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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汽车前脸造型设计的情感意象需求，提出了基于推论式感性工学的汽车

前脸造型优化设计方法。方法 首先对消费者群体进行定位，其次收集并筛选感性词汇和造型样本，然

后分解设计要素，建立语义差异轴，最后分析感性词汇与汽车前脸造型设计要素的映射关系，指导汽车

前脸造型设计。结论 得到了一款符合消费群体满意的紧凑型汽车前脸造型。将推论式感性工学应用到

汽车前脸造型设计中，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对设计产品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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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sign the automobile front face that meet consumers' affective needs, the application of infer-

ence kansei engineering method in the automobile front face is proposed. Firstly, position on consumer groups; next, 

gather and screen the kansei words and sample shape; then, decompose typical design elements and establish semantic 

axis; finally,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kansei words and the design elements of auto front face shape to guide 

the design of auto front face shape. The design of the shape of compact automobile front face is obtained. Applying in-

ference kansei engineering in auto front face modelling design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consumers' satisfaction for the 

desig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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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品设计发展的成熟，产品造型设计在一定程

度上使消费者产生情感交流，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欲望

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由原来单一关注汽

车功能到逐渐考虑对其外观造型是否符合自己的身份、

个性及价值观等，不同的产品外观给人不同的情感体

验。汽车前脸造型风格和消费者情感意象偏好的吻合程

度，成为汽车造型设计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1]。近年

来，设计师和研究者的设计重点由传统的设计模式转移

到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上，利用感性工学知识，多角度探

索消费者感性意象和汽车造型要素的关系，对汽车设计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有利于设计师在尊重产品设计

固有属性的前提下，发挥创新和探索精神，以消费者为

中心，注重消费者更高层次的感性诉求，使汽车前脸造

型设计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1  推论式感性工学及其应用 

感性工学[2—3]由长町三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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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一种应用工程技术手段来探讨“人”的感性与

“物”的设计特性间关系的理论及方法[4]，主张用理性

的思维来处理非理性的情感。推论式感性工学是感性

工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一般分为定性推论式和定

量推论式两种。它将消费者的感性信息凝聚后进行筛

选，然后逐步递推，最终得到感性设计方案。定性推

论式依靠人的观察、分析、判断对感性信息进行思维

加工，利用层次递推的方式去粗取精，以求得设计上

的细节；定量推论式利用数学模型分析相关设计要素

之间的逻辑关系，获得产品设计特征。定量推论式方

法是目前设计研究的发展趋势，它使研究结果更具合

理性。在实际的应用中，往往综合应用定性推论式、

定量推论式这两种方法，共同构建基于感性工学的设

计与分析评价体系。 

推论式感性工学研究方法已经应用到部分产品

的外观造型设计研究中。白仁飞等人[5]在收集市场主

流产品样本的基础上，运用推论式感性工学对空气净

化器的造型进行了优化设计；李卓等人[6]验证了推论

式感性工学在车身设计上的理论要点和实施技巧，指

导设计了一款新型农场车。目前，汽车前脸造型设计

已经受到设计师的高度重视，但仍然难以满足消费者

的多层次的情感需求。利用推论式感性工学对汽车前

脸造型进行指导设计，为汽车前脸造型提供新的思路

的方法和理论依据。 

2  推论式感性工学设计流程 

推论式感性工学将产品造型要素与消费者感性

意象相结合，通过层层递推的形式，为汽车外观造型

设计提供指导。推论式感性工学在产品造型设计中步

骤见图 1。 

2.1  消费群体定位 

由于不同群体对产品的造型设计感性需求和审美

认知水平具有差异[7]，对汽车类型和消费人群的范围进

行限制进行研究，使推论式研究结果更具准确性。由于

不同群体对产品的造型设计感性需求和审美认知水平

具有差异[7]，对汽车类型和消费人群的范围进行限制进

行研究，使推论式研究结果更具准确性。运用专家分析、

市场调查等方法，通过设定性别、年龄、收入、职业、

学历等因素的范围，确定所要研究的消费者群体，即研

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后，采用走访汽车实体店、电子

及纸质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得出此类人群最喜欢的汽

车类型，即对某类型汽车的购买意愿最强。最后针对研

究对象的感性意象对该类型汽车的外观造型进行优化

设计，以期提高外观设计的针对性。 

2.2  拓展感性词汇 

1）收集感性词汇。通过市场、有关论坛、专家

咨询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用以描述研究对象的情感 

 

图 1  推论式感性工学操作流程 
Fig.1 The inference kansei engineering system operating procedures 



84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9 月 

 

描述词汇，如协调、平衡、硬朗、轻薄、有趣、高速、

现代、几何、缓慢、年轻、前卫、个性、活泼、时尚等。 

2）整理与分析感性词汇。对生僻或意义相近的

词汇的感性词汇进行归纳和分组，把意思相近的多个

词汇集中表达成一个词，如简洁、简略、简便、简单

等可以用简约来表示；活跃、灵活、洒脱、灵活等可

以用活泼表示；安定、平安、安好、安适等可以用安

全来表示。 

3）配对与筛选感性词汇。专家座谈与设计师集

中讨论，将提取的意思相反的意象词汇进行配对，例

如“硬朗—柔和”、“传统—时尚”、“安全—危险”、“个

性—大众”、“动感—静止”，同时去除一些不适合的

词汇对，加入一些体现偏好的词组，从中筛选出消费

者最在意的感性配对词汇。 

2.3  拓展图片样本 

1）拓展造型样本。利用网络、相关杂志及其现

场拍摄等方式，收集样本造型图片。样本一般包括美

国、日本、德国及中国本土热卖品牌。收集范围要广，

数量要多。 

2）样本分类。对造型风格相似的样本进行分组，

通过量化、比等形式，并将造型相似、形状相同的样

本图片进行分组归纳，去除相似的图片并提取出具有

代表性的造型样本，对其进行编号，例如样本 1 为 A，

样本 2 为 B，样本 3 为 C。 

3）提取并分解设计要素。本研究排除颜色、材

质、内在结构等的影响，主要针对产品外部造型设计

分解和研究，提取出主要的设计要素的外观造型。 

2.4  问卷调查 

将分解的造型样本要素分别与筛选出的配对的

感性词汇结合，利用 7 个等级来区分感性偏好程度，

对已定位的消费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在进行问卷调查

时，一般要求受测对象如实填写基本信息（姓名、年

龄、性别等），并确保真实表达对产品的感性意象偏

好程度。为了减少调查过程的误差，提高调查问卷的

真实性，问卷调查的数量要大，受测对象的范围要广

并且分布要合理，调查结果取平均值[8—9]。 

2.5  分析数据 

对感性数据进行分析的同时，为了保证分析结果

更准确与直观，可以利用正交实验法或模糊分析法，

根据数值及产品造型设计的特点，分别对个造型要素

进行定性分析，提高结论的可靠性[10]。将消费者的感

性需求与设计要素相结合，应用到产品造型设计中。 

2.6  产品设计与验证 

设计师根据消费者感性意象，将设计要素重新结

合，对组合中不协调的要素进行反复修改，最后建立

模型。为了验证产品设计的合理性，通过问卷调查的

形式对消费者最关注的感性词汇进行满意度调查。在

调查中要统计发放和回收的问卷数量及有效率，用雷

达图表示统计结果。 

3  实例应用 

设定研究对象年龄为 30～40 周岁，性别不限，学

历本科及以上，年收入 10～30 万，职业包括公务员、

国有企业员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较为稳定的行业工

作人员。通过前文所述方法，统计得出该类型人群购买

意愿最强的汽车类型为紧凑型汽车。以推论式感性工学

在紧凑型汽车前脸造型设计中的应用为例，探讨消费者

的感性需求，对汽车前脸造型进行优化设计。 

收集具有代表性的紧凑型汽车前脸造型情感描

述词汇 100～150 个，将相反意义的词汇进行配对。

通过专家座谈、研究小组观察、消费者口头描述等形

式，最终确立 4 组具有代表性并能反映消费者情感需

求的词组，“简洁—复杂”、“安全—不安全”、“协调—

失调”、“时尚—传统”。 

通过汽车网站、实体店、杂志等途径获取图片，

确定 60～80 个造型样本，见图 2。归纳造型风格相

似的样本，选定 3 款具有代表性的紧凑型汽车前脸样

本，见图 3。本研究排除颜色、材质、内在结构等因

素的影响，将前脸外部造型设计分解为汽车挡风玻

璃、格栅、大灯、雾灯、前脸轮廊，并对各部分进行

编号，见表 1。 

为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度，选取符合研究对象条

件的测试者 200 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各 100 份。将

已选取的词汇通过语义差异数轴的形式表示出来，见

图 4。被调查者依次对样本 A，B，C 的汽车挡风玻

璃、格栅、大灯、雾灯、前脸轮廊的简洁、安全、协

调、时尚进行打分。 

调查结束后，实收问卷调查 195 份，其中男性

98 份，女性 97 份，有效率为 97.5%。使用 Excel 统

计数据对收到问卷调查对消费者打分结果取平均值。

以挡风玻璃造型设计分析结果为例，见表 2。由评分

结果可知要素 AD5 最为大众化，偏于“协调和安全”；

要素 BD5 偏于“时尚和简洁”，给人的安全性感觉相对

较差；要素 BD5 相对“安全”，不够“简洁和时尚”。为

了使感性意象与设计要素对应关系的分析结果更具

理性和科学参考价值，进一步综合考虑整体形状大

小、圆滑度、比例，进行变量分析，可以得出挡风玻

璃整体形态偏小给人感觉“安全”，圆滑略高给人感觉

越“简洁和时尚”，长宽比例过大或过小都给人感觉 

“不协调”。重复上述步骤，分别对格栅、大灯、雾灯、

前脸轮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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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部分样本图片示例 
Fig.2 Part of the sample pictures 

 

图 3  样本图片分类提取 
Fig.3 Class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of sample images 

表 1  对汽车前脸样本造型分解 
Tab.1 Decomposition of the shape of the automobile front face samples 

 

 
图 4  数轴 

Fig.4 The axis 

表 2  数据分析结果 
Tab.2 Data analysis results 

 要素编号 简洁 安全 协调 时尚

挡风玻璃 

AD5 1.5 1.9 2.1 1.7 

BD5 1.9 0.9 1.8 2.2 

CD5 0.5 2.7 1.4 1.2 

通过对定位的消费群体情感需求的反复研究和沟

通，针对 “简洁、安全、协调、时尚”等情感需求，运

用三维建模软件设计了一款紧凑型汽车前脸，见图 5。 

 

图 5  设计模型展示 
Fig.5 The design display of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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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设计的合理性，随机抽取符合已定位的

消费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就“简洁”、“安全”、“协调”、

“时尚”4 方面对上述前脸进行打分。总测试人数为 200

人，收回 191 份，有效率为 95.5%.根据收回数据绘制

雷达图，见图 6。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受测者打分成

绩均在 4 以上，证明该设计方法合理。  

 

图 6  产品的满意度雷达图 
Fig.6 The radar charts to show users' satisfaction of products 

4  结语 

汽车外观造型设计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

以消费者为中心，将推论式感性工学知识运用到汽车

造型设计中，使设计师与消费者相互沟通，根据产品

自身特性与用户情感体验进行感性评估，将消费者模

糊的想象和情感体验及期望目标转化为真实的设计

元素，构建产品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之间的映射，提

高消费者的认同感，使产品设计真正符合消费者意象
[11]。本文运用推论式感性工学方法，通过对消费群体

定位、筛选感性词汇和造型样本、分解设计要素、语

义轴的应用等，探索了感性工学在汽车前脸造型设计

中的应用，获取了感性意象与设计要素之间的映射关

系，并最终设计了一款紧凑型汽车前脸造型，使设计

更加人性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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