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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行为为中心的实验室储药柜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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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以用户行为为中心应用于实验室储药柜的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现有储药柜的现状与诉求的分

析，发现其不符合可用性的缺陷，进而提出以用户行为为中心的实验室储药柜设计方法，进一步提出储药柜的

功能分区、智能化和情感化设计优化策略。结论 现有储药柜设计缺乏对用户的理解，从而造成了实验人员的诸

多负担；应用以用户行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将有效提高设计的宜人性以及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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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b Medical Cabinet Design Action Based on User Behavior 

LI Zhi-ying, HUA Hui-juan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design methods of f lab medical cabinet based on behavio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mand of medical cabinet, it points out their weakness in availability with putting forward the 

design method of lab medical cabinet based on user behavior. It proposes the functional divis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o-

tional design strategies of medical cabinet. The existing medical cabinet design i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r, which 

caused a lot of burden of experiment personnel. Design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user behavior as the center, will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design of agreeableness and researchers work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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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药柜是实验室内用于储藏少量药剂和实验器

材的橱柜，主要放置固体化学试剂和标准溶液。教学、

科研、医疗等常用储药柜可分为两种，一类是单纯保

管型储药柜；另一类是动力支持的过滤排放型或单纯

换气型储药柜[1]。单纯保管类是一般板式家具，分为

分门式和拉式，门式又分为移门和开门式两种。单纯

保管型试剂柜的改良设计已经开始关注人性化因素

简化分类及查找效率：拉式储药柜（见图 1a）有多

种规格的药品拉栏可供选择，护栏及限位装置有效防

止药剂倾倒或滑落；阶梯板式储药柜（见图 1b）采

用阶梯式置物板。此外，为满足处于实验室环境中工

作的安全需求，应用电气动力模块开发了排气型和净

气型储药柜。通常使用的排气型储药柜为负压排气，

需要铺设管道和连接大型抽风机，净气型储药柜一般

应用光催化、臭氧催化等空气净化技术[2]直接消除污

染源，无需铺设管道，需 24 小时开启。 

     
       a 拉式储药柜          b 阶梯板式储药柜  

图 1  改良的单纯保管型试剂柜 
Fig.1 Current different kinds of medicine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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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储药柜的设计诉求 

作为实验室中储存化学试剂的特种家具，与一般

家具设计相比有其特殊性：1）承重力及可靠性，储

存药品的试剂瓶一般为玻璃制，药品存储安全要求

高，储药柜须有较强的承重能力和牢固性[3]；2）抗

腐蚀性，实验室储药柜所储存大量具有腐蚀性的强酸

强碱，因此储药柜应使用抗酸碱腐蚀的材料或涂层保

护；3）安全环保性，大量挥发性化学试剂排入空气

中不仅污染环境、有害实验人员身体健康，另外在密

闭空间中试剂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失效，不利于科

研工作甚至会造成安全事故；4）良好的宜人性，从

事重复度高、危险系数高的科研工作需要科研人员长

期投入高度注意力，极容易产生生理和心理双重的疲

劳感，因此储药柜应具备良好的宜人性，尽量减轻科

研人员的负担和疲劳。 

2  以用户行为为中心的储藏柜设计的研究

方法 

作为实验设备的储药柜归根结底是通过与人的良

好配合实现其价值，因而在设计中更应充分实现其“人”

的属性。储药柜被用于储存危险品尤其特定的使用规

范，应用以用户行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能够使得用户更好

的适应产品，运用操作分析法、观察法等 ACD 的研究

方法，人因工效学、心理学的理论，不断完善产品设计。

整个设计过程包括系统的任务分析、单任务流分析、功

能分配设计以及用户测试，这 4 个阶段并不是线性分布

在时间轴上的，而是互相穿插进行的[4]。 

2.1  实验任务分析 

人性化的设计焦点来自用户的目标和环境，认知

/感知所产生的变量决定了结果的不同[5]，因而对于化

学品储药柜的用户行为分析不能单纯对与柜体本身

的交互动作进行切片分析，应通过科学实验全过程中

的用户行为对储药柜进行系统设计。科学实验的任务

流为：确定研究目标—查找文献—确定试验方法—准

备材料—实验操作，储药柜主要参与最后两项操作行

为，其目标是发现问题或验证观点，因而应当尽可能

将反复的分类查找以及安全保障行为分配给机械承

担以减少对人脑的消耗，从而更好的完成目标。 

2.2  实验室储药柜承担的任务分析 

现阶段储药柜设计已经开始注意人的因素，但是

没有将人置于核心位置因而造成的使用者的负担显

而易见。储药柜所承担的行为活动是药品供给，任务

是安全存储，节约空间，保证充分、快速供给，操作

序列为：分类—放置—查找—拿取，其中分类、查找

是核心操作环节。因而，满足安全及使用便捷成为设

计的要点，分类是查找的前提，一方面根据化学试剂

的固有性质保证安全，另一方面应根据使用者使用习

惯进行分类。 

2.3  设计方案迭代及评估 

考虑到实验室使用环境的特殊性，储药柜的可用

性和用户体验显得尤为重要，应在最初的用户研究及

产品设计方案迭代、测试的全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邀

请用户参与其中，以不断完善设计及用户体验。依据

任务分析及用户研究结果可制定设计策略，并根据设

计策略进行原形设计[6]。在每一阶段原型设计完成后

都应穿插进行可用性测试，参加评估的人员应当包括

不同经验年限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对设计的可靠性

及易用性进行综合评估[7]。 

3  设计优化策略 

3.1  提高储柜空间利用率 

1）物的尺度。药品分类管理是根据药品品种、

规格、剂型、适应征、剂量及给药途径的不同，对药

品储存和陈列等进行分类的管理[8]。一是储存安全尺

度，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根据化学试剂的性质和安

全存储要求，依据不同试剂性质必须严格满足其所需

保存条件，对于危害较大的试剂还须设计严格的领用

规则。二是存储空间尺度，依据试剂规格分类保存以

提高柜体空间利用率，对于大体量常规试剂给予大空

间以保证存量，同时为规格小于 30 ml 的用量较少的

药品分配便于展示的小空间。 

2）人的尺度。一方面是从柜体高度、宽度和深

度以及功能区间划分 4 个方面进行参数化设计。现有

储药柜使用中所体现出的不便多是由于没有依据人

体参数合理设计，依据人体工程学，人体双手动作关

联的水平工作面和垂直工作面都有正常尺寸和最大

尺寸，为保证储药柜储量，高度参数可大于正常尺寸

但应小于最大尺寸。为提高操作的舒适性，应在功能

区间划分时更充分的利用正常尺寸范围。另一方面是

个性化设计，由于不同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不同阶段所

需药品种类有差别，可以运用可活动式的空间以便更

好的满足个性化需求。 

3.2  智能化设计 

现有智能储药柜主要为存储有毒有害化学品设

计的净气型储药柜，智能化模块主要包括环境监控、

风机监控、VOC 浓度监测及报警系统。这一智能化

设计主要基于药品的安全保存，而没有涉及工作效率

的提高。拿取药品和检查药品本身是一件没有难度却

能够拖累效率的工作，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可以有效的

改善这一繁复而细致的工作为用户带来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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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设计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进行。1）辅助

快速查询，通过智能模块自动检测存储药剂种类，存

储状态及储量辅助科研人员快速查找及安全管理[9]。

2）操作提示，在实验中需要多种试剂，储药柜若能

够在使用者的实验准备过程中能够帮助使用者回顾

试验中所需全部药品对于使用者提高工作效率有很

大帮助。 

3.3  关注情感的设计风格 

科研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科研人员往往将

一天中大半时间投入在实验室当中，因此在设计中应

当关注用户偏好的风格，消除外观与体验上的冷漠感
[10]。1）追求自然、生活化设计风格。唐纳德·诺曼

在情感化设计研究中也总结提出了三个层次：本能、

行为和反思三个层次,本能层次作为研究的基础是情

感加工的出发点是人类本能的反应,人们对于产品外

在造型的视觉反应是人类出自本能的表现[11]。如果视

觉决定人类本能的思维水平,那么越接近生活产品越

容易被接受[12]。图 2 为 Labconco 公司为美国联合大

学进行的实验室整体设计，实验台储柜使用木质纹路

装饰的家居板材使得原本高冷的实验室具备了生活

化的特征，为科研人员营造了视觉上的舒适感。2）

高科技感的绿色设计风格。由于科技进步，现代实验

室家具完全可以消除传统板式家具冷漠刻板的形象，

而使用更为灵活自由的结构与外观设计，在这一方面

国外设计师早早走在了前列。科学实验为髙科技领域,

不仅要求掌握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创新的思维方式,

因此实验室需要融入前卫、时尚的元素来激发创新思

维。图 3 中，实验室中为所使用的水净化设备和自净

式通风柜设计都使用了具有高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反

光面板，这一设计与现代智能家居和智能穿戴设备的

风格具有一致性，另外运用了代表高技术的蓝色作为

智能显示界面的背景色，体现了高科技行业特征。 

 

图 2  美国联合大学实验室 
Fig.2 The laboratory of Union University Jackson, TN 

       
                    a 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                               b 密苏里公路巡警犯罪实验室 

图 3  高科技感的现代实验室家具 
Fig.3 Hi-tech modern laboratory furniture 

4  结语 

现阶段实验室相关产品大部分依然停留在工程

设计领域而缺乏对使用者的关注，由此带来的人的负

担极大，而近些年实验室中由于操作失误造成的经济

损失和人员伤害巨大。以用户行为为中心的化学品储

药柜再设计是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工作状态和环境的

关注，帮助科研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及工作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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