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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网页图版率的研究，来提高网页的用户体验，为网站开发人员提供以用户体验为中

心的理论指导。方法 对不同图版率的网页进行用户体验测试，运用生理电技术，测量其心电、皮电，

并结合 SAM 情绪反应量表打分，通过运用主观、客观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用户对不同图版率网页的

用户体验。结论 在网页设计中，要尽量避免纯图片或纯文字的情况，并且相对而言，网页图版率越高，

用户体验会越好。当图版率在 20%～90%时，网页的用户体验较好；当图版率在 60%～80%时，网页

的用户体验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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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user-centered guidance for website developers by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rate of picture on the user experience. The final aim is to improve the website user experience. Use the user test method, physio-

logical power technology, electrodermal activity(EDA), electrocardiogram(ECG), assistant with SAM emotional reaction scale. 

Explore the change of user experience using the methods which combin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pects.  In the web design, 

web designers should avoid pure image or pure text situation. A higher rate of picture on a webpage tends to lead to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When the rate of picture is between 20% and 90%, users tend to have a better experience, and the experience reaches 

a peak at the rate of picture is between 60% and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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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使用互联

网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网站的使用体验。用户满

意度和用户忠诚度是网页用户体验的决定因素，用

户体验的好坏成为评价一个网页的重要标准[1]。 

对于有关网页用户体验的研究，国外一般从界

面、情感、信息架构及交互设计角度对影响网页用

户体验的因素进行整体探索，而国内大多数是针对

网站的具体类型开展纵深研究，虽然在理论研究与

实践探索上都获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对于影响网页

用户体验的单个因素探讨得较少。这里选取了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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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率作为研究对象。影响网页用户体验的因素有

很多，用户体验的好坏不仅与图版率有关，还与网

页内容有直接关系，但网页内容的种类过多，这里

仅考虑单一变量“图版率”对网页用户体验的影响。 

1  基于生理电技术的用户体验研究 

用户体验的测量包括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主

观评价通常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同时主观报告可能

涉及多个心理过程，受客观环境、用户当时的情绪

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准确[2]。根据费尔

和罗塞尔 1984 年的大规模调查：人的情绪与体验是

相对应的关系，几乎所有被试者都把情绪定义为他

们的感受或体验，这些体验使用户以某种方式行动，

会伴随相应的生理反应。生理反应能体现人的情绪

变化，从情绪的变化中反应用户的体验[3]，因此，在

用户体验的研究中，生理电技术的发展能真实、客

观的展现用户的生理状态，从而反应用户的心理状

态，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网页设计中的用户体验是指用户在访问网站界

面、功能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心理感受[4]。用户体验

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用户满意度，网页的人机交互

和良好的用户体验逐步变成关注的焦点。网页是通

过它的界面与用户进行沟通的，界面的主要影响因

素是文字和图片，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合理搭配创造

一个视觉布局，从而能够很自然地引导用户观察网

页[5]。文字和图片是组成网页的重要因素，图片所占

整个网页面积与整体页面的之间比率的就是图版

率，简单说来，图版率就是页面中图片面积的所占

比[6]。图版率定义见图 1，红色部分占整个网页的面 

 

图 1  图版率定义 

Fig.1 The definition of web picture rate 

积比率就是该网页的图版率。图片往往以其直观、

感性、生动、真实赢得用户的好感，用户对于图片

的好感始终大于文字，如果图片处于网页视觉的主

要位置，能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提升用户体验[7]。可

以说，图文的搭配直接影响到网页的整体视觉效果

和内容的易读性，图版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网页的

用户体验。 

2  基于生理电技术的网页图版率研究方案 

在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

指标有心率、皮肤电反应、指端脉搏容积、血压等。

根据 James-Lange 的情绪理论，情绪是对刺激引起的

外周生理变化感知的结果，每种情绪体验都伴随着

生理指标的变化[8]。经证明，生理指标能够有效反应

用户情绪的变化。这里使用的生理指标是心电和皮

电，皮电是心理学领域使用得最广泛的生理指标，

心电是外周生理指标的典型代表[9]。在人机交互领域

中，这两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反应用户体验过程中用户

的情绪体验，表现出比较稳定的结果[10]。通过实验中

生理仪自动记录的被试情绪体验产生的心率、皮肤电

自主生理反应的变化情况来判定用户的情绪。 

在网页设计中，图版率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整个

网页的用户体验。《设计的法则》中就提到要用图像

优势效应，来提高对关键信息的认知和记忆，用图

像和文字的结合来对关键信息进行强化，从而获得

最佳效果[11]，因此在网页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图版率

这一因素。 

在这里，基于生理电技术，针对网页图版率进

行了用户体验测试，运用生理电技术，测量其心电、

皮电，并结合 SAM 情绪反应量表打分，通过运用主

观、客观相结合的方法，来反映用户对不同图版率

网页的用户体验，网页图版率研究流程见图 2。 

 

图 2  网页图版率研究流程 

Fig.2 Web picture rate stud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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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生理电的网页图版率测试实验 

3.1  生理设备及数据采集 

本实验主要测量被试的心电和皮电这两个生理

数据，通过 MindWare 多导生理记录仪进行信号的采

集、转换、放大和存储。将皮肤电反应的双电极分

别连接在被试左手掌上，放大器增益设置为 5，高通

滤波器设置为 DC，低通滤波器设置为 1 Hz，采样率

为 250 Hz，皮肤电反应的单位为微姆欧。心率通过

心电信号(R–波)计算得到，采用标准 I 导联方法，将

双电极、地线分别连接在被试的身上，放大器增益

设置为 1000，高通滤波器设置为 0.5 Hz，低通滤波

器设置为 35 Hz，采样率为 500 Hz，其单位为次/分

钟。 

3.2  SAM 情绪反应量表 

本实验采用 Bradley 和 Lang (1994)的 SAM 情绪

反应量表[12]，又称九点情绪评分小人图，SAM 情绪

反应量表见图 3。SAM 情绪反应量表是一种非口语

报告的形式，对呈现的图片刺激进行愉悦、唤醒和

控制感的评价方式，每一个维度都有 9 级评分，分

别从 1～9 分进行等级排列，最左边是 9 分，最右边

是 1 分，分数越髙说明情绪价效维度的得分越高。

因为本实验主要测试网页用户体验的好坏，愉悦度

表示个体情感状态的正负特性，所以本实验主要运

用 SAM 情绪反应量表的愉悦度这一个评级进行评

分。 

 

图 3  SAM 情绪反应量表 

Fig.3 SAM emotional reaction scale 

3.3  素材 

本实验选择了不同图版率的网页进行测试，为

了探究图版率的变化引起用户体验的变化情况，因

此选择的实验素材的图版率间隔为 10%，分别为图

版率为 0，10%，20%，30%，40%，50%，60%，70%，

80%，90%，100%的 11 个网页素材。根据亚马逊旗

下一家专门发布网站世界排名的网站 Alexa 提供的

中国浏览量访问量排行，选取了浏览量排名前 20 的

不同类型的网站，进行了网页图版率重构分析，最

终选出了 11 个网页，并且将这些网页材料用 axure

进行编辑，最终制作成实验网页素材。  

3.4  被试 

被试共 30 人，15 名男性，15 名女性，年龄在

18～50 岁，平均年龄在 23 岁，他们平时都有浏览网

页的习惯，对不同类型的网站很了解。 

3.5  过程 

被试进入实验室后，首先简要了解实验内容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实验人员将生理记录设备连接

在被试身上的相应部位，安排被试坐在距实验电脑

前 80 cm 的座椅上，要求连接生理设备的部位尽量保

持不动。 

正式实验由 11 段静息与 11 段网页浏览体验组

成，其中每段静息时间约 2 min，每段网页浏览体验

时间约 2 min。在浏览每个网页前都有一次静息，作

为被试情绪、生理活动的基线测试，以消除前一段

浏览体验对被试下一段浏览体验和感受的影响。 

实验中，记录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生理活

动，并在浏览每个网页结束后，要求被试对其浏览

的网页进行 SAM 情绪反应量表打分，并进行主观情

绪感受自评。 

3.6  结果分析 

研究发现，心率的升高既可以代表愉悦，也可

以说明用户正在浏览设计糟糕的网页[13]，说明心率

的升高或降低都代表情绪的变化。在皮电方面，有

研究发现在浏览设计良好的网站时，被试的皮肤电

导水平逐渐降低，反映出一种放松的状态；相反在

浏览设计得不好的网站时，皮肤电导水平在前面一

段时间持续升高[14]，因此当用户的皮电水平逐渐下

降时，代表网页的用户体验趋好，当用户的皮电水

平先升高后趋于平缓或降低时，代表网页的用户体

验不好。 

实验中，主要测试了被试的心率和皮肤电反应，

心率走势见图 4，对每个被试的心率以 10S 为一个节

点进行统计，并求出了 30 个人平均值，从图 4 中可

以直观地看出被试的心率在浏览网页时和静息时相

比，有明显变化，说明用户在浏览网页期间发生了

情绪变化。皮肤电反应走势见图 5，对每个被试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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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电反应以 10 s 为一个节点进行统计，并求出了 30

个人平均值，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被试在浏览着

图版率为 0，10%，100%的网页时，皮肤电反应的值

先升高后降低，说明此时用户体验很差，当图版率

为 20%～90%时，皮肤电反应的值整体走向是逐步下

降的，说明这此时用户体验较好。 

 

图 4  心率走势 

Fig.4 Heart rate charts 

 

图 5  皮肤电反应走势 

Fig.5 Galvanie skin response charts 

SAM 情绪反应量表打分的平均值见表 1，对 30

名被试的 SAM 情绪反应量表的结果求平均值，通过

数值可以看出，被试对图版率高的网页比对图版率

低的网页评分高，说明图版率高的网页比图版率低

的网页用户体验要好；当图版率为 0 和 100%时，评

分较低，说明纯文字和纯图片的网页用户体验是很

差的；当网页图版率在 20%～90%时，评分超过了 5

分，说明用户体验较好；当网页图版率在 60%～80%

时，分数超过 8 分，说明当网页图版率在 60%～80%

时，网页的用户体验最佳。量表打分的结果进一步

验证了生理数据得出的结果。 

3.7  小结 

实验结果表明，在网页设计中，要尽量避免纯

图片或纯文字的情况，并且相对而言，网页图版率

越高，用户体验会越好。当图版率在 20%～90%时，

网页的用户体验较好；当图版率在 60%～80%时，网

页的用户体验最佳。 

表 1  SAM 情绪反应量表打分的平均值 
Tab.1 The average of the SAM emotional reaction scales 

图版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平均分 1.63 3.26 5.56 6.36 7.22 7.92 8.45 8.66 8.83 7.23 4.25

4  案例分析 

基于以上图版率的研究结果，对课题组自主开

发的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人机工程与交互体验实

验室网站进行了迭代更新，通过提高网站的图版率，

从而优化了网站的用户体验。 

在网站首页，“热点新闻”这一栏目是要重点突出

的版块，处于视觉中心的位置，但在 1.0 版本中，这

个版块全是由文字表示，图版率很低，显得很不起

眼，因此在迭代更新中，主要对这一板块进行了调

整。通过运用页面相近灰色调的重复来组织页面结

构，人机工程与交互体验实验室网站迭代更新见图

6，如标红所示，2.0 版本中，采用和图片相同大小

的色块，保持界面的统一性与简洁性，而且这样的

排版会为用户营造一种视错觉，使用户觉得有底色

的方框整体似乎是一张图片，改变从而优化页面所

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通过提高图版率，达到优化

网站的用户体验的目的。 

 

图 6  人机工程与交互体验实验室网站迭代更新 

Fig.6 Iterative update of human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inter-
active experience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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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基于生理电技术，运用主观、客观相结合的方

法，针对网页图版率进行了实验分析，探索了网页

图版率对用户体验的影响，并在实际案例中进行了

应用。在网页设计中，要尽量避免纯图片或纯文字

的情况，并且相对而言，网页图版率越高，用户体

验会越好；当图版率在 20%～90%时，网页的用户体

验较好；当图版率在 60%～80%时，网页的用户体验

最佳。这里获得的结论可为网站开发人员提供以用

户体验为中心的网页设计理论指导，对网页设计的

研究有重要意义。这里从技术角度分析了网页图版

率对用户体验的影响，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对于

网页用户体验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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