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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基于特殊群体对新式茶具的需求，针对现有茶罐不便拿取等问题，以使用方式为设计要

点对新中式茶具进行创新设计。方法方法 采用思维导图式方法，分析特殊群体的需求类型，发掘传统建

筑形体元素与茶具的相似点，确立新中式茶具的造型。结果结果 新中式茶具的风格与设计定位相符，这

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在使用方式上实现了创新。结论结论 新中式茶罐的创新体现在其使用方式上，同时

在控制量、识别产地种类等功能上也有所成效，新中式茶罐的整体结构明晰，实用性强，易于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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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of love tea gens，pay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demands of life，in view of the
cause of the existing caddy is not convenient to take，preserve and moisture proof，the study of innovative design of using
was as the key of design point. Using the process method of product design，at first，it analyzes the problem such as the user
of special needs to use a function type，determine four main designs positioning of convenience，safety，permeability，space
sense of the caddy.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cheme，combined with the way of exploring as the figure of guiding think⁃
ing，it is concluded to the bes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use，such as a detailed design which excavated similarities about tra⁃
ditional architectural form element and the tea set，established the use of new caddy，exterior modeling and the structure de⁃
tails such as element.In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selection and model making，new caddy conformed to the positioning of de⁃
sign，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especially in on the way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The new caddy of Chinese style paid
attention to simple and fashion，the new innovation reflected in the mode of use，in the control volume gain，identify the ori⁃
gin of species，and other functions.The overall is strong practicability，and being easy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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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研讨

新中式风格是一种以现代技艺来打造传统事物

的风格形式。随着中式风格影响的扩大，中式茶具不

仅在国内走俏，而且还远销海外。畅销的茶具主要包

括：茶杯、茶壶、茶盘、茶匙、电壶、茶车和茶罐

[1]

。中国

市场上现有的茶具大多造型拘谨、形式单一。茶罐作

为广泛使用的生活器具，其可变性小，延续性强。然

而随着现代技术和审美的进步，生活器皿越来越难以

满足人们日益细分的需求，更难以满足人们的文化诉

求和品味。以“删繁去奢，绘事后素”

[2]

为新中式茶具

的理念引导，以此来进行设计创新的新中式茶具能满

足爱茶族的需求。不同的生活环境需要的生活器皿

也不同，现在的生活环境对茶罐的使用、存贮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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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茶罐大多不便拿取，不利

于茶的防潮和保存，因此，设计一种便于使用、易于控

制拿取量的新中式茶罐有其可行性。

1 新中式茶罐的设计依据

1.1 使用功能问题依据

爱茶、爱收集茶罐的特殊需求爱好者对茶罐的造

型设计有着特殊的要求。人们在选择购买茶罐时考

虑得最多的是茶罐的实用性和美观性，其次还有茶罐

的储存功能和是否利于使用等问题，这些都是在茶罐

设计中最应被保证的方面。茶罐最普遍存在的使用

功能问题见表1，以此作为新中式茶罐设计的重要参

考依据。

市面上大部分茶罐盖子是直接放置于罐身，没有

任何的卡紧或密封的措施。这样的设计在拿取的时

候可能比较快捷，省去了打开茶罐盖子的时间，但是

长此以往，罐内的茶容易受潮氧化，也易落灰污染。

拿取便捷功能，常见的取出方式有两种，直接倒

出和用勺子取出。直接倒出不好把握，用勺子取出的

方式中勺子的放置也是一个问题，放在罐内不易拿

出，放置罐外又不太卫生。

材质安全问题，现在市面上的茶罐材质多样，低廉

的塑料材质和铁制的材质会发生氧化，其氧化释放的物

质是对人体有害的，长久使用会造成健康的损害。

余量观察功能，市面上常见的锡制，铁制以及陶

瓷制的茶罐没有通透感，这样不利于直接观察茶余

量，无法做到及时添加或购买。塑料和玻璃材质的茶

罐一般是通体透明，虽然利于观察内部余量，但是容

易透光，会因受过多光照而氧化。

1.2 用户生活需求依据

茶罐作为最常用的生活器具之一，其设计就该贴

近生活、参与体验生活，应该更加人性化、人机化，使

其造型形态与功能相融合，呈现一种有机的统一感。

特殊用户生活需求见表2，这是针对茶罐特殊用户的

生活特点进行的研究，它分析了针对这类消费者设计

的茶罐所应具有的特点，可作为茶罐应用于生活需求

的依据。

1.2 人机尺寸依据

茶罐一般都处于静止的状态，仅在使用时会有人

用手去把握。这里结合茶罐的容器特性和人机数据

要求来对茶罐的直径和高度尺寸进行分析。

1）直径尺寸。茶罐罐身的直径大小主要取决于其

用途和人手掌的尺寸，手部尺寸见图1

[3]

。在人机工学

中，普通人的手掌加上其最长手指的长度一般在19 cm

左右，适宜单手抓握的物体直径应在7.5~14 cm。同

时，还要保证其能承装一定量的茶。

2）高度尺寸。茶罐的高度一般取决于手掌的宽度

和最佳观赏高度。只有当茶罐的高度大于大部分人手

掌的宽度时，人们才便于把握茶罐。在人机工学中，普

通人的手掌宽为9.6~10.5 cm，为了便于把握茶罐，其高

度不应低于9.6 cm，而最佳的观赏高度为16 cm

[4]

，因此茶

表1 使用功能问题

Tab.1 The problem of use function
使用功能

密封防潮

防尘问题

拿取便捷

功能

材质安全

问题

余量观察

功能

问题分析

市面上大部分茶罐盖子是直接放置于罐身，没有

任何的卡紧或密封措施。这样的设计在拿取的

时候可能比较快捷，省去了打开茶罐盖子的时

间，但是长此以往，罐内的茶容易受潮氧化，也易

落灰污染

常见的取出方式有两种，直接倒出和用勺子取

出。直接倒出不好把握，用勺子取出的方式中勺

子的放置也是一个问题，放在罐内不易拿出，放置

罐外又不太卫生

现在市面上的茶罐材质多样，有低廉的塑料材质

和铁制的材质，其氧化释放的物质对人体有害。

长久使用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市面上常见的锡制，铁制以及陶瓷制的茶罐没有

通透感，这样不利于直接观察茶余量，无法做到及

时添加或购买。塑料和玻璃材质的茶罐一般是通

体透明，虽然利于观察内部余量，但是容易透光，

会因受过多光照而氧化

表2 特殊用户生活需求

Tab.2 Needs of special user
生活特点

追求健康、注重

环保

注重生活的舒

适与享受

喜欢别致巧妙

的设计

杜绝过度华丽

的装饰

生活计划合理、

高效

设计特点

绿色环保，选材不仅不能损害身体的健康，

也不能破坏自然的平衡

使用感受应该是舒适的，使用过程使人愉悦

而不是繁琐疲倦

应该考虑到针对的人群对生活细节品质的

特殊追求，富有设计感

外观设计不能过度追求装饰功能，合理不繁

琐的装饰更能打动人心

要易拿，易用，不给人负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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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的高度在16 cm左右最合适。

2 茶罐中式风格的设计分析

2.1 思维导图式探索

新中式设计指南包括色彩融合、材质选用、结构

协调、图形装饰等。色彩融合是指赋予传统色民族个

性，把西方的设计色彩方法与中国的传统色彩特征相

融合

[5]

；材质选用应考虑环保和成本的问题，可以用非

天然材料代替天然材料；结构协调是指采用地正方

圆、对称均衡的有机结构来表现其内涵和外延作用 ；

图形装饰是指应注重图形之间的协调、照应和穿插关

系，使图案完整、对称。

思维导图是国外设计教育非常推崇的一种设计

思维方式，是一种以与设计相关的关键词进行的发散

性思维探索方式。按照需求、功能、尺寸等要求，参考

新中式风格，以新中式茶罐中新中式、创新、简洁等为

关键词，对每个关键词进行发散探索。根据设计指南

和关键词的发散引导，绘制出的思维导图见图2。

茶罐的设计重点应首先放在其使用方式上，其次

是其避光性和不易碎的性能需求

[6]

。消费者比较偏向

锡制、铁制和玻璃材质的茶罐，其次是陶瓷材质、塑料

材质和木制，最后是竹制和纸制

[7]

。综合考虑消费者

对茶罐性能和材质的喜好与需求，将新中式茶罐的设

计理念定义为便捷、安全。为了体现新中式风格，应

结合不同的产品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通过构成空间

感的设计理念重新演绎传统形体元素，将茶罐的外观

设计理念定义为通透、层次分明，以此进行二维设计，

二维方案见表3。

2.2 方案比较分析

综合考虑茶罐的易用性、精准定位性、美观性、创

新性这4个重要指标，着重考虑茶罐密封防潮防尘、拿

取便捷、材质安全、余量观察这4大使用问题，特邀了5

位产品体验师对4个方案进行专业的评价打分

[8]

，每一

个的最高分为5分，总计20分。评分雷达见图3，从中

可以看出方案3的得分最高，主要原因是其造型的易用

性较高，可较圆满地解决使用方式的功能问题。

图1 手部尺寸

Fig.1 The size of hand

图2 思维导图

Fig.2 The figure of guiding thinking

表3 二维方案

Tab.3 Two-dimensional solution
编号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设计创新说明

设计灵感来源于盘虬卧龙的树

干。瓶身造型上下倒置的形态利

于区别内部。盖子内部连接着一

个用于拿取的楔形勺子

设计来源于明代冬瓜罐和天字罐

的变形。罐身直径小于传统罐形，

罐盖、罐身采用鸟的形态，小口设

计利于把握倒出的量

外部罐体采用镂空的建筑轮廓设

计，与茶所在地对应，利于观察余

量。取茶借助内部柱子的提拉按

压，单手即可取出

通过罐身的高矮与盖子上不同的

金属花形镂空来区分。罐身的形

态来自于传统茶碗形态的变形。

中部凹陷利于拿起

图3 评分雷达

Fig.3 The radar map of scores

二维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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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确定最终方案

关于解决使用功能问题的方案分析见表4，方案3

基本解决了茶罐在使用功能上存在的4个问题。新中

式茶罐以提拉按压为拿取方式，操作简便快捷，还能

做到定量易保存。透明镂空的罐身和罐盖采用了建

筑造型元素，此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茶产地城市的代

表性传统建筑。传统建筑讲究空间层次感，这正和新

中式的设计理念相吻合。

2.4 使用方式分析

使用方式是新中式茶罐的设计要点。取茶主要

是借助内部的柱子来提拉按压，单手即可取出适量的

茶。使用方式见图4，放入茶时拧开与透明罐身连接

的下部盖子，倒入即可。在外部金属罐身的中心有一

个空心圆柱，透明的内层罐身下部有一个圆形收口与

圆柱贴合，平时取茶时只要翻开上部半镂空的薄盖子

通过上下移动的方式将茶推送到空心圆柱上端平台，

再放下透明部分，将适量的茶留在圆柱平台上，使平

台与茶盖子下部分的平台平齐，将茶倒出即可。

茶罐的内部结构见表5，新中式茶罐的罐体包括

罐体1、内部罐2和上盖3，内部罐2安装在罐体1内

侧，所述罐体1内设置有内柱11，所述内柱11上设置

有上盖3连接的螺纹12，内部罐2在罐体1内为上下移

动式结构。新中式茶罐的使用方法包括放入和取出，

茶的放入步骤包括拧开螺纹上盖、放入茶然后盖上上

盖；取出步骤包括翻开上盖、提起内层透明罐，使适量

茶置于柱子盖上、放下罐体，将茶留在柱盖上、倾斜罐

体1、步倒出茶、泡茶。

2.4 造型元素分析

茶罐的整体形态为六棱柱，设计元素来自城市建

筑传统的六角窗户。罐身的镂空建筑轮廓分别是北

京的天安门，杭州的净慈寺，济南的观澜亭。外部造

型元素见图5，盖子上中部的半镂空部分的轮廓取自

这3个建筑的拱形门、铃铛和扇形窗。之所以选择这3

所建筑，是因为其所在的3所城市与某种茶有着特殊

的渊源。盖子的边缘有各个城市盛产的茶种的形态

浮雕，这与茶罐的整体外观和功能构成了一个有机整

体。结合设计定位对传统色彩的研究，在透明部分选

择了黄色、绿色和紫红色来分别对应了3种茶。

表4 关于解决使用功能问题的方案分析

Tab.4 About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function analysis
使用功能

密封防潮防尘

问题

拿取便捷功能

材质安全问题

余量观察功能

方案3分析

将盖子与罐身设计为卡口连接或者螺纹连

接，并且有橡胶密封圈；在茶罐内部隔出一定

空间放置活性炭等吸潮剂

茶罐设计为内外两层，采用内层提起按压出

茶的方式，不仅方便快捷，而且也能很好地控

制取出的量

使用对人体无害的材质。若一定要使用塑料

和铁等材质，应选用食品级的塑料和经过可

靠的抗氧化处理的铁

将茶罐上部分位置设计为镂空，内嵌塑料或

玻璃。既利于观察余量又不会大面积接收光

照而加速茶的氧化

图4 使用方式

Fig.4 Use of the caddy

表5 茶罐的内部结构

Tab.5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OTS
内部结构名称

整体结构（罐体1和上盖3）

内柱在罐体内（罐体1和内柱11）

螺纹设置（罐体1和螺纹12）

内部罐设置（內罐2）

图示

图5 外部造型元素

Fig.5 External modeling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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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使用材质说明

消费者喜欢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有一些时尚感

的茶罐，因此可以将茶罐材质定为锡制。锡制的茶罐有

利于茶和食品的盛放，用锡制成的茶罐密封性相对其他

金属来说更好，而且锡制的罐体较厚、温度恒定，其保鲜

功能也很好。锡本身就能体现出一种尊贵典雅的气质，

这也符合设计定位。在茶罐内部结构的材质使用中，应

在有色透明部分选择食品级的PMMA材质

[9]

，这种材质

无毒无害，易于加工，适合用作食品的容器。

3 工程分析

3.1 材料和加工工艺分析

茶罐的材料应选锡，因为其稳定性好、耐热、不

易被氧化。在加工工艺方面，采用金属加工和PMMA

加工

[10]

。（1）金属部分的加工。用锡制作含镂空部分

的茶罐，流程主要是化锡—制锡板—下样剪裁—加

工造型—装饰—旋磨刮光。通过这一系列工艺流程

能制造出色泽光亮、造型优美、装饰精致的外部罐身

和盖子。（2）PMMA部分的加工。茶罐的内层罐身

为PMMA材质，其加工工艺主要是注塑成型，其加

工流程主要是备料（PMMA颗粒）—上模具—在注

塑机上加工—常温或加热固化—出模—循环干燥

去除应力—UV抛光处理。经过以上流程可得到光

滑透明的内部罐身，选择不同颜色的着色颗粒即可

得到不同颜色的罐身。

3.2 实物模型输出分析

实物模型的输出采用了CNC快速成型工艺，以

ABS和PMMA为原材料。在制作过程中，首先对PRO/

ENGINEER建出的模型进行编程拆分，然后再在数控

机床上进行加工，接着打磨粗模，对照效果图进行喷涂

上色，最后再对一些细节的地方进行调整。六视图与

实物使用演示见图6，它展现了实物模型的演示场景。

4 结语

新中式茶罐注重简约、时尚，其创新体现在使用方

式上，在观察茶量、防潮保存、识别产地种类等功能上

也有所成效。新中式茶罐的整体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易于推广使用。新中式茶罐的罐体采用了建筑元素来

表现中式风格，体现了茶文化的东方美。以使用方式

为要点对新中式茶罐进行的设计创新有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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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六视图与实物使用演示

Fig.6 The actual use of scen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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