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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意象尺度图为依据探索重型卡车造型设计方法。方法 收集并筛选出典型样本与感性词

汇后，运用语义差异法获取重型卡车的感性意象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重型卡车意象尺度图，

提取感性因子；最后结合阶层类别分析明确重型卡车造型设计要素。结果 通过设计实践，验证了基于

意象尺度图的重型卡车造型设计方法的可行性。结论 运用感性工学方法对重型卡车造型展开意象研

究，明确其意象尺度分布特性，以辅助重型卡车的造型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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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methods of heavy truck based on image scale. After the col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typical samples and Kansei words,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he Kansei evaluation value of each sample. 

Then the image scale of heavy truck is established to extract the Kansei factors based 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

thod. Finally the design elements of heavy truck are determined, combined with the method of category classification. The fea-

sibility of the form design method of heavy truck based on image scale is verified by a case study of design practice. Research 

on form image of heavy truck is developed by using related methods of Kansei engineer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 scale can be known to assist the form design of heavy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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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卡车是重型货车和半挂牵引车的总称，涵盖

了货车、自卸车、公路清洁车等专用车辆及部分军用

越野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物流运输业的兴

起，重型卡车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现代重型卡车的

设计制造已经从先前的安全性和功能性，向机械科技

性、能源节约、人机工学、造型现代化等方向发展[1]，

造型设计的美学要求日益提高。感性工学[2]作为一种

应用工程技术手段，来探讨消费者感性与产品设计特

性间关系的理论与方法，为产品造型设计提供了更为

理性、客观的依据，可以用于辅助造型设计及设计决

策。重型卡车造型具有区别于普通乘用汽车的独特

性，运用感性工学方法对其展开研究，对推动我国重

型卡车造型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1  重型卡车造型意象研究方法 

1.1  语义差分法 

重型卡车造型的意象研究参照一般汽车造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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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研究方法，基于其造型特征的形态认知，以相关

描述词为载体实现语义认知[3]。语义差分法由美国学

者 Osgood[4]提出，该方法是感性意象研究的基础，

可以获得造型意象的定量数据[5]。语义差分量表的两

端是一对互为反义词的感性词汇，中间划分为 5 个

或 7 个评价等级，受测者借助语义差分量表将主观

感知转化为可以测定的客观数值。 

1.2  意象尺度法 

人们对造型的认知千差万别，意象亦是多维的。

意象尺度法可以对人们评价某一事物的层次心理量

进行测量、计算及分析，降低意象认知维度，并得

到意象尺度分布图，进而比较其分布规律[6]。意象尺

度借助统计、计算等科学方法，以语义差分法量化

数据为基础，常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通过

统计意义上的降维，明确尽可能少的意象维度描述，

同时又能反映整体意象倾向。 

1.3  阶层类别分析法 

阶层类别分析法[7]针对提取的产品感性意象，通

过层次推论的方法将其逐一转化、分级，在感性层

次与产品物理特性之间建立树状关系图，推论出可

以量化使用的或具有物理性质的设计要素，进而完

成方案设计。首先拟定该产品的 0 次感性概念，即

为目标意象，再将 0 次感性概念区分为若干次一级

概念，如此反复直至推论出产品的物理量。利用阶

层类别分析法可以找到与目标意象相契合的关键

点，挖掘新产品的设计概念。 

2  重型卡车造型意象尺度 

2.1  重型卡车造型感性意象评价 

2.1.1  样本收集与筛选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在国内销售的重型卡车

品牌共有 32 个，包括奔驰、沃尔沃等国际著名品牌，

其中一汽集团、东风集团、中国重汽等 9 个国产品牌

占有 90%以上的市场份额。通过卡车之家等专业卡车

网站对 200 多个重型卡车图片样本展开调研，发现同

一品牌同一级别的货车、半挂车及自卸车一般共用同

一款造型的车头。整理上述同款造型，剔除相似性较

高的样本，得到了 122 个重型卡车初始样本，并对样

本图片进行了去背景、去色等处理。采用问卷调查和

聚类分析的方法最终确定了的 14 个代表性样本，代表

性样本见图 1（图片摘自卡车之家）。 

 

图 1 代表性样本 

Fig.1 Representative samples 

2.1.2  感性词汇收集与提炼 

利用网站、杂志、广告等多种途径，收集适合

描述重型卡车造型意象的感性词汇，共计 118 个。通

过对 22 个受测者进行问卷调查，将感性词汇缩减为

34 个。借助 Likert 量表，采用比对评分法和二分分

类法[8]，完成感性词汇分类和相似度评分，得到 34×34

的相似系数矩阵。将数据导入 SPSS 19.0 运用 WARD

法进行聚类分析，依据聚类分析树状图确定 7 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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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每组选取能够体现词组特征的若干典型词汇，

去除负面词汇，得到评价重型卡车造型意象的 10 个感

性词汇，即协调的、流畅的、力量的、大气的、简洁

的、动感的、个性的、稳重的、饱满的和激情的，将

它们与反义词配对组成感性词汇对。 

2.1.3  感性意象评价 

结合筛选过的典型样本与提炼过的感性词汇，

可以减少冗余信息的干扰，完成产品感性意象评价
[9]。运用语义差分法将 10 对感性词汇与 14 个重型卡

车样本，建立-3～+3 七级语义量表，形成感性意象

调查问卷。借助网络平台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

卷 33 份，其中男性被试 19 人，女性被试 14 人，均

为具有造型设计经验的设计人员。统计问卷结果，

得到代表性样本的感性评价均值，见表 1。 

表 1  感性评价均值 
Tab.1 Average value of kansei evaluation 

感性词汇 样本 1 样本 2 样本 3 … 样本 12 样本 13 样本 14 

不协调的—协调的 1.24 -0.24 -0.52 … -1.03 -0.15 0.03 

生硬的—流畅的 0.06 -0.52 0.36 … -0.27 -0.36 -0.12 

柔弱的—力量的 1.94 1.24 0.73 … -0.45 1.06 1.03 

小气的—大气的 2.12 0.39 0.30 … -1.12 0.79 0.70 

复杂的—简洁的 0.24 -0.73 0.73 … 0.48 0.09 0.30 

宁静的—动感的 0.58 -0.30 0.42 … -0.03 0.09 0.70 

普通的—个性的 0.55 -1.24 0.45 … -0.30 -0.27 0.45 

轻巧的—稳重的 1.67 1.12 0.58 … -0.52 0.94 0.61 

不饱满的—饱满的 1.58 0.36 0.91 … 0.24 0.24 0.45 

平淡的—激情的 0.64 -0.97 -0.06 … -0.85 -0.45 0.09 

 

2.2  重型卡车造型的意象尺度图 

主成分分析法，是将多个变量转化为少数综合

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1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可

以全面、系统地分析重型卡车感性意象的整体倾向。

将上述数据导入 SPSS 19.0 进行主成分分析[11]，设定

10 对感性词汇为变量，依据主成分抽取方法抽取特

征值大于 1 的变量，构建意象尺度图。 

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一个维度

可以解释重型卡车造型分布 53.999%的特征，在二维 

表 2 主成分分析 
Tab.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5.400 53.999 53.999 

2 2.018 20.181 74.180 

3 1.520 15.200 89.380 

4 0.390 3.896 93.276 

5 0.260 2.599 95.875 

6 0.243 2.429 98.304 

7 0.108 1.078 99.382 

8 0.031 0.313 99.694 

9 0.024 0.235 99.930 

10 0.007 0.070 100.000 

平面上可以解释重型卡车造型分布 74.180%的特征，

在三维空间上可以解释重型卡车造型分布 89.380%

的特征。从心理学角度而言，89.380%的特征值分布

可以充分地解释整个分布的大部分特征，能比较直

观地呈现重型卡车造型分布规律。经过计算机计算，

可得到每个典型样本的主成分数据，见表 3。 

表 3  典型样本的主成分数据 
Tab.3 Principal component data of representative samples 

样本编号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主成分 3 

1 4.43 -0.18 0.11 

2 -2.56 -2.53 1.38 

3 0.13 2.55 -0.40 

4 1.81 0.24 0.00 

5 -0.46 -1.10 0.03 

6 -0.40 -0.17 -2.29 

7 1.83 1.82 2.95 

8 3.02 -0.94 -0.93 

9 -1.70 -1.00 0.34 

10 0.27 -0.70 -0.59 

11 -0.64 -0.37 0.65 

12 -4.74 2.19 -0.29 

13 -1.20 -0.67 0.31 

14 0.20 0.87 -1.28 

 
 根据上述数据，分别将重型卡车的 14 个样本图 



14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12 月 

 

片置入相应位置，并分别按二维坐标轴展开，即可 得到重型卡车造型的意象尺度分布，见图 2。 

 

图 2  意象尺度分布 

Fig.2 Image scale distribution 

通过分析发现，重型卡车造型风格意象的分布是有

规律的。可以采用“小气的—大气的”、“普通的—个

性的”和“复杂的—简洁的”这 3 组形容词因子，来概

括整体样本的意象尺度分布特性，分别体现了如下

造型风格特征。（1）小气的—大气的：小气多体现

为缺乏整体感，形态拘谨，各造型元素零散分布，

格栅较窄；大气则体现为各造型元素间相互呼应，

格栅较宽。（2）普通的—个性的：普通多以直线为

主，各造型元素外轮廓接近矩形，难以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个性则突破常规比例、造型，格栅外轮廓

以梯形、三角形居多，视觉冲击力强。（3）复杂的

—简洁的：复杂多为各造型元素形式多样，变化大，

相互之间缺少联系；简洁则为形式单纯，少装饰，

具有较强的整体感。 

3  重型卡车造型创新设计  

3.1  重型卡车意象阶层类别分析 

由图 2 可以发现，重型卡车想要形成特有的产品风 

格，增强品牌识别度，必须具有大气、个性以及简

洁的造型意象。结合上述分析，利用阶层类别分析

法将重型卡车造型的感性意象逐一分解，明确感性

意象、设计特征、设计要素之间的关系，寻找创新

设计的切入点。阶层类别分析结果见图 3，重型卡车

造型感性意象经过分阶细化丰富了内涵，具体感性

意象与设计要素的物理属性间建立了对应关系。重

型卡车造型设计要素可以分为格栅、车灯、车顶、

后视镜、保险杠 5 个部分，对应的设计特征 

描述能够明确后续设计实践方向。 

3.2  重型卡车造型设计实践 

重型卡车的前脸造型通过格栅、车灯、车顶、

后视镜、保险杠以及引擎盖等功能区的设计，形成

相互关联或独立的特征线、特征面，在此基础上完

善细节设计，完成设计实践。设计方案依据大气、

个性、简洁的感性意象定位，选取老虎的形象为设

计原点。依据老虎的形态特点，见图 4a，简化、提

炼出汽车前脸特征，重型卡车设计方案见图 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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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阶层类别分析 

Fig.3 Category classification 

 

                 a                              b                                        c 

图 4  重型卡车设计方案 

Fig.4 Heavy truck design 

宽大的进气格栅在前脸占据较大面积，新的比例关

系具有较强的识别性，同时与虎啸的形态相呼应；

狭长的大灯、曲线形的雾灯配合 LED 光源，突显造

型的独特性；保险杠向两侧突出，具有良好的包裹

性，型面转折明显；运用直线条处理车顶及后视镜

造型，充满力量感。整个方案的格栅、前大灯、保

险杠等造型要素互相呼应，车身线条流畅平直，前

脸大气整体感强，简洁中不失个性，符合意象定位。 

4  结语 

产品感性意象能够反映消费者的心理感受，设

计师可以通过研究感性意象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

完成产品意象造型设计。以重型卡车造型为研究对

象，采用语义差分法获取感性意象评价，通过主成

分分析建立意象尺度分布图，运用阶层类别分析法

梳理感性意象与设计要素的关系，指导新方案造型

设计。基于感性工学研究方法开展重型卡车造型设

计，对于明确此类产品意象认知模式，进而辅助方

案创新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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