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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QFD 与 TRIZ 的陕西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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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当前陕西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在创新设计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集 QFD 和 TRIZ 于一体

的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理论模型。方法 通过使用 QFD 质量屋分析游客的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唐

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制造技术要求，然后应用 TRIZ 创新理论的相关通用工程参数，描述游客需求和旅游

纪念品技术要求之间的技术冲突。结论 通过矛盾矩阵和发明原理对旅游纪念品的安全性、趣味性、实

用性和便携性问题，提出冲突解决方案，并将发明原理演绎与具体化，进而完成旅游纪念品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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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Design of Tang Culture Tourism in Shaanxi Based on QFD and T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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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deficiency of innovation design of Tang culture souvenirs in Shaanxi, it proposes innova-

tion design theoretical model for Tang culture souvenirs integrated by QFD and TRIZ. It analyzes tourist demand by using 

QFD quality house, converts it into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requirement of Tang culture souvenirs, then applies rele-

vant universal engineering parameter of TRIZ innovation theory to describe the demand of tourists and the technical con-

flict between souvenirs technology. Through applying conflict matrix and invention principle, it proposes the solution 

about safety, interest, practicability and portability of souvenirs, deduces and embodies the invention principle, and then 

completes innovation design of souve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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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大力发展唐文化旅游产业，先后建

立了反映盛唐风貌的大唐芙蓉园、大唐西市景区、专

题博物馆等唐代历史文化旅游产品体系。然而，与唐

文化旅游业的兴盛相反的是，具有唐代历史文化特色

的旅游纪念品却稀少匮乏，不能满足国内外游客日益

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为了提高陕西唐文化旅游纪念品

的创新设计水平，本文将 QFD 和 TRIZ 集成进行唐

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创新设计研究。以游客需求为起点

切入，分析游客需求，并运用 QFD 质量屋的矩阵图

表将其转化为旅游纪念品的技术需求。通过挖掘旅游

纪念品不同技术要求间的矛盾冲突，确定研发需解决

的重点问题， 后运用 TRIZ 理论的 39 个工程参数

和 40 条发明原理描述和解决技术冲突，来提高唐文

化旅游纪念品的创新设计质量。 

1  基于 QFD 和 TRIZ 的唐文化旅游纪念品

创新设计理论 

QFD 是一种以满足用户需要为设计目标的质量

功能展开理论[1]。应用 QFD 质量屋，可将游客需求

有效地转化为旅游纪念品的功能技术要求 [2—4]。然

而，QFD 能确定为满足游客需求要“做什么”，却不能

解决“如何做”，无法提供相关创新工具和思路 [5]。

TRIZ 作为强大的创新工具，恰好能解决“如何做”的

问题[6]。TRIZ 应用矛盾冲突矩阵、分离原理、发明

原理为创新提供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创新工具、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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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和方法，可以解决矛盾冲突，实现发明创新[7—9]。

集成 QFD 与 TRIZ 的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理

论的整体思路是：制作 QFD 质量屋，在游客需求与

相应的纪念品技术要求之间建立关联，获取唐文化旅

游纪念品发明创新的矛盾矩阵，再根据矛盾的差异，

应用 TRIZ 所提供的问题解决模型和发明原理综合解

决，进而形成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创新设计方案。基

于 QFD 和 TRIZ 的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理论

模型见图 1。 

 

图 1  基于 QFD 和 TRIZ 的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理

论模型 
Fig.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novation design of Tang 

cultural tourism souvenirs based on QFD and TRIZ 

2  基于 QFD 和 TRIZ 的唐文化旅游纪念品

创新设计理论验证及分析 

2.1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功能定义阶段 

对陕西 7 个与唐代历史相关的景区进行调研，获

得 268 份调查问卷。统计获得 8 个典型的游客需求指

标，即历史性、实用性、趣味性、便携性、艺术性、

工艺性、时代性和经济性。采用 1－7 级对游客需求

的重要程度进行评级，结合游客需求和旅游纪念品的

设计目标进行综合分析，考虑旅游纪念品目前的生产

制造条件，以针对性和宏观性为原则，构建质量屋，

将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功能需求转化为 11 个技术要

求，即造型有唐文化特色，色彩美观，抗压强度大，

体积小，材料合理，维修方便，把玩方式丰富，易于

加工，结构稳固，功能装置多样，以及重量轻。唐文

化旅游纪念品质量屋见图 2。分析游客需求与纪念品

技术要求之间的关系，求出旅游纪念品技术要求的重

要度 jM 。计算公式为： 

 

图 2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质量屋 
Fig.2 The quality house of Tang cultural tourism souve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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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R 为技术要求在质量屋的关系矩阵中的

数值； iW 为游客需求重要度。 

根据 jM 给技术要求排序，前 4 位依次是：“造型有唐

文化特色”、“功能装置多样”、“把玩方式丰富”和“体

积小”。经专家组分析研究，决定把前 4 项技术要求

作为唐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时拟重点解决的技术要

求。 

2.2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的矛盾定义阶段 

分析唐文化旅游纪念品质量屋的屋顶矩阵，找出

技术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技术冲突[10]。当运用

某一技术要求对纪念品某个功能进行改进时，可使另

一技术要求对应的纪念品功能获得改进，那么表明这

两个技术要求之间呈正相关（＋）；反之，如果使另

一技术要求对应的纪念品功能下降，那么表明这两个

技术要求之间呈负相关（－），说明有技术冲突。分

析屋顶矩阵，发现纪念品技术要求之间存在 4 对技术

矛盾：①造型具有唐文化特色与易于加工；②功能装

置多样与结构稳固；③把玩方式丰富与维修方便；④

体积小与抗压强度大。其中，矛盾①和②为强负相关，

矛盾③和④为一般负相关。 

2.3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设计的矛盾解决阶段 

针对 4 对技术矛盾，首先运用 TRIZ 理论的 39

个工程参数，对组成矛盾双方的纪念品技术要求进行

描述，将实际加工技术中的矛盾转化为常规的标准技

术矛盾，运用 TRIZ 的阿奇舒勒冲突矩阵查询解决问

题的发明原理，并把这些发明原理演绎与具体化，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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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决问题的设计方案。 

2.3.1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历史文化特色问题 

1）问题描述。调研表明，唐代历史文化特色是

游客对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首要需求，而当前陕西旅

游市场销售的大多仍是处处可见的雷同纪念品，现有

的唐文化纪念品设计也只停留在对唐代旅游资源的

简单复制，缺乏创新性。要增加旅游纪念品的唐文化

特色，就要对其造型进行加强设计。而当纪念品的造

型变得复杂以后，加工制造的难度就会增加。 

2）问题分析。明确造成上述技术矛盾的通用工

程参数。该技术矛盾中，为了让纪念品具有唐代特色，

需要改进“形状”参数，但是“可制造性”会因为“形状”

的改变而恶化。运用阿奇舒勒冲突矩阵进行查询，获

得： 12 32 [ ]1,32,17,28M   。其中：1 号为分割与切割

原理；32 号为颜色变化原理；17 号为维数变化原理；

28 号为机械系统替代原理。 

3）解决方案。运用 1 号原理，将唐代历史文化

元素分割为独立的几个部分，灵活应用于旅游纪念品

的设计中，为唐代特色表现提供更自由的设计空间。

运用 17 号原理，加强三维设计，使纪念品更立体逼

真。运用 28 号原理，扩大纪念品种类至现代电子产

品，并与唐代特色外观相融合，兼具时代性与历史性。

运用 32 号原理，改变色彩，设计出不同色系风格的

旅游纪念品。琵琶行筷勺见图 3，灵感来源于唐代盛

行的乐器，五行琵琶，运用 1 号原理将五行琵琶的琴

头分割出来，与筷子和勺子的造型巧妙结合，形成这

款独具唐风雅韵的餐具用品。再如宝相花手提包，见

图 4，运用 1 和 32 号原理，对唐代宝相花纹样进行

分割、简化、变换色彩，设计出既雍容典雅又时尚明

快的复古手提包。  

 

图 3  琵琶行筷勺 
Fig.3 Pipa chopsticks and spoon 

         

图 4  宝相花手提包 
Fig.4 Bao Xiang handbag 

2.3.2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实用性问题 

1）问题描述。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受到传统造型

限制，往往只停留在观赏层面，缺少实用功能。而调

研显示，多数游客都对旅游纪念品寄托了很多实用性

期望。针对这个需求，如果增加实用功能，意味着纪

念品装置的复杂性就要增强，与此同时纪念品结构的

稳定性就会下降。  

2）问题分析。该技术矛盾中，需要改进的参数

为“装置的复杂性”，因此恶化的参数是“结构稳定

性 ” 。 运 用 阿 奇 舒 勒 冲 突 矩 阵 进 行 查 询 ， 获 得

36 13 [2,22,17,19]M   。其中：2 号为分离与分开原理；

22 号为变有害为有益原理；17 号为维数变化原理；

19 号为周期性作用原理。 

3）解决方案。经分析，19，17，2 号原理可解

决问题。运用 19 号原理，可针对唐代某个历史阶段

开展旅游纪念品设计，例如以唐代开元盛世为主题，

设计一套旅游纪念品，充分展现开元盛世的社会风貌

和发展历程，不仅能欣赏品析，而且还能研究唐代历

史。运用 17 号原理，将旅游纪念品的造型从二维拓

展为三维，增加纪念品的容量，提高实用性；比如一

些微缩仿唐楼阁、亭台摆件的设计，在保存基本造型

的基础上增加了笔筒、手机座、便签盒等实用收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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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运用 2 号原理，对旅游纪念品进行分离或分开设

计，以实现新功能。唐仕女开瓶器见图 5，在保存唐

仕女整体人物古典造型的基础上，使用 2 号原理将造

型中间挖空，增加开瓶器，设计出一款唐代特色鲜明

的实用开瓶器。 

        
 

  

图 5  唐仕女开瓶器 
Fig.5 The bottle opener of Tang beautiful woman 

2.3.3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趣味性问题 

1）问题描述。把玩性是中青年游客非常看重的

一个纪念品特性，而现有的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多数为

工艺类纪念品，把玩方式单一，容易使人失去热情，

进而变成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如果要提供不同的把

玩方法，就要增加纪念品的适应性及多用性，与此同

时纪念品的可维修性就会降低。 

2）问题分析。该技术矛盾中，需要改进的参数

为“适应性及多用性”，因此恶化的参数为“可维修

性 ” 。 运 用 阿 奇 舒 勒 冲 突 矩 阵 进 行 查 询 ， 获 得

35 34 [ ]1,16,7,4M   。其中：1 号为分割与切割原理；

16 号为不完全达到或超过原理；7 号为嵌套原理；4

号为不对称原理。 

3）解决方案。运用 4 号原理，通过不对称设计

创造趣味。比如一些卡通唐代人偶，可运用不对称设

计，注入动漫和时尚元素，形成萌趣新奇的纪念品。

运用 16 号原理，给纪念品增加一些超出消费者需求

的新功能，比如有唐诗朗读和互动功能的益智纪念

品，生动有趣。运用 1 号原理，将纪念品分割为容易

装配及拆卸的组件，为趣味设计创造空间。运用 7 号

原理，把纪念品的一个组件嵌套进另一个组件中，使

其相互组合与组装，赋予纪念品多种玩法。大雁塔印

章见图 6，将 1 号、7 号原理巧妙结合，首先将大雁

塔的每一层塔楼切割为不同文字印章，可单独使用和

把玩；同时可运用嵌套原理将每个印章拼接在一起，

组成整体模型。既彰显大雁塔的外观特色，又充满把

玩乐趣。 

 
 

 

图 6  大雁塔印章 
Fig.6 The stamp of Big Goose Pagoda 

2.3.4  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便携性问题 

1）问题描述。旅游纪念品如果体积过大且重，

携带起来就会极为不便。如果要让纪念品满足精巧

和体轻的特点，就要减小其体积，而与此同时纪念

品抵抗外力的强度就会打折扣，变形和损坏的机率

就会增加。 

2）问题分析。该技术矛盾由“运动物体的体积”

和“强度”构成。需要改进参数为“运动物体的体积”，

因此恶化的参数是“强度”。查询阿奇舒勒冲突矩阵，

获得 7 14 [9,14,15,7]M   。其中：9 号为预加反作用原

理；14 号为类球面原理；15 号为动态化原理；7 号

为嵌套原理。 

3）解决方案。运用 9 号原理，预加反作用，比

如采用聚氨酯树脂、TPR 材质等弹性较强的材料设计

的唐代玩偶，手感舒适，具备优良的抗压性。运用

14 号原理，应用曲面设计，可减小体积，并使纪念

品的形态更加舒展美观。运用 15 号原理，把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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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不同部分，使其变成可运动的，比如仿唐折扇，

折叠起来就会减小体积。运用 7 号原理，从水平、垂

直、旋转和包容等角度出发，对纪念品的组件进行嵌

套设计，可节省空间，减轻重量。大雁塔 U 盘见图 7，

首先利用 15 号动态化原理将大雁塔划分为 U 盘盖子

和 U 盘身体，然后利用 7 号嵌套原理将其组装在一

起，构成完整的大雁塔 U 盘。这款纪念品精巧别致，

强调“轻、薄、短、小”，方便游客旅行携带。 

 

 

图 7  大雁塔 U 盘  
Fig.7 The USB of Big Goose Pagoda 

3  结语 

当前陕西很多唐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还停留

在同质化的水平上，急需新的设计注入。针对这个问

题，首先运用 QFD 质量屋分析游客需求，并转换为

旅游纪念品的技术需求，接着运用 TRIZ 创新理论问

题模型、冲突矩阵和创新原理等科学方法，有效地解

决了唐文化旅游纪念品在历史文化特色、实用性、趣

味性、便携性等方面的创新设计问题。通过 QFD 与

TRIZ 的集成理论，打破了思维定势，扩展了创新能

力，使设计 大程度地满足游客的需求，进而实现唐

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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