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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80 后的智能床设计策略 

徐娟芳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目的 对 25～35 岁使用人群的智能床设计原则与设计策略进行研究，使产品顺应人的生活方式

和行为习惯，为智能产品与传统家居产品的结合提供思路。方法 通过用户旅程图、接触点分析以及问

卷访谈等进行行为和需求分析，结合用户体验设计、交互设计理论与方法，形成以 80 后用户群体为目

标的智能床设计原则和设计策略。结论 通过深入的用户分析，得到智能床的设计原则和设计策略，能

够为这种新兴的产品设计提供基本的参考，便于用户更快更好地接受和使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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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for Smart Bed for the Generation after 80s 

XU Juan-fang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users of 25～35 years old on smart bed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ducts conform to people's lifestyles and behavior and provide idea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smart products and tra-

ditional household products.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smart bed aimed at the users of the generation after 80s were 

summarized by analyzing user’s behavior and needs through user′s journey map, touch points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s and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user experience design and interactive design.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concluded by deep user analysis can be the basic reference of the new product design and will help users accept and use the 

products faster and better. 

KEY WORDS: smart bed; generation after 80s; behavior analysis; user journey map; design strategies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智能产品走进人们

的生活。“床”在中国古代是坐卧两用的家居，在现

代是卧室中用于睡觉的家具[1]。人们每天大约有 1/3

的时间在床上度过，床是人们生活中接触时间最长，

对人的生活和健康影响重大的产品。传统床在向智

能床的转变过程中，不仅是产品功能形态的演变，

而且更是代表了新兴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理念。在将

智能引入“床”的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到用户行为

和心理体验，使“智能”恰如其分地与传统床结合。 

1 “床”的概念和属性 

    在中国古代，床是供人坐卧的器具。随着家具

的细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现代意义的床指的是卧

室中供人睡卧的家具。它伴随人的整个睡眠过程，

属于生活空间中最为私密和放松的卧室空间，对人

的健康和生活至关重要。在信息和网络技术对家具

渗透的过程中，智能床又将开启“床”之属性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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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智能床作为传统床的替代品，首先具备传统

床的基本功能属性，为睡眠提供了健康、安静、舒

适的环境。同时作为智能产品，又具备了智能产品

的电子娱乐、信息交流、数据采集等功能。智能床

的概念是“床”概念的延伸，在内涵和外延意义上

都赋予了新的内容，不仅是睡眠的工具，而且还从

睡眠相关的放松、娱乐、健康等多方面信息化与网

络化，实现了一种以睡眠为核心的新的生活方式。

“床”之属性的演变过程见图 1。 

 

图 1  “床”之属性的演变过程 

Fig.1 Evolution of the "bed" property 

市场上已经出现与电相关的床，多以“排骨架”

方式支撑床垫，在床垫下方装有电机，形成可部分

升降床垫的功能，在医用领域为行动困难人群提供

了方便，在家用领域则提高了床的舒适性。此外，

也有将智能与床垫结合的。较为知名的 LUNA 床垫

罩集成了传感器，不仅可以将睡眠健康数据个性化

管理，而且还一定程度实现了智能家居一体化控制。 

2  用户行为分析 

智能床是智能家居[2]发展的一部分，其属性既是

家具，又是智能产品。两者集于一体，既要延续传

统床的使用习惯经验，又要巧妙地将智能结合其中，

不仅实现个性化的睡眠健康管理，而且也集成多种

周边智慧功能。在设计上，要将用户行为和体验进

行深入分析，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设计原则和策略。 

2.1  人群定位 

    智能床使用对象初步选择 80 后人群，年龄为 25～

35 岁，对智能产品的接受度高，学习能力强，是智能

产品的忠实粉丝。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群由于成长环境

正处于社会和技术的重大变革年代，对新鲜事物充满

兴趣，对新的生活方式适应能力强。且经过多年工作，

已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因此，这部分人群对智能床

的购买需求较为强烈，可作为典型的用户研究对象。 

2.2  用户调研 

与床相关的行为从步入卧室准备睡觉开始，到起

床走出卧室。用户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用户常见的

行为习惯，主要采取问卷和访谈形式。调研对象为 25～

35 岁已婚青年，以江苏省无锡市区为主，包括全国其

他地区。调研过程中采用问卷和访谈形式，发放问卷

300 多份，收回有效问卷 226 份，访谈典型用户 25 位

（上海、无锡两地市区），其中入户访谈 6 位（无锡市

区）。调研目的是为了获取用户对智能床的主观需求以

及与睡眠相关的行为方式和过程。 

2.3  用户主观需求分析  

经过对问卷的统计和整理，按照同种选项人数

多少排序，并将人数除以有效问卷总数，得到用户

行为习惯或对智能床功能期待的前三项。用户对智

能床功能的主观需求排序见表 1，列出了每一类的前

三项（百分比按四舍五入取整）。 

表 1 用户对智能床功能的主观需求排序 
Tab.1 Users subjective needs sorting for smart bed functions 

阶段  第一/% 第二/% 第三/% 

睡眠前
行为习惯

手机上
网 90 

看电视
50 

阅读 45 

功能需求
靠背调
节 65 

按摩 55 
除湿加热

45

睡眠中
功能需求

监测心
率 50 

监测打鼾
50 

监测翻身
45

起夜需要
弱照明

80 
被褥保暖

55 
查看时间

25

睡眠后
行为习惯

立即起
床 65 

赖床 35 看手机 35

功能需求
室外天
气 55 

睡眠查询
55 

唤醒 45 

 其他需求
投影设
备 55 

桌、架 45 
情趣功能

40

2.4  用户行为旅程图 

用户行为旅程图[3]是指将实际场景中的用户旅

程全过程绘制成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关注体验，揭

示各个行为之间的关系[4]，并且梳理已有的知识，将

复杂的信息以清晰的图示可视化地表现出来，是用

户体验研究和服务设计[5—6]种手段。 

与床相关的整个行为过程可以主要分为：睡觉前、

入睡过程、睡眠中起夜以及睡醒过程 4 个阶段。经过 5

位工业设计专业人员交流讨论，将多位用户的问卷与

访谈反馈，经过归纳、筛选和整理，将每个阶段涉及

的行为进行细分，并在用户旅程图中表达出来，得到

整个行为过程，用户睡眠相关行为旅程图见图 2。此用

户旅程图只是围绕 25～35 岁成年人日常生活中较为常

见的情形，并未将孕妇、照料婴儿等行为纳入。 

坐卧两用的床

（中国古代） 

睡卧的床 

（现代） 
智能床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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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睡眠相关行为旅程图 

Fig.2 Customer journey map of sleeping relevant behaviors 

 对每一个行为与床之间产生的接触点进行分

析，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经过设计师讨论简化，

并将可能涉及的功能类型用“黄底黑字”标注。 

2.5  接触点分析 

    对带有“黄底黑字”标注的接触点进行分析。

主要的功能涉及到不同需求的物品放置、照明、声

音、结合 APP 的睡眠健康的数据管理和生活服务等。

结合用户行为习惯、主观需求对智能床的具体功能

提出细化的解决方案和交互方式[7]。 

3  设计原则与设计策略 

3.1  设计原则 

智能床不仅具有传统床的属性和设计原则，而且

还具有其作为智能产品的属性和意义，因此，对智能

床设计原则的归纳，可从这两方面去分析。通过用户

旅程图和用户访谈总结，得到智能床设计原则。 

作为“床”属性的设计原则：（1）材质的健康，

床与人亲密接触，因此织物材质上应具备吸潮、透

气、亲肤、防螨等健康特性，床架等硬结构上应依

据家具的环保标准；（2）软硬适中的支撑，床垫等

支撑部位除了环保、透气等性能外，应从人体骨骼

肌肉健康角度出发，设计具有适度弹性的支撑，使

肌肉骨骼得到自然的调整和放松；（3）其他人机工

程学属性，如合适的尺度、符合使用行为要求的造

型设计，柔和的视觉感等。 

 作为有“智能”功能的床的设计原则：（1）将

“智能”融入原有生活方式，80 后人群虽然具有较

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性，但是延续习惯仍然是最易

被人接受的，智能床应从现代人需求出发，以不产

生负担，不过多改变已有的行为方式为准则，使“智

能”为人们带来轻松、健康和乐趣；（2）智能化功

能定义，针对不同人群的智能需求不尽相同，针对

80 后的智能床设计在功能上虽然相似，但是同样应

考虑个性特征差异，应将不同需求纳入每个功能模

块的设计；（3）操作方式的自然易用，功能的控制

和操作上应符合卧床操作特征，尺度和操作方式上

自然和方便，降低错误的可能，对错误操作纠正方

便；（4）移动端 APP 的易用性、社交性和隐私性。 

3.2  设计策略 

根据用户行为分析、需求分析和设计原则，可制

定相应的智能床设计策略[8—10]，主要归纳为：（1）柔

和的助眠和唤醒方式，通过灯光、声音等情境配合帮

助人更为容易地入眠，以及更自然人性化地唤醒；（2）

健康的睡眠监护，通过床垫内安置无痕传感器，探测

睡眠状态的心率、声音、动作等，并与移动 APP 连接，

反馈睡眠状态和健康提示；（3）情趣灯光[11]及音乐，

灯光与音乐的模式设置中，考虑不同个性需求、不同

情境的需求，营造不同氛围的环境；（4）按摩、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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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网络等功能需求，为床上放松和娱乐提供方便

的按摩形式、升降功能、投影、网络等；（5）便利的

储物存放，依据不同需求的储物特征，对储物位置、

隐蔽性、容量、形式、取放方式等的考虑；（6）特殊

照顾的需要，80 后正处于生育年龄，对孕妇、夜里照

顾孩子等需求可适当纳入考虑。 

4  案例介绍   

    依据设计原则和设计策略，进行智能床的方案

设计，主要具备可调节靠背、根据需求的收纳装置、

多种情境需求的灯光设计，按摩、生理指标监护的

床垫等功能，并设计了相应的移动端 APP 架构和界

面，智能床设计外观方案及 APP 见图 3。APP 具备按

摩设定、数据分析、统计分析和设置 4 大块内容。

根据睡眠产品属性，并出于夜间或晨起使用场景考

虑，APP 以具有幽暗宁静的蓝紫色为背景，选用柔

和的白色微软雅黑字体。  

 
a                             

  
                b                         c        

图 3  智能床设计外观方案及 APP 

Fig.3 The smart bed design and APP 

5  结语 

 智能床是信息网络技术给家居生活带来的又一新

的产品。在设计上既要延续传统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又要适当地引领智能睡眠的生活方式。作为设计师，

要设计贴合用户的产品功能和使用方式，应从用户行

为分析出发，系统地描述产品使用的整个过程，并分

析过程中的细节和接触点，在充分考虑用户体验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使新兴智能产品的交互方式及使用方

式顺应人的基本能力和需求。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面

向 80 后的智能床设计原则与设计策略，可以为相关产

品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启迪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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