心保持统一、协调的关系

[10]

。根据关公的意象特征，设

计中采用略显“侵略”性的八边形的夸张造型作为其进

气口，彰显重卡庄重严肃的造型特征，凸显关公的威武

形象，并依此为视觉中心完成其余部件的设计。关公

“五缕长髯”的典型特征作为进气格栅的设计来源，对

其进行粗略提取，然后经过抽象化变形，将特征元素重

组排列，注重表现“五髯”特征。在此过程中，“五髯”可

划分为“两髯”与“三髯”，三髯指“嘴”周围髯须；“两髯”

指鬓角胡须。以上文中提到的视觉中心为设计中心，

展开“五缕长髯”与视觉中心的特征设计融合。“三髯”

图2 人物特征化的重卡仿生设计流程

Fig.2 The bionic design process of characters of heavy truck

图3 关公基因特征提取

Fig.3 The extraction of Guan Yu genetic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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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视觉中心特征紧密结合并完美融合，注重疏密

变化，共同展现出一种严肃、威武的造型特征；“两髯”

特征的设计在重卡前脸两侧的导流罩中能够得以实

现，运用堆积手法点亮此处的设计特征。关公“头戴青

巾”的形态特征作为其车顶覆盖件的设计来源，以V字

形凸显关羽作为五虎上将之首的形象。重卡造型演变

过程见图4（图4-5均由笔者绘制）。

4.3.2 大灯组的设计

车灯的造型是重卡的点睛之处，在现代重卡造型

设计中，车灯造型对重卡造型美感的塑造以及整个重

卡向外传递的精神气息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重卡

大灯组的设计取自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的眼部特

征，首先将其大致轮廓勾勒出来，然后根据重卡整体

表现出来的造型风格特征，对抽取的特征进行变异和

融合，最终达到与重卡进气格栅等部件互相协调的设

计目的，如图4。

4.3.3 前脸整体造型设计

变化与统一不仅是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

是汽车设计美学法则中的一个重要规律

[11]

。在设计的

过程中，要做到整体互相协调，变化中求得统一，统一

中得到变化。在进气格栅、顶棚及大灯组的设计特征

确定之后，继续对前脸的挡风玻璃、后视镜等剩余部

件进行设计，这些部件必须在整体上与进气格栅及大

灯组等部件的设计风格保持一致，最后根据人物特征

化研究确定枣红色作为重卡的主要涂装色，以完成色

彩的仿生设计应用。笔者最终以关公“头戴青巾，丹

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五缕长髯，威风凛凛”的典型

特征，作为该品牌的造型基因塑造来源，完成基于人

物特征的重卡造型基因塑造，并依此设计了一款重型

卡车。基于关公特征的重卡造型设计见图5。

5 结语

自然界中蕴含着取之不尽的灵感资源和设计启

示，通过一定的合理方式模仿自然的生命形态而进行

的仿生，往往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价值效益

[12]

，因此仿

生设计是产品造型设计中一种重要的设计创新方

法。在基于人物特征的前提下，对重卡的典型特征进

行形态、色彩、意象3个方面的仿生探究，利用拟人化

逆向思维对重卡造型和人物典型特征进行融合，并依

此归纳整理了人物特征化的仿生设计方法和流程。

此处，或许可以将关公典型特征作为其造型基因存

在，通过其基因特征线的长度、宽度以及疏密变化，可

在该品牌重卡的横向与纵向产品中得以应用加强，达

到重塑该品牌重卡造型基因的目的。基于人物特征

完成了重卡的外观造型仿生设计，为今后重卡造型设

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同时对仿生设计理论方法提

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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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The design of heavy truck based on Guan Yu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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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电商经济催生下的快递服务已深入到日常生活

中，低碳环保渐渐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备条

件之一。依据TRIZ理论分析得到的快递包装设计方

法，从包装材料、包装功能、包装形式和防护等方面进

行创新分析，更加关注大众消费群体的心理需求以及

对生存环境的关怀。在TRIZ技术创新理论指导下，仍

需要政府部门、公司、社会团体共同努力形成行业规

格，并通过社会公众来实践完善，这也是快递包装生

态化、人性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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