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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RIZ 与 Kano 模型的智能手表创新设计 

陈国强，史慧君，张芳兰 
（燕山大学，秦皇岛 066004） 

摘要：目的 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需求创新。方法 将 TRIZ 理论的 8 个技术进化模式和 Kano

模型需求划分相结合，针对现有产品的需求创新概念产生流程。结果 以智能手表设计为例，分析智能

手表的需求进化方向，得出智能手表的潜在用户需求，形成一款具有以社交属性为主的智能手表概念。

结论 产品需求创新概念产生流程可以满足在现有产品基础上进行需求创新的目的，为公司或企业提供

一定的方法依据。 

关键词：TRIZ；技术进化模式；Kano 模型；智能手表；创新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16-0083-04 

Smart Watch Design Based on Needs AnalysisSmart Watches' Innovative Design Based on 

TRIZ and Kano Model 

CHEN Guo-qiang, SHI Hui-jun, ZHANG Fang-la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Innovating product’s ne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products is one of the most convenient ways for the company 

or enterprise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By combining eight technology-evolving models of TRIZ theory with dividing of Kano 

model's need, form a needs processes for existing product’s innovative concepts. Result Taking smart watches as a design exam-

ple, analyzing the demand evolution of smart watches to draw potential user needs, the concept of a smart social watch is formed. 

The process of innovative concepts for product’s demand can meet innovation for the existing products, and also be taken as a 

certain method for the company or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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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可分为模糊前端、新产品开发和商品

化 3 个阶段[1]，其中模糊前端是 为重要的阶段，

TRIZ 创新理论以需求进化定律为手段来解决模糊前

端问题。这里结合 8 个技术进化模式和 Kano 模型，

形成了在现有产品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模型，并以智

能手表为例进行了验证。 

1  TRIZ 系统的进化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 TRIZ 专家们将 Alt-shuller

的 4 个产品进化阶段及 8 条定律发展成为技术系统

进化的 8 种模式见表 1。 

2  Kano 模型 

Kano 模型见图 1，它是日本东京理工大学教

授 Noriaki Kano 于 1982 年在第 12 届日本质量管

理大会上公布的[2—3]。Kano 模型将用户的需求划

分为 3 个层次：基本需求、期望需求、兴奋需求。

基本需求属于本应具备的需求品质，是产品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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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的功能，若其缺失会导致用户满意度降低，

若其增加对产品不会带来更好或者更坏的影响；

期望需求属于一元需求品质，是用户要求产品提

供的功能，如果此类需求得到满足，则相应的用

户满意度将会提升，若其缺失会导致用户满意度

降低；兴奋需求属于魅力需求品质，一旦被满足

定会给用户带来惊喜，倘若缺失也不会对产品造

成负面影响。 

表 1  技术系统进化的 8 种模式 
Tab.1 Technical phylogenetic 8 modes 

技术进化模式 具体表述 

1 进化阶段模式 
经历出生、成长、成熟、退出 4 个过

程。 

2 增加理想化模式 
增加系统有用效应，降低系统有害效

应。 

3 系统非均衡发展

模式 

完美或快速进化的子系统与不理想

或较慢进化的子系统间产生冲突，及

时发现并改进不理想的子系统，将提

升整个系统的进化阶段。 

4 增加动态性及可

控性 

技术系统的进化应该朝着结构柔性、

可移动性、可控性增加的方向发展。

5 技术集成进化模

式 

通过集成以增加系统功能效益，然后

再逐渐简化系统。 

6 系统元件的匹配

与不匹配进化模式 

系统的协调化进化，子系统的匹配与

不匹配交替出现，以改善性能或补偿

不理想的作用。 

7 向微观进化模式 

系统趋于从宏观向微观级、高效场

（如加热场、磁场、电场、化学场和

生物场等复合场）、增加场效率、系

统分割的路径进化。 

8 增加自动化模式 
系统减少机械的、重复的人工介入，

向自动化方向进化。 

 

图 1  Kano 模型 

Fig.1 Kano model 

3  基于需求分析的产品创新概念产生流程 

一般而言，需求预测的基本方法思路是选择原

型产品，针对原型产品的缺点按照需求进化规律逐

条分析，将分析结果分类并采用质量屋或需求树深

入分析，进而确定新的产品需求。针对原型产品的

缺点或问题进行的需求分析，容易产生需要相关新

技术支撑的产品，产品设计创新也较超前。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企业往往希望能够在满足现有相关条

件下消耗 少成本获取 大利益，产品创新应尽可

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然而，Kano 模型是基于现有产

品的研究，企业或公司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取能够产生

利润的创新，那么从企业或公司现有产品入手是 佳

选择。现有产品存在优点和缺点，也同样满足用户对

产品的现有需求和潜在需求。结合 TRIZ 技术进化模式

和 Kano 模型，提出的针对现有产品需求创新产生流程

见图 2。 

 

图 2  现有产品需求创新产生流程 

Fig.2 The existing product demand innovation process  

产生现有产品需求创新的步骤可分如下 5 步：（1）

选取原型产品，并对所选取的产品进行用户需求原始

描述，针对企业或公司正在销售的产品，经过筛选有

相关技术支撑的产品作为产品创新原型，挖掘用户的

原始需求；（2）依据功能类型整合用户需求原始描述

和产品需求划分，抽离出主要功能点，对用户提出的

需求重新进行整合；（3）根据 Kano 模型预测需求进化

方向；（4）选择技术系统进化模式探索满足新需求的

功能模式，依据行业发展的相关数据以及 Kano 对于功

能的预期，从产品各类需求中选取 有发展前景的需

求，进行产品开发；（5）开发新产品，在产品需求确

定之后展开各种产品开发事项。 

4  产品需求创新应用 

手表作为 贴身的佩戴物品，不仅可以便捷地

完成人机的信息交互，而且可以成为个人所有智能

设备的远程遥控和接受中心[4—6]。目前，智能手表尚

处于产品成长期，具有较大的设计创新空间。 

选择原型产品，获取产品用户需求原始描述 

依据功能类型整合用户需求原始描述

根据 Kano 模型预测需求进化方向

选择技术系统进化模式探索满足新需求的功能模式

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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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获取用户需求原始描述 

    通过文献、问卷调查、专家访谈 3 种数据信息

来源获得的用户对智能手表的 35 项用户需求原始描

述见表 2。 

表 2  用户需求原始描述 
Tab.2 The user needs the original description 

              用户需求原始描述 

1. 显示时间 

2. 信息提醒 

3. 备忘录 

4. 闹钟 

5. 计划约会 

6. 日程提醒 

7. 了解天气状况 

8. 接打电话 

9. 读取信息 

10.日历 

11. 地图导航 

12. 邮件 

13. 晃动手腕启动某项功能 

14. 语音控制 

15. 同步管理个人信息 

16. 播放音乐 

17. 游戏 

18. 摄像、摄影 

19. 收集运动数据 

20. 检测心率 

21. 提醒喝水、补充营养 

22. 对智能家居的控制 

23. 媒体订阅 

24. 添加附近的人 

25. GPS 定位 

26. 长时间未运动报警提醒 

27. 睡眠分析 

28. 感应握手添加好友 

29. 检测周边环境的空气质量

30. NFC 支付 

31. 自我管理 

32. 传输名片 

33. 发送表情 

34. 蓝牙技术 

35. 红外技术 

 

4.2  依据功能类型整合用户需求原始描述 

对于智能手表这种以功能为主导的产品，工业

设计师依据功能类型对用户需求原始描述进行系统

整合与分类。用相连的编号代表相近或相似的用户

需求编号，通过分类与归纳确立智能手表的 8 大功

能型细分见表 3。 

表 3 功能型细分 
Tab.3 Functional subdivision 

功能型细分 

①显示基本信息（时间、日历、闹钟） 

②社交 

③健康检测 

1-4-10 

8-9-12-14-24-28-32-33

19-20-21-26-27 

④自我管理 2-3-5-6-15-31 

⑤获取资讯 7-11-23-25-29 

⑥娱乐 16-17-18 

⑦识别 

⑧体感交互对智能家居控制 

13-14-30-34-35 

13-22 

4.3  根据 Kano 模型预测需求进化方向 

在问卷调查中，通过数据分析与解读，获取用

户对于产品/服务具备某项功能时的评价与优先级顺

序，提取和通过用户需求进化分析得到的 8 大功能

细分按照 Kano 需求模型划分定义见图 3。 

 

图 3   Kano 需求模型 

Fig.3 Kano demand model 

（1）基本功能：时间显示、闹钟，日期显示；（2）

期望功能：社交功能如电话、短信、邮件、以及对第

三方社交 APP 的支持及相应的辅助功能，健康功能

如记步、心率、血压、健康提醒等，自我管理如信息

提醒、备忘录、同步管理等；获取资讯如天气、新闻、

地图导航等，娱乐功能如游戏、图片、摄像等，其中

期望功能中的主要功能是社交功能与健康监测功能，

次要功能是自我管理、获取资讯和娱乐功能；（3）兴

奋功能是识别与体感交互对智能家居的控制。 

根据 Kano 模型预测需求进化方向，在智能手表

期望功能层面总结出社交、健康检测、日程管理；

在智能手表兴奋功能层面总结出运用体感交互技术

形成智能家居生态圈作为产品的兴奋功能是未来智

能手表的发展方向；识别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支持，

存在于社交功能与体感交互功能之中。 

4.4  选择技术系统进化模式探索满足新需求的功能 

     模式 

根据 Kano 模型对于需求的预测可归纳出 4 大功

能，即社交、健康、日程管理和智能生态圈。依据

技术系统进化模式，寻找创新设计新方向。在社交

功能上，依据进化模式的动态性及可控性，让功能

的可控性向增加的方向发展，引入 NFC、GPS 和语

音识别这 3 项技术，NFC 技术可帮助用户在社交上

更方便地添加好友；GPS 技术有助于用户在社交场

景中定位，搜索到附近的人；语音识别技术方便用

户在社交功能上更好地进行信息交流与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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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进化模式的集成进化模式，通过集成来增

加系统功能效益，在健康监测功能上，集成加入硬

件加速传感器，通过移动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的变

化，从而记录人带着设备的变动情况，达到对人体

睡眠质量、运动情况乃至当前身体状态的分析与判

断，从而提出合理的建议。 

依据进化模式的自动化模式，系统减少机械的、

重复的人工介入，向自动化方向进行。在面对日程

管理这一功能时，将之前设定好的事项在预定好的

时间段向用户推送提醒消息，在录入信息时采用自

动化的模式，例如语音录入，反馈时采取声音与震

动这 2 种方式。 

在运用体感交互技术形成的智能家居交互生态

圈功能上，依据进化模式的自动化模式，减少机械

的、重复的人工介入，向自动化方向进化，通过体

感操控实现对家庭中家用电器如电视的切换节目和

对声音等功能的操控。 

4.5  智能手表创新概念的产生 

为使智能手表有目的性的满足用户需求，将社交

功能、健康监测、日程管理与体感交互对智能家居的

控制功能融入手表的功能需求设计中，这里结合工业

设计产品设计的相关方法和技能，设计出了一款具有

在社交上能将通讯功能缩小到交友层面的、在健康监

测上能检测反馈运动和睡眠质量的、在日程管理上能

提醒预设事件的、在体感交互对智能家居控制时能摇

动手臂来切换电视节目的智能手表见图 4。 

 

图 4  智能手表 

Fig.4 Smart watch 

5  结语 

产品需求创新产生流程针对的是现有产品，通

过将现有产品自身携带的潜在用户需求转换为显性

需求，达到发掘出产品创新性功能的目的。利用 TRIZ

技术系统的 8 种进化模式和 Kano 模型相结合，从新

的思考维度去对产品设计进行思索。在智能手表的

创新设计中，准确且迅速地捕获产品的创新概念，

高效地获取用户的真正需求与产品创新方向，利用

TRIZ 进化模式与 Kano 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为未来产

品创新设计提供新的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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