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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根据视障者的特点与需求，提出现代交互设计理念指导下视障者无障碍产品的创新设计方

法，解决视障者在产品使用交互时的障碍与问题，为视障者无障碍产品交互创新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方

法 调研分析典型视障者群体日常生活的问题及需求，研究当前无障碍产品的市场现状与问题，分析视

障者与产品交互的行为特点，形成交互设计理念下视障者无障碍产品的设计原则与方法。结论 视障者

无障碍产品应该以交互设计理念为指导，从触觉、听觉、嗅觉等角度开展交互创新设计。以触觉交互设

计实践为例，验证视障者无障碍产品交互创新设计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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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Innovative Design of Barrier-free Products for the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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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blind, it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of the 

barrier-free products for the bli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odern interactive design concept, and solves the obstacles 

and problems of the blind users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 products, and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teractive 

innovation design of the barrier-free products. It research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needs of the daily life of the 

typical blind group, studies the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barrier-free products, analyzes the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lind and the products, and form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blind 

accessibility products under the interaction design concept. Blind barrier-free products should take interactive design 

concept as a guide, and from the tactile, auditory, olfactory perspective to carry out interactive innovative design. The de-

sign of tactile interaction design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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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获得的全部信息中有约 87%来自于视觉，

失去视觉辅助的视障者要经常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

的危险和障碍[1]。”视障者群体需要从日常使用的产

品来获取更多的帮助，但是我国当前视障者无障碍产

品及其设计还十分不完善，各种缺乏使用体验和设计

关怀的产品充斥市场。交互设计是近年来工业设计和

人机工程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具体研究人与产品间的

互动方式。通过结合用户的背景、使用体验以及操作

过程中的感受，交互设计旨在设计符合用户需求的产

品。随着社会对视障者群体的日益重视和产品交互设

计的发展，视障者无障碍产品的交互创新设计正成为

一种趋势。 

本文通过研究视障者问题与需求，调研无障碍产

品和交互设计的相关现状，在探讨无障碍产品开展交

互设计的必要性后，总结视障者无障碍产品所应遵循

的交互设计原则，提出视障者无障碍产品交互创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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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思路及方法，最后以触觉交互设计为例展开了设

计实践验证。 

1  视障者及无障碍产品现状分析 

1.1  视障者特征及需求 

1.1.1  视障者特征 

生理上看，由于视觉功能的缺失，视障者只能更

多地依靠其他感官来弥补视觉功能的不足。经过训

练，视障者的触觉、听觉、嗅觉等感知方式的灵敏程

度往往高于常人，但视觉上的缺陷对视障者的心理存

在较大影响，表现为内向且自卑、敏感又谨慎，向往

却也害怕与他人交流互动的心理性格特征。 

1.1.2  视障者日常生活问题及产品分析 

一般而言，“视觉是人类接触和感受世界最直观

的一种方式，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2]”。基于

视觉信息获取形成反馈是正常人行为交互的基础，但

由于视觉信息通道的缺失，视障者在日常生活中会遇

到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繁琐且危险的问题。经过调研、

分析和整理，将视障者日常生活典型问题大致分为日

常生活类、产品使用类和心理类 3 类，见表 1。 

表 1  视障者日常生活典型问题情境 
Tab.1 Daily problems of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类别 问题情境 

 问题情境1 问题情境2 问题情境3 问题情境4 

日常生活类 
难以辨别钱币面额及日常

生活标示 

不能正常购物，无法辨别称

重斤两 

吃饭饮水等基本生活

行为有难度 

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及

危险状况的处理困难

产品使用类 

不能使用带有危险性的刀

具、插座，需要辨识的容

器等日常生活器具 

无法正常使用操作复杂的

产品 

无法使用跟他人互动

娱乐的产品 

无法使用触屏等高科

技设备 

心理类 
独处而孤僻，由于无法观

察行为动作而行动受限 

自尊心强，不愿意接受帮

助。表现为如走路不用盲

杖；不愿别人扶着走等 

自娱性心理强，不能正

常地与普通人交流，更

多依靠自己娱乐 

使用高科技产品或新

产品时产生陌生感和

畏惧感 

 
表 1 中很多问题的产生和产品设计相关，如将危

险的热源性、导电性部件设计成裸露在产品外部，而

缺乏有效的除视觉以外的反馈形式，这样将直接威胁

视障者的人身安全。 

通过对当前视障者用品的进一步市场调研，发现

有类似设计缺陷的产品大量存在，设计不足使得产品

存在两方面明显问题：用户体验差，大部分视障者用

品缺乏设计更新，其功能单一、技术落后、款式老旧，

陈旧的设计缺乏人性关怀，视障者很难通过这些产品

获得好的用户体验；两极分化，高端产品稀缺且昂

贵，但大部分视障者生活拮据，购买力低。高端产品

设计繁杂而操作困难，低端产品虽然价格便宜，但是

设计简单、残次品充斥，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

会给视障者增加额外的危险。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

因在于，市场对视障者产品不够重视，产品开发企业

和设计师缺乏对视障者用户的足够了解，没有在现代

设计理念指导下开展视障者产品的相关创新设计。 

1.2  无障碍产品设计现状及趋势 

“‘无障碍设计’的名词概念最初见于 1974 年，是

联合国针对特殊人群提出的设计新主张[3]”，旨在“消

除产品与人之间在使用和操作层面的不安全因素和

障碍因素[4]。”秉着“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无障碍产

品设计要充分考虑具有不同程度生理机能残缺陷者

和正常活动能力衰退者的使用需求，从他们的生理特

点出发，设计开发安全、便捷和无障碍的产品。当前

无障碍产品主要是都市建筑、交通、公共环境设施等

公共场合的产品，如盲道、残疾人专用卫生间等。而

个体无障碍产品仍然匮乏，且大都存在类别单一、与

老年用品混杂，设计缺乏良好的交互体验和人性化关

怀等问题。这表明，至今视障者产品及其创新设计的

受重视程度仍然不够，设计水平亟待提高。交互设计

是以目标用户为导向，围绕用户行为而实施的现代设

计理念与方法。由于具备理解用户、重视产品使用体

验等特征，交互设计为突破当前无障碍产品设计的发

展瓶颈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思路。 

2  视障者产品交互设计 

2.1  产品交互设计概述 

“交互设计是在人机交互设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个新兴学科[5]”，“交互设计包含数据自交互、人机

环境之间的交互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三大类[6]”，

其关系见图 1，如何使信息在这三者间有效传导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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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设计的研究重点所在。                     

 

图 1  交互设计中人、产品、环境间的相互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product and environ-

ment in interaction design 

产品交互设计是近年来产品设计研究领域的热

点。产品交互设计旨在结合用户的背景、使用经验及

感受研究人、产品、环境间的互动方式，从而设计符

合用户需求并拥有良好使用体验的产品。产品交互设

计的思维方法建构于工业设计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

重在研究用户生活形态、使用行为与习惯、产品使用

环境、产品技术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因素，基于此

创造人、产品、环境间的良性互动。 

2.2  视障者产品交互设计的必要性及原则 

“特殊群体是不可忽视的群体，尊重他们是建设

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7]。”通过设计优良的产品融入

弱势群体的生活来提供帮助，能使他们感受到尊重和

关怀而不会产生排斥被他人同情的心理障碍。交互设

计的重点在于重视用户体验，在无障碍产品中重视用

户体验将使产品更容易为弱势群体所接受，也更能让

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为此，产品交互设计应

该成为社会关心帮助弱势群体的重要切入点。现代交

互设计的理念与思路，能有效加强产品与使用者的情

感交互，让产品不光能解决使用者日常问题，也能让

产品更近乎人情。同时，功能简化、重视细节和造型

简洁等产品交互设计原则都是使视障者产品具备良

好使用体验的重要原则。由此可见，视障者无障碍产

品需要交互设计理念和方法来提供指导，同样，产品

交互设计也需要通过无障碍产品的设计开发拓展其

实际应用领域，丰富其理论内涵。 

3  视障者产品的交互设计方式及应用 

感觉系统是人感知世界的方式，视、触、听、嗅

是人的基本感觉形式，失去视觉功能的视障者在其他

3 种感觉方面表现突出，因此视障者产品交互设计也

应围绕这几种感觉来开展。 

3.1  触觉交互设计 

“与视觉不同，触觉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可以直

接测量和感受到事物的多种性质特征，它可以精确的

分辨出事物的形、态、质感、纹理、材料等信息[8]。”

触觉是视障者最常用于接触陌生环境的感觉方式，触

觉交互方式也是视障者产品交互设计中的最重要一

环，这已在众多围绕视障者的现实产品和概念设计案

例中得到充分显示。产品触觉交互要在视障者接触产

品时就能给其以积极的触觉感受，这种积极感受往往

体现在产品的形态、功能、材料和安全性等方面。在

形态处理上，由于视障者的肢体触感非常敏锐，通过

触碰他们能较快地感受产品的外形并理解造型细节

所传达的信息。对视障者产品而言，产品造型的整体

性、简洁性和秩序性对形成良好的使用体验至关重

要。视障者餐具见图 2a，简洁有序、部件功能区分

明显的外观与人性化的造型细节让视障者能很好地

理解产品功能及使用方式，避免就餐过程中的误操

作。功能设计方面，应重视通过增强触感来帮助产品

功能的实现。如丰富产品触觉反馈方式，通过造型形

成产品的凹凸感、温度感、软硬感、材料质感、轻重

感等不同触感来分别传达差异化的功能信息。Touch 

Color 的视障者绘画板，见图 2b，该产品正是综合利

用了触觉的多种触感来实现与视障者的信息交互。绘

画板的颜色选取采用自带盲文反馈的环状颜色选择

器，选择器以滚轮形式存储着 24 种典型颜色。同时

借助“热成像”技术，将画板上的颜色表现为不同的温

度，这样通过手部触摸即可建立温度和色彩的对应关 

 
           a                       b                         c                              d 

图 2  触觉交互产品案例 
Fig.2 Tactile interaction produc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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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材料上，不同的材料会给视障者不一样的触觉

体验，进而形成不同的心里感受。例如丝绸、高级皮

革和光滑塑料等能产生细腻、柔软、光洁的感受，有

利于形成良好触觉感官体验，而表面粗糙的金属、木

石材则更容易使视障者反感。设计师应该灵活运用不

同材料提供的丰富触感，来开展具有交互创新特色的

产品设计。视障者魔方见图 2c，普通魔方一般靠颜

色区分各个面，但这款视障者魔方采用 6 种不同触感

的材料来区分。材料触感的显著差异可以帮助视障者

较快地区分每个面，进而视障者也能通过触感交互来

体验魔方的乐趣。另外，安全性也是视障者触觉交互

设计需重点考虑的因素。在得不到其他交互提示之

前，视障者只能通过他们的触摸去感受每一个物体，

而触摸动作却有可能带来危险，故触摸动作的安全性

设计在视障者产品交互设计时要首先考虑。采用偏软

的材料、隐藏危险部件、限制用户行为等方式是保证

视障者产品交互安全性的常见设计方法。视障者安全

插座见图 2d，产品隐藏了插头裸露的金属部件，使

用磁吸充电方式对接，在避免视障者接触危险部位的

同时，让视障者对插孔位置的判断也更为快速，进而

优化了产品的使用体验。 

上述设计案例表明，在视障者触觉交互设计上，

应该以视障者的触觉体验为出发点，充分利用触觉为

其营造舒适、安全、便捷的使用感受。产品造型应多

采用简洁有序的形态，不能有太多零散的部件出现。

产品功能的实现方式应简单方便，功能分区应集中且

有明显区分方式，主要功能可以通过不同触感来表

示。在产品材料选择上应尽可能选择不会造成误操作

伤害的软性材料，同时可以通过限制用户行为避免出

现危险情况。 

刘天理设计的视障者防溢水杯，见图 3，就是基

于上述视障者产品触觉交互设计方法得到的设计实

践方案。视障者在使用水杯接水时常常会遇到不明确

水位的问题，甚至可能发生因不明水位热水溢出烫伤

使用者的情况。这款视障者防溢水杯主要通过杯口浮

标反馈装置给视障者以提示，浮标的底部到杯口的安

全距离避免了视障者接水的溢出问题，而水杯下方的

视障者板可以帮助视障者通过触感分辨出自己的水

杯。在材料上选择了具有一定柔软度的橡胶和聚碳酸

酯，造型整体简洁，适合单手抓握。该设计方案充分

利用了视障者的触感交互特征，结合了产品形态、功

能、材料与安全性的综合触感感受，实现了良好的使

用体验。 

3.2  听觉交互设计 

听觉也是视障者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与触

觉相比，听觉接受信息更快也更直接，而且视障者的

听觉有较之常人的自身优势。“盲人的听觉功能不仅 

     

 

图 3  视障者防溢水杯设计 
Fig.3 Blind anti-overflow cup design 

包括普通人所具有的‘听’的功能和作用，更具有盲人

特别的其他功能，即辨认世界的方向功能、辅助辨认

物体的功能和辅助记忆的功能等[9]。”除此之外，视

障者对某些声音比常人更敏锐并能够更快识别。利用

视障者听觉的特点与优势，可以更好地实现视障者产

品功能并形成良好的产品交互体验。视障者语音导盲

杖见图 4a，在导盲杖探测到物体的同时发出声音提

醒视障者注意周围障碍物。为应对道路环境的嘈杂与

复杂，该导盲杖不只是简单发出常规语音，在某些紧

急情况下，可以发出对视障者更为敏感的特定声音来

增强听觉交互。听觉交互设计也应该重视视障者与产

品语音互动的双向性，积极利用新技术实现视障者对

产品的语音控制。视障者手机见图 4b，它区别于普

通手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有按键上的触感交互，

还有与视障者的双向语音交互。在视障者找不到手机

时可以喊出之前设定的口令寻找手机，手机在收到口

令后则会以蜂鸣响应。 

视障者产品的听觉交互设计不能忽视声音反馈

形式及特点。现有视障者产品的声音反馈形式往往始

于视障者的触摸、语音等行为或产品自身系统，如通

过触摸、发出语音等交互动作，以及采用先进的信息

传递互动技术来激发产品的语音反馈。从产品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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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更多产品采用简单直接的发声结构与发声

方式来实现交互，来避免繁琐的声音发生操作，增强

视障者产品的交互性。视障者提示水杯见图 4c，水

杯可在到达既定水位后触发杯底铰链结构带动球形

元件旋转，敲击把手以提醒水位，进而实现简单直接

的产品交互。 

 
                         a                              b                              c 

图 4  听觉交互设计案例 
Fig.4 Auditory interaction product case 

3.3  嗅觉交互设计 

灵敏的嗅觉也是视障者感知事物的重要能力，通

常视障者具有比正常人更好的气味辨别能力和更广

的阈值。在触觉不能分清同质化物品时，他们可以利

用嗅觉有效的区分事物。例如视障者在日常生活中区

分洗发水和沐浴露或盐和糖时，往往是通过嗅觉来完

成的。利用视障者敏锐的嗅觉辨识能力，通过在产品

中集成气味发生及气味传感装置，可以进一步丰富视

障者产品的交互方式，加强交互效果。另外，视障者

的嗅觉感知可以跟他们的情感和记忆紧密相连，“嗅

觉作为人体对外界气味信息的接收器，可促使人产生

情感反应，带来感官体验[10]。”这是因为嗅觉活动并

非独立存在，它一般需要触觉、听觉甚至味觉感官的

共同参与，于是嗅觉感受到的气味往往包含着发散气

味物体的其他联系。嗅觉与其他感觉方式的共同作

用，可以使视障者对物体的认知更加全面，也更容易

使其形成情感记忆与联系，因此，视障者产品可以充

分利用嗅觉的情感联系，实现更好的情感体验交互。

一款可以为视障者使用的气味传感打印机，见图 5，

产品能够通过传感器分析所提取的气味，再通过内置

的气味模块合成，最终打印输出成一张张带盲文、记

录气味的明信片。视障者可以通过该产品发挥自身敏

锐嗅觉的感知能力优势，随时捕捉美好的气味，并将

难忘的气味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保存。明信片可以寄给

亲朋好友，以表达自己对亲友的思念及祝福之情，形

成产品的情感体验。 

 

图 5  气味传感打印机 
Fig.5 Odor sensing printer

4  结语 

“特殊群体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在这个提倡

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特殊群体的生活需求设

计更应该受到高度重视[11]。”设计师应本着对视障者

负责任与关爱的态度，结合现代交互设计的的理念和

方法，利用视障者触觉、听觉、嗅觉等感官超越常人

的特点思考产品交互创新，设计符合视障者特性和需

求的产品。同时，在针对视障者进行产品设计时，应

遵循简单易用的原则，设计出符合其行为习惯的产

品，使得视障群体能轻松愉悦的使用产品，建立产品、

人、环境之间的良好交互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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