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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产品细节形态设计中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方法 结合现有产品的调研汇总、基本模型的

建立分析以及问卷调查的结果，对影响产品外观细节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圆角和分割线的属性对产

品视觉美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给出相关实例验证。结论 分析了产品细节形态中圆角和分割线两个视

觉元素对产品视觉感受的影响，提出了在产品细节形态设计中合理设计圆角和分割线的原则和方法，给

出了从圆角和分割线两个方面提升整体产品视觉美感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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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Form Design of Product 

WANG Yao, YANG Sui-xian, XU An-hang, WANG Rui-xu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in the design of product detail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duct 

research, the establish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basic model an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studies on how 

the attributes of two detail elements-fillet and split line affect on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product, and gives examples 

to verify it. I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wo elements fillet and split line on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the product, and puts 

forward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designing fillet and split line in product detail form design process, also gives out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of improving the visual beauty of the whole product in the two aspects of fillet and dividi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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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细节形态设计是在产品整体形态确定之后

的产品详细设计。产品细节形态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

影响着产品的整体视觉感受。优良的细节形态设计不

仅使产品整体造型更加完美，提升产品整体的视觉感

受，而且也成为避免产品同质化、提升产品竞争力和

附加值、提升品牌价值的重要途径[1]。这里试图对产

品细节形态设计的方法和原则进行探讨，以期能归纳

总结出具有设计指导意义的规律，便于产品设计师在

产品设计创作中更好地通过细节设计提升产品的形

态视觉感受，并因此提高产品设计的效率[2-3]。 

1  产品形态细节设计范畴及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人们对产品的审美需求的逐步提

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细节形态设计，如美国

的苹果公司、B&O 公司以及日本的索尼等，其均在

产品细节形态设计上相当重视，并取得良好的产品销

量和公司口碑[4-7]。细节形态设计在国内虽起步较晚，

但也逐渐成为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8]。 

学术上，一些学者针对细节设计的重要性及细节

形态设计方法上进行了一定探究，如郑波等人论述了

细节设计对产品带来的效益作用[9]，李志港提出了细

节设计需要关注消费者需求和结合功能进行细节设计

的基本思路和方法[10]，林德跃提出了细节形态设计应

利用功能联想性、营造平衡感归属感的思想[11]，陈亮

分析了分模线处理、结构与功能推敲、转折面处理方

面的影响因素[12]，但总体而言，以上研究针对细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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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设计对产品的视觉美感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详

细的设计方法也未作进一步的说明，需进一步探究。 

2  形态细节设计对产品视觉美感的影响 

产品视觉元素的复杂度影响着产品的视觉美感，

加拿大心理学者丹尼尔·保尔尼给出了视觉吸引力与

形态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见图 1。当形态复杂度过低或

高时，偏好程度均较低甚至产生厌烦的情况，因此在

产品设计时需合理把握视觉元素的复杂度，使其尽量

向更高的偏好程度对应的复杂度靠近[13]。产品形态细

节元素作为整体的视觉元素的构成元素之一，其不同

表现形式产生不同的视觉存在感，对整体产品的视觉

复杂度起到补充或削减的作用，从而对产品的视觉美

感产生相应的影响。通常采用较低的视觉元素复杂度

来保证整体造型感觉的统一，同时加入一定的细节表

现避免整体形态的单调和乏味。即整体视觉元素要统

一调和，具有一定的视觉元素中心，同时加入细节对

比来增加产品的人情味和补充主体造型的视觉感受。 

 

图 1  视觉吸引力与形态复杂度之间的关系 
Fig.1 Relation between visual attraction andformal complexity 

3  产品细节形态设计方法研究 

问卷调研显示，消费者对产品细节形态中的圆角

和分割线这两个视觉元素所产生的视觉感受较易察

觉。建立了若干具有不同细节属性的基本体，进一步

探究其对产品细节的影响。对于消费者而言，圆角产

生的视觉感受相对较易表述，本文通过网上调查的方

式对具有不同圆角细节的基本体对用户的视觉感受

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汇总了用户对相关关键词表述

及其偏好，共收集到 184 份有效问卷。分割线的视觉

感受则以结合模型和产品的方式进行了研究和论证。 

3.1  圆角的运用 

圆角因其表面方向变化较大，各视角均易产生高

光区域，视觉存在感较高，故对视觉复杂度的影响较

大。在圆角设计中，可通过选取合适的圆角大小和优

化圆角过渡细节来提升细节表现。 

3.1.1  圆角大小的选取 

几种常见基本体的不同圆角大小的视觉表现见

表 1，可以得到圆角大小对产品感觉的直接影响见图

2。圆角越大，交线越模糊，面之间越趋近于圆润统

一，表面的亲和力强，给人以亲近感。圆角越小，交

线效果越明显，产生更强烈的尖锐感，亲近感也随之

减小[14]。但同时，因曲面对视觉引导作用比线条弱很

多，过大的圆角会削弱主体几何形态，导致整体几何

方正感和简洁感有所降低。小圆角因其强烈的边界识

别性，几何特征明显，使得整体几何形态更易被理解，

几何感和简洁感也更加强烈。 

对表 1 中不同圆角表现的评价及偏好程度的调

研结果见表 2。总体来说，小圆角更易产生规整感和

简洁感，而大圆角更易产生圆润感和亲切感。 

表 1  几种常见基本体的不同圆角大小的视觉表现 
Tab.1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several common primitives with different fillet size 

R 大小 
 

类盒体 

 

圆柱体 

 

一般 

回转体 

 

小 大
R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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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圆角大小对产品感觉的直接影响 
Fig.2 The direct impact of fillet size on the product feeling 

表 2  对表 1 中不同圆角表现的评价及偏好程度的调研结果 
Tab.2 Survey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rounded corners in Table 1 and the preference degree 

类盒体 

评价 

关键词 

硬朗、简洁、规整感 

几何感强、尖锐感强 
几何形态较明显同时不会太尖锐

圆滑 

几何感较弱、视觉感觉较平庸

偏好比例 20% 56% 24% 

圆柱体 

评价 

关键词 

硬朗、简洁、几何感强、视觉

感受较好 
几何形态较明显、视觉效果较好 圆润、平滑、简洁、亲切感强

偏好比例 35% 32% 33% 

一般回

转体 

评价 

关键词 

硬朗、简洁、几何形态感强，

视觉感受最好 

几何形态较明显，有一定的圆润

感 
整体圆润，但视觉感受较平庸

偏好比例 61% 28% 9% 

 

具体来说，对于如类盒状的直面组成的造型，较

大的圆角会削弱主体几何造型，作为次要元素的圆角

被提升，使得整体复杂度提高，视觉元素中心不集中，

整体视觉美感有所下降；而过小的圆角会产生强烈的

尖锐感。因此应采用稍大的圆角来避免过于尖锐的感

受，同时保留规整感延伸出的科技感，也可采用多数

小圆角边界加少量稍大圆角的方式来保留规整的简

洁感和避免过于尖锐的问题，比如 BraunRT 20 Tube

音箱见图 3（图片摘自 MYDESY 网）的圆角选取；

对于如圆柱体或回转体的具有曲面的造型，因曲面具

有较强的亲和力，故可采用较小的圆角来凸显强烈的

几何感，来保持较低的整体复杂度和集中的视觉元素

中心，从而获得较好的视觉感受，如表 1 中圆柱体和

一般回转体的小圆角具有较高的接受度。但若大圆角

可以使得两个面通过圆角过渡趋于一个曲面，则也同

样减小了造型元素的复杂度，使得整体圆润、简洁，

同样富于视觉美感，如表 1 中的圆柱体大圆角的高接

受度以及 B&O BEOPLAY A1 便携式音箱见图 4（图

片摘自 B&O 官网）中音箱的圆角造型。 

因此，在产品细节形态设计中，应根据产品主体

造型的特点以及需要表现的产品视觉感受特征合理

选择合适大小的边界圆角。 

3.1.2  圆角过渡细节优化 

圆角曲率变化细节虽不易被直接察觉到，但却在很

大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产品的视觉感受。在曲率细

节过渡上，可通过提高过渡处的连续性以及采用富有变

化和韵律感的曲率变化来获得更好的细节视觉美感。 

 

图 3  BraunRT 20 Tube 音箱 
Fig.3 Braun RT 20 Tube speaker 

 

图 4  B&O BEOPLAY A1 便携式音箱 
Fig.4 B&O BEOPLAY A1 portable speaker 

提高过渡处的连续性。不同连续性的圆角的高光

过渡对比见表 3，展示了不同连续性的高光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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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连续性的圆角的高光过渡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highlight transitions in fillet with different continuity 

说明 切线连续 曲率连续 

编号 ① ② ③ ④ 

圆角曲率梳 

 

高光情况 

 
 
其中①为常见的切线连续，表面会形成明显的高光

折痕，圆角割裂感较强，倾向于成为一个独立的视觉元

素，增加了造型元素复杂度，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感受产

生负面影响；②③④则因为为曲率连续，光顺效果大大

提升，同时，③④初始端曲率为匀加速变化，该处曲率

梳切线接近水平，其连续性向 G3 靠近连续。虽然和②

均具有较为平滑的高光过渡，但是③和④的高光延伸到

顶端面的平滑效果更好，视觉感受更加出众。 

采用富有变化和韵律感的曲率变化。不同曲率变

化的圆角的视觉对比见表 4，展示了不同曲率变化与

圆角的视觉对比，其中⑤为常见的曲率不变的过渡圆

角，其在形态上虽然与主体的简洁性保持了一致，但

过于单一的曲率形态易产生呆板的感受。⑥⑥⑥采用

正太分布的曲率变化，具有缓进缓出的变化效果，整

体张弛有度，富含韵律感，同时⑥⑥在曲率变化上也

有一定的变化，细节形态更具生机与活力[15]。该种曲

率变化方式可以获得更多的活力和人情味，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产品因为追求简洁带来的冷淡感。 

对表 3 和 5 中不同过渡情况的视觉偏好程度的调

研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人们对高连续性带来的统

一感效果更加偏好，尤其是从切线连续到曲率连续，

同时向更高连续性靠近的情况也有相对更高的偏好

比例。四种曲率过渡方式中，由于短时间被调研者无

法体会产品细节过渡的原因，偏好比例较为接近，感

受差异较低，但⑥仍略高一些，表明了人们的潜在视

觉取向是富有变化和韵律感的细节曲率变化造型。因

此在圆角设计时，可通过提高过渡处的连续性以及采

用富有变化和韵律感的曲率变化来获得更佳的视觉

效果。比如 Mac pro 过渡的曲率细节和最终表现见图

5（图片摘自 Apple 官网）中的 Mac pro，通过对轮

表 4  不同曲率变化的圆角的视觉对比 
Tab.4 The visual comparison of fillet with different curvature 

说明 固定曲率的圆角 变化的连续半径圆角 

编号 ⑤ ⑥ ⑥ ⑥ 

圆角曲率梳 

 

侧轮廓 

  

表 5  对表 3 和 5 中不同过渡情况的视觉偏好程度的调研结果 
Tab.5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visual preference degree for different transition situations in tables 3 and 5 

 

编号 
表 3 表 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⑥ ⑥ 

偏好选择比例 9% 24% 32% 33% 23% 24% 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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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Mac pro 过渡的曲率细节和最终表现 
Fig.5 The transition detail and the final performance of the 

curvature of Mac pro 

廓边界的提取可知，其简洁造型的转角采用了类似的

过渡方式，同时对于较易察觉的水平方向采用相对平

缓的过渡，竖直方向采用较为急促的过渡方式，曲率

变化节奏张弛有度，使得最终的造型形态极具圆润的

柔美和视觉张力。 

3.2  分割线的运用 

产品分割线从本质上讲是缝隙，其间隙的阴影形

成的暗色线条以及部分有倒角的分割线圆角产生的

高光线条对视觉有很强的引导和分割作用，使产品视

觉元素复杂度增加，影响产品视觉表现。但在其设计

过程中，通过选择合适的分割线和圆角大小及利用分

割线的联想性，可对产品的视觉美感带来积极的改善

作用。 

3.2.1  分割线间隙以及圆角大小的选择 

不同大小的分割线缝隙和圆角大小的视觉表现见

表 6，分割线间隙越小，其越不明显，分割线两侧越趋

于整体；缝隙越大，分割线越明显，分割感也越强。 

当不使用圆角时，分割线两侧因表面方向一致，

其延伸连续的感觉较强，同时尖锐边界可以带来高精

度的装配联想和规整简洁感，进而产生科技感。当采

用圆角时，圆角处产生的高光线条以及两侧表面向内

部延伸的视觉效果使得分割作用更加强烈，同时产生 

表 6  不同大小的分割线缝隙和圆角大小的视觉表现 
Tab.6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ize and the fillet size of the split line 

        间隙 

圆角 

   

无 

  
小 
 
 
 
 
 
 
 
 
 
 
 
 
 
 
 
 
 
 
 
大 

 

 

 
 

 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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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圆润感，增加了亲和力，而且圆角越大，分

割感与亲和力也越强。 

因此在分割线设计时，应根据细节需要具体表现

的特征采用适宜的间隙及圆角大小。在需要强调一体

性和简洁感时，应选择小间隙小圆角或不使用圆角的

分割线；在需要强调产品构造或视觉引导时，应选择

较大的间隙和圆角。同时结合不同圆角大小带来的感

受综合考虑是否使用圆角和圆角大小。 

Gogroove BlueSYNC SRC 蓝牙音箱见图 6（图片

摘自 Rakuten 网），其腰围和顶部分割线的无圆角设

计使得表面圆润统一，整体感和简洁感较强，同时腰

围处的小缝隙使得上下部分更一体，而顶部的大缝隙

则凸显了操作区域以及形成了与音箱口相匹配的线

条造型。Joseph Joseph 可添加补充液的不锈钢香皂见

图 7（图片摘自 John Lewis 网），顶部大圆角突显了

添加补充液的功能区域，腰围处小缝隙小圆角则在视

觉上以较不明显的方式既保证了整体性，又一定程度

上突显了分模关系，同时也在视觉上调和了顶部视觉

元素过于集中的现象。 

              

图 6  Gogroove BlueSYNC SRC 蓝牙音箱 
Fig.6 Gogroove BlueSYNC SRC Bluetooth speaker  

 

图 7  Joseph Joseph 可添加补充液的不锈钢香皂 
Fig.7 Joseph Joseph refillable stainless steel soap 

3.2.2  利用分割线的联想性进行分割线的设计 

联想性指当使用者看到一个形态时，会想到其功

能、成型方式、设计理念等，即形态语义[16]。对于分

割线，装配关系是最常见的联想之一，而装配通常伴

随着部件的相对运动，故可利用该联想性引导用户行

为，指示产品功能，使得原本不可避免的分割线赋予

功能后赘余感被大大削弱。该合理性使得其造型复杂

度有所下降，产品视觉感受得到提升。故在产品分割

线的形态设计时，可充分利用其联想指示性特征来进

行设计。 

如利用分割线间隙大小的指示性，间隙越大，因其

装配难度较小，分割线处可能发生相对位移或旋转的指

示性越明显；间隙越小，因其装配精度高、难度大，分

割线处可能发生相对位移和旋转的指示性越弱。 

再如分割线圆角的指示性，因其具有运动导向和方

便人操作的作用以及本身的亲和力，使其具有一定的可

相对运动和可操作的指示作用。如一段相对笔直且伴有

圆角的分割线，其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此处可能发生旋转

的指示；当模块之间分割线具有较大圆角时，其倾向于

传达该处可手动操作或徒手施力产生相对运动的指示，

而小圆角或无圆角的设计更倾向于传达以此处是紧密

装配、不适宜徒手操作或分离的指示。 

TDK Boombox 手 提 音 箱 见 图 8 （ 图 片 摘 自

Pinterest 网），把手和主体之间的大缝隙较为明显地

传达出把手可进行更换的语义指示，同时除两侧螺丝

钉指示了该处需要通过工具进行拆卸外，其锐利的边

界也传达出该处是非手动操作的语义。Sony TR-1825

蓝牙音箱见图 9（图片摘自 Sony 官网），棱线处分割 

 

图 8  TDK Boombox 手提音箱 
Fig.8 TDK Boombox portable speaker 

 

图 9  Sony TR-1825 蓝牙音箱 
Fig.9 Sony TR-1825 bluetooth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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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大圆角不仅给予产品强烈的分割作用，指示该处

可能会发生相对位移的语义，而且也让人联想到其可

通过徒手发生相对位移的语义指示，而这也正是其产

品日常操作的一步。 

4  结语 

产品形态细节设计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产品的

视觉感受。通过建立基本体并改变其基本属性的方

式，探究了圆角及分割线对产品视觉感受的影响。提

出了通过合理选择圆角大小和优化过渡细节提升圆

角表现，及通过合理选择分割线间隙和圆角大小和利

用联想性语义来提升分割线表现的方法。通过问卷调

查和产品案例分析证明，合理的产品细节形态设计将

有助于提升产品的整体视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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