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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可拆装榫卯结构创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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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统家具制造业企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家具产品设计进行优化，寻找适合互联网平台的家具产品设计方法。方法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

对可拆装榫卯结构进行创新设计研究。从系统的着眼点去研究可拆装书桌的整个设计流程，通过将用户

体验运用在可拆装书桌整个设计过程中，来提高产品的用户体验。结论 通过将可拆装榫卯结构运用到

家具产品设计中，可以提高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性，带给用户良好的体验，同时也为家具产品创新设

计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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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of Disassembly Mortise and Tenon Joint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LI Yong-bin, CHEN T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Zhaoqing 526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traditional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facing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furniture product design optimization, find 

suitable for internet platform furniture product design method. Using the method of system analysis, the disassemble 

mortise and tenon joint of the innovative design is researched. From the system's focus to study the disassemble design of 

the desk design process, the user experience can be used in disassemble desks throughout the design process, to improve 

the product's user experience. The disassemble mortise and tenon joint is applied to furniture design, which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ity between the product and the user, give the user a good experience, but als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innovation of furniture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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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榫卯结构是古代中国建筑、家具及其他器械

的主要结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说明榫卯结构的合

理性，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榫卯结构也发

生相应变化，以榫卯结构连接的家具需在企业进行组

装好，然后再运送到客户或用户手中，由于家具体量

大导致运输成本过高[1—3]。在榫卯的加工上，整个榫

卯的生产和加工工艺较复杂，需要的专业设备及专业

人员进行加工生产，生产成本高，这也是实木榫卯结

构家具价格偏高的主要原因。为解决上述问题，根据

互联网平台特点，将用户体验引入到家具结构设计

中，对家具榫卯结构进行创新设计研究，通过新的结

构设计来节省实木家具生产成本，简化生产工艺。 

1  互联网背景下家具市场现状分析 

家具是生活中的必需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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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家具行

业已经从传统的手工业发展成为一个以机械化为主

的品类多样、集聚规模的重要产业[2]。近几年，伴随

着全球经济复苏，发达国家经济的回暖，新兴国家的

迅速崛起，全球家居产业、家具总产值和贸易额逐年

呈稳步增长趋势，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大部分

传统家居企业由于国内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正面临重

要危机，目前很多企业因为人们消费观念发生基本上

的变革，导致订单急剧减少，企业不得不缩减规模，

更有甚者面临倒闭危机，并且逐年呈增长趋势[4]。传

统家具卖场由于此前房地产红利膨胀，市场逐渐饱

和，令卖场竞争尤为激烈，在如此惨烈的“红海”竞争

当中，部分家具企业通过与互联网大型交易平台进行

合作，开拓出家具电商销售模式，如林氏木业 2015

年天猫双十一销售总额达 5.1 亿元，较 2014 年 3.3 亿

增长超 50%，2016 年双十一总业绩达 6.1 亿，家具电

商无疑改变了传统的经销模式，成为开拓市场的重要

途径。中国家具产业转型越来越明显，电商平台的发

展同时也促进了家具企业的发展。  

依托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林氏木业将传统生

产、设计、经营以及现代物流等环节串联，通过“互

联网+制造业”，把佛山分散在各个地区的家具企业有

序的组织起来，把经营重心放在家具的产品设计、产

品标准、现代物流、售后服务等方面，成功的开拓了

互联网平台下家具企业新方向。林氏木业在互联网平

台上通过深度挖掘和以大数据为驱动的个性化向个

人用户推荐带给用户不一样的体验开拓了适应互联

网的新的方向，并进一步引导供给侧的全面优化。在

互联网背景下，家具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系统的管理对企业资源进行整

合，将家具生产、设计、物流、销售、售后服务等产

品设计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的组合。 

2  现代榫卯结构的不足与局限 

在家具产品设计过程中用户的需求逐渐被关注，

怎样设计出符合用户心理和生理需求的产品，也一直

是家具设计师所关注的问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将家具的消费依次分为 3 个

层级：实用消费、美感消费与表现消费[5]。根据消费

层级显示，随着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国

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提升，主要消

费群体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健康环保的关注等，人

们低层级需求得到满足后，将向高层次的需求过渡，

人们的消费也会从实用消费向美感消费升级。消费的

升级对家具设计、材料的运用、结构的创新等提出新

的要求，定制化家具以及设计精湛的实木家具，采用

更为名贵的实木材料以及用户可以组装的新型结构，

将会更加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同时随着物流的不断发

展，人们家具的购物方式将会从实体专卖店，逐渐向

互联网购物平台发生转变，具体见图 1。 

 
图 1  家具消费层级 

Fig.1 Furniture consumption level 

现代实木家具虽然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由于实

木家具主要采用榫卯结构，其加工工艺较复杂，成本

和价格相对较高，导致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同时由

于榫卯结构其本身构造形式原因，在现代化发展的今

天拥有许多局限。 

一是榫卯加工复杂，一般榫卯结构虽然可以通过

专业设备进行开榫和打孔，但是对于不规则造型家具

而言，家具的零部件生产加工难度大，加工工艺流程

复杂，导致生产周期过长。目前由于现代家具形态设

计上千差万别，不同尺寸规格的家具往往需要重新设

计榫卯的制式和尺寸，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家具制作的

成本，同时榫卯结构对零部件加工精密度要求高，这

也对设备和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是在实际生产中，以榫卯结合的框式家具需在

工厂内完成组装，与板式家具相比，成本较高。框式

家具在组装过程中需在家具榫卯结合部位加胶来增

加家具的稳固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拆卸的难度，很难

进行维修，需专业人士才能对零部件进行维修，成本

非常高，而板式家具拆装更换方便。 

三是随着互联网购物平台逐渐发展，以榫卯为结

构为主的框式家具，由于体量过大，不利于家具的包

装和运输，增加了家具的运输成本。 

随着消费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政府

层面的号召与引导，更是用户对家具产品及服务的切实

需求，这也要求企业在家具产品设计中要以用户需求为

中心，注重家具产品设计中的用户体验，在家具生产、

设计、物流、销售、售后服务等产品整个系统中关注用

户体验，提升家具产品的用户体验和竞争力。 

3  用户体验在可拆装榫卯结构中的应用 

3.1  家具产品设计中的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是一种纯主观的在用户使用产品过程

中建立起来的感受。ISO 9241-210 标准将用户体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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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人们对于针对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品、系统

或者服务的认知印象和回应”[6]。在产品设计过程中，

设计方案的确定是根据人的经验和直觉进行判断的，

很难用数学模型描述，往往只能用半定量、半定性或

者只能用定性的方法系统地处理问题。检验产品用户

体验的好坏，即通过注重产品实际应用时产生的效果

来对产品进行评判，即“这个东西好不好用，用起来方

不方便”。通过对家具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用户的体验进

行系统分析，了解用户的主要体验和次要体验，并将

用户体验转化为具体的设计需求，设计师根据设计需

求对产品进行设计，以此来提高产品的用户体验。 

在互联网购物平台背景下，与传统专卖店相比家

具产品的用户体验发生了巨大的差别，用户体验存在

于人们从互联网平台上看到家具开始，到家具产品离

开人们生活的整个过程中。家具产品的体验设计更是

系统和服务设计，由每个过程中的体验共同构成整体

的用户体验，即用户体验贯穿在产品与用户接触的整

个过程中，包括产品接触前的感官体验，产品接触时

的行为体验，以及情感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7—11]。 

3.2  用户体验在可拆装书桌设计中的应用 

3.2.1  可拆装书桌感官体验设计 

在感官体验上，主要关注用户在视觉、触觉和听

觉等效果上的体验。在家具设计上，感官体验良好的

产品要求在视觉与触觉能带给用户良好的体验，即产

品的造型要美观，材质要舒适，产品能吸引人们的关

注，即带给用户良好的视觉和触觉感受。感官体验同

时也包括在互联网平台展示下，要求网页设计师通过

高视觉吸引力的网页展示来吸引用户的注意，带给用

户不一样的视觉感受[12]。 

传统的框式家具结构是不可拆装的，产品可以很

好地带给用户感官体验，但与用户产生交互行为及带

给人们行为及情感体验比较少。为了增强框式家具的

行为和情感体验，对框式家具结构进行可拆装设计，

将不可拆装框式家具实现可拆装。以可拆装书桌为

例，在造型上，根据明清家具特点，结合人们视觉心

理特点，从明式家具面条柜中吸取灵感，通过采用倒

梯形进行造型设计，带给人们简洁和稳定的视觉效

果；在材料上，将实木与不锈钢钢材料结合在一起，

实木木纹结合目前流行金色不锈钢，带给用户独特的

视觉和触觉体验，见图 2。 

书桌的可拆装结构主要采用两种连接件实现，第

一种为腿与面板连接件，在保持榫卯结构特点的同

时，通过利用插销榫来实现腿与面板的多次可重复拆

装；第二部分为腿与拉档连接件，通过利用插销榫和

螺栓来对腿与拉档进行固定及实现多次可重复拆装。

在书桌的可拆装结构设计中，对传统插销榫进行创新

设计，来实现产品可拆装，见图 3。 

 

图 2  书桌设计 
Fig.2 Desk design 

 

图 3  可拆装榫卯结构 
Fig.3 Disassembly mortise and tenon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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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平台下，人们在购物完成后，人们的关

注点和注意力转移到产品的物流和包装上。在产品的

包装设计上，考虑人们运输和搬运的便利性，在包装

设计上对产品的包装采用一般包装纸对家具产品进

行包装，考虑长时间运输过程家具产品的碰撞，在内

部采用气泡膜对产品零部件进行包装起到保护产品

作用。与框式家具相比，可拆装书桌的包装采用体量

更小的包装，可以节省大量空间和成本，使得家具生

产和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非常适合蜗居及收入不高

的流动人群使用，见图 4。 

 
图 4  包装设计 

Fig.4 Packaging design 

3.2.2  可拆装书桌行为体验设计 

行为体验是感官体验的一种延续，创造良好的行

为体验也是设计师所需要关注的。可拆装榫卯结构家

具主要通过家具的可拆装，来提升用户与产品的交互

体验。行为体验是从产品一开始接触用户就产生了，

从用户接触到产品开始就有行为体验了。根据用户操

作行为习惯结合用户访谈对可拆装书桌的安装流程

进行设计，具体将整个家具安装流程分为 5 步：第 1

步，先将桌面连接件安装在桌面预留的卯内，并拧上

螺钉；第 2 步，在拉档两端分别安装拉档连接件；第

3 步，通过将安装桌腿连接件内；第 4 步，在桌腿连

接件上安装螺钉；第 5 步，将桌面安装在腿上。在可

拆装书桌的整个安装流程中，通过采用可互换的连接

结构和零部件来减少用户出错率，提升产品的可操作

性，具体安装流程设计见图 5。 

 

图 5  安装步骤 
Fig.5 Installation steps 

3.2.3  可拆装书桌情感体验设计 

在情感体验上，用户关注的是产品带给人们生活

上的体验，能否带给人们满足感，以及产品是否成为

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以及用户能否会将产品介绍给

身边的朋友使用。在使用年限上，结构的可拆装使得

人们可以对损坏的零部件进行更换，延长家具的使用

年限，这也是人们情感上的一种延伸。可拆装榫卯结

构家具来源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保留了传统家具榫卯

结构内涵，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情感需求和文化需求，

产品的具体使用场景见图 6。 

 

图 6  使用场景 
Fig.6 Using the scenario 

整体上，通过将用户体验应用在可拆装榫卯结构

设计上可以简化生产加工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提升

产品用户体验。在生产加工上，企业只需要将家具零

部件和连接件批量生产出来，通过对零部件进行包

装，由用户根据安装流程完成产品组装，提升了用户

与产品的行为体验，可以大幅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同时可拆装榫卯结构可以实现家具产品多功能系列

化和模块化设计，可以对不同功能家具产品进行可拆

装设计，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情感体验。 

3.3  构建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家具产品创新设计流程 

在互联网背景下，家具产品最终也是面向市场，

卖给用户的，只有用户体验良好的产品才能吸引用

户，与用户产生交互，进而形成忠诚度，达到用户情

感体验的满足。提升家具的用户体验，就是在家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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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用户发生交互的整个过程中，充分挖掘出用户需

求，在整个家具产品创新设计过程中关注用户的行为

习惯和用户的心理需求，总结出用户需求，并将用户

需求转化为设计需求，同时在设计过程中要注重设计

中每个细节的用户体验，也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用户

良好体验的家具产品[13—15]。构建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的家具产品创新设计流程，要求对产品进行系统地分

析，在家具生产、设计、物流、销售、售后服务等各

个环节中，关注用户的体验，通过合理地对资源进行

整合和优化，才能有效地将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的组合

和创新，并最终设计出成功的产品。 

4  结语 

在互联网背景下，将用户体验应用在家具产品整

个设计流程中，根据目前家具市场和消费趋势，对可

拆装榫卯结构进行创新设计研究。可拆装榫卯结构在

整体上简化了家具的生产工艺，能有效提高家具零部

件的生产效率，家具零部件实现多次可拆装，增加了

家具的使用年限。同时在设计上，可拆装榫卯结构保

留了榫卯结构内涵，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产工艺和材料结合起来，可以适用于各

种不同的框架家具结构，适用范围广，也是未来家具

结构设计的方向。最后通过将用户体验应用到可拆装

书桌上，提出在家具产品整个设计过程中，应该注重

产品与用户的体验，通过系统全面地对用户需求进行

挖掘，通过用户需求设计用户体验良好的产品，为未

来家具结构的设计提供新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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