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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产品设计中人机工程学与产品语义学的相互区别与联系，研究在产品设计中合理协调

处理两者关系的方法。方法 通过对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在产品设计中的表

现形式的讨论，结合案例分析，对两者的相互影响进行探讨；将产品设计对象划分为满足基本使用功能

的形态设计与满足非基本使用功能的形态设计两类，对设计中协调处理人机学与语义学的方法进行讨

论。结论 归纳总结了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学在产品形态设计中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在产品设计中

协调处理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学要素的具体指导意见。 

关键词：人机工程学；产品语义学；产品设计；协调方法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06-0224-05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8.06.043 

Relationships between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in Product Design 

XU An-hang, WANG Yao, YANG Sui-xian, XU Shi-yao 
(School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in product 

design and also investigate the methods to deal with conflicts between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in product de-

veloping process. It has been discussed firstly that the content, research method and form of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

mantics relating to product design. Secondly, it has been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that the interplay between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Finally, the possible solutions to coordinate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have been pre-

sented by dividing the design objects into two types, essential use function design and moral function design of product. It 

has been summarized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in product design. Several 

practical guidances have been suggested for designers to coordinate the application of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i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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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设计中，设计师们很早就开始关注并应

用人机工程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对产品语义学的关

注则较晚。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的产品语义

学凸显出其迎合新时代需求的优势，逐渐成为产品

设计中设计师关注并应用的又一重要学科[1]。产品语

义学是在反思人机工程学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一门新的学科，与人机工程学一起共同指导着设计

师的设计行为。既往对于两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

自学科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而鲜有研究如何在产

品设计实践中有机协调两者的相互影响。如对产品

语义学，有诸如探讨产品设计中的语义思维方式 [2]

以及结合厨房情境进行探讨的研究出现[3]；对人机工

程学，有结合家具、医疗器械进行的研究[4]，却较难

找到对两者之间关系和相互影响研究的文献资料。

事实上，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学必然有着许多不

同，同时在设计中也有许多联系和相互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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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在实际产品设计中的

合理处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协调方法，将有助于

设计师们设计出具有更高人机效率和具有更好用户

体验与情感表达的产品。 

1  人机工程学与产品语义学的区别与联系 

人机工程学在战争中发展起来，为的是使士兵在

操作武器时更加方便、减少操作失误以提高效率。人

机工程学强调一切器物的设计都要考虑人们生活、工

作的安全舒适等，它的研究内容是人—机—环境的最

佳匹配[5]。 

产品语义学被认为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它的核心

在于使用一定的“符号”表达特定的“语义”[6]。这个符

号可以是一个造型元素（如点、线、面等），也可以

是一个视觉符号（如电源开关、音量大小调节等指示

性图案）。所表达的语义分为两类：外延义和内涵义。

外延义是指与产品物质相关的特性，包括使用目的、

操作方式等内容；内涵义指产品的精神功能，它涉及

到情感、心理以及社会性、文化性的象征因素等[7]。 

1.1  区别 

工业时代的产品以功能、结构为设计的主导因

素，是人机工程学发展成熟的主要时期。人机工程学

运用生理学、解剖学等获得人类特性临界值数据，用

于指导产品设计，因此人机工程学领域有大量的关于

人体尺寸的论述，而没有足够地对人类认知和审美的

研究，这就形成了人机工程学大多数内容易量化的特

点。人机工程学强调物适应人的需求，根据使用者来

设计对象的形状尺寸。老式机床见图 1，这样的装置

很好地实现了其功能，操作上也具有合适的人机尺

寸，但是对使用者是冷冰冰的，没有美感的，也难以

产生精神上积极的联想。 

 

图 1  老式机床 
Fig.1 Old-fashioned lathe 

产品语义学产生的背景是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使得产品功能和操作趋于黑箱化，使设计在形

式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8]。语义学所关注的内容是人

们在看到眼前的产品时内心的联想。此外，因为产

品语义学所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感性和认知的东西，

所以难以直接用数据来表示。相比于人机工程学，

产品语义学致力于赋予产品自我解释的功能，力图

使使用者看到产品就能理解其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

等信息。某空调挂机侧面见图 2，淡蓝色部分的外轮

廓及两条渐消线的设计模拟了风的流畅性，使人联

想到风，而此处恰好又是出风口，造型的设计与功

能相契合，显得十分自然与易于理解；同时淡蓝的

颜色具有清新自然的语义内涵。人机工程学和产品

语义学的区别见表 1。 

 

图 2  某空调挂机侧面语义设计 
Fig.2 The semantic design of an air conditione's side 

表 1  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学的区别 
Tab.1 The differences of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人机工程学 产品语义学 

产生

背景

产品的功能、结构为 

设计的主导因素 

产品功能与操作 

趋于黑箱化 

特点 易量化、图形化 感性，难以量化 

内容 人—机—环境的优化配置 认知、思维的联想性

其他 改变物来适应人体尺寸 
使产品易于理解、 

具有自我解释功能 

1.2  联系 

人机工程学以人为中心，而产品语义学是人机工

程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它继承了人机工程学以人为

中心的宗旨，都力图改变产品以适应人的需求。人类

的发展史都离不开提高效率和使人舒适的亘古不变

的追求，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学的目标都含有提高

效率并使人感到舒适的方面。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

学的研究均离不开对人因要素的关注，都需要进行大

量的数据搜集和整理。表 2 给出了人机工程学和产品

语义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宗旨以及研究目标方

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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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机工程学和产品语义学的联系 
Tab.2 The similarities of ergonomics and product semantics 

研究对象 人和产品之间的交流、人的因素等 

研究方式 大量的试验调研、大量的数据搜集和整理

宗旨 以人为中心 

目标 使人感到舒适，提高效率 

2  人机工程学与产品语义学在产品设计中

的协调方法 

人机工程学与产品语义学具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内

容，但在产品设计中又存在着诸多联系，同时它们也

相互影响。通常来说，产品语义的运用要受到人机工

程学的限制。长久以来，人机因素都是产品设计要首

先考虑的问题，它在大量人体数据的支撑下保证产品

可用性。学龄儿童鼠标设计见图 3，首先要考虑鼠标

的持握尺寸以及按键的大小，必须符合学龄儿童的使

用，然后在人机尺寸的范围内进行创意设计[9]。大多

数情况下，产品的价值是通过其使用功能来体现的，

没有使用功能，设计上的任何语义表达都将失去意义。

同时，语义的传达需要依附于一个具有确定尺度参数

的造型形态，人机因素会影响语义的准确传达。 

 

图 3 学龄儿童鼠标设计 
Fig.3 Mouse design for school-age children 

语义要素和人机因素共同影响设计对象的最终

形态和尺寸，但人机因素和语义因素又作用于产品设

计的不同方面[10]。在一个具体的产品设计案例中，两

方面的因素将共同影响产品的最终形态和尺寸。台灯

基座设计见图 4，曲线的形状具有流畅的走势，体现

现代设计风格，其造型模拟了书架并实现置物功能，

这是从产品语义学的角度提出的设计概念，而为了保

证产品的照明效果，则需要从人机学的角度对产品的

整体长宽高进行一定限制。 

 

图 4  台灯基座设计 
Fig.4 The design of the base of a lamp 

概括地讲，人机工程学保证产品的可用性而产品

语义学则赋予产品人情味，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侧重

点。从设计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先于传达语义的要求，由此本文尝试从造型满足基本

使用功能和满足非基本使用功能的角度探讨在产品

设计中协调处理人机学要素和产品语义要素的一般

化方法。 

2.1  第一类为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造型对象 

这类对象的典型代表是显示屏、按钮、踏板等。

这些是满足功能不可缺少的部件，且和操作者直接接

触或有大量交互动作。在对这类对象进行设计的时

候，首先以人机工程学相关理论为基础确定一个围绕

最优解的合适的尺寸范围，语义的运用在此范围内进

行，尽可能地去靠近最优解[11]。通常情况下完美传达

语义的形态并不一定符合人机最优解的要求，因此，

需要根据人机学的要求，对表达语义的造型形态进行

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是，当语义传达要求的尺寸突

破了人机的范围时，以满足人机学要求的形态尺寸进

行修正，适当牺牲语义传达效果。比如显示屏的设计，

为满足信息显示和交互操作的要求，首先设计师要保

证足够的显示区域，在此前提下可赋予其具有特定语

义的外形或添加特定风格的装饰等，一旦形态语义设

计影响到显示的效果，就必须对造型形态进行修改。 

2.2  第二类是满足非基本使用功能的造型对象 

这类对象的典型代表如机箱外壳，汽车外覆盖件

等，它们给予了产品特定的语义。在对它们进行设计

时具有较大的自由度，通常由设计师根据想要表达的

主题创造出完美表达语义的基本形态，然后考虑人机

等因素进行考量和修改[12]。在对此类对象进行设计时，

人机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格，形态变化的自由度较大，

易于选取更加合适的形态，但是如果语义形态不能满

足人机的基本要求，同样会被修改。手持订书机设计

见图 5，外轮廓曲线模仿了吃豆人的造型，再加上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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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手持订书机设计 
Fig.5 The design of a stapler 

色的运用使其变得更加可爱，具有了特定的语义内涵。

此外考虑到手持的使用方式，必然要控制其尺寸以符

合人机的要求。在尺寸初步确定后，又反过来评估造

型是否表达相应的语义，以确定最后的造型方案。 

在理想状态下人机和语义能得到合适的协调，但

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可能难以得到良好的调和。比如一

些以结构为设计主导因素的产品中，语义的运用受到

更大的限制；或是一些力图表达强烈风格的产品中，

人机的因素会影响强烈语义的表达。面对这样的情况，

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对于大众化使用的产品更趋向于

满足人机要求而改变或舍弃语义的传达，而对于小众

化的、极具个性的概念性产品，则更趋向于优先满足

语义的要求而牺牲一部分操作的便捷性。一套容器的

设计见图 6，可以看出其把手的设计极具特点，这样

的设计代表了一种尖锐几何的设计风格，但是这样的

把手并不符合人机的要求，使用起来是不舒服的。 

 

图 6  一套容器的设计 
Fig.6 The design of a series of containers 

3  “拥抱”情侣手机设计案例 

在以“拥抱”为主题的情侣手机设计中，见图 7，

设计师采用了合体式设计，并且在两部手机之间构建

了一条曲线来模拟拥抱的动作，体现了“拥抱”的主题

和亲密的感觉。该曲线位于手持部位，直接与“手”相 

 

图 7 “拥抱”手机的侧面设计 
Fig.7 The design of "Hug" cellphone's side 

关，于是造型同时具有了“拥抱爱人的手”和“持握手

机的手”的双重涵义。该曲线的主要作用在于表达特

定的语义，而非满足操作和实现手机的基本使用功

能，因此设计的出发点在于语义的传达。在基本形态

确定的基础上，结合手持功能，初定持握区域的人机

尺寸为 40 mm×3 mm。在确定要所传达的语义没有缺

失后，决定保留初步设计的尺寸。 

在进行机身侧面按键设计时，考虑到按键是满足

基本使用功能的必须部件，而且被大量操作，在设计

时设计师便以人机尺寸为先导，确定的单个按键尺寸

为 10 mm×2 mm，两个按键所占总区域为 23 mm× 

2 mm，然后考虑赋予其语义。在进行语义设计的时

候，进行圆角的处理以减少尖锐感，使其符合整体设

计风格。此外考虑使用镀铬工艺，使其更加凸显于手

机侧面并增加高端感。 

“拥抱”情侣手机的最终设计效果见图 8，在此设

计当中，侧身曲线和机身侧面按键是具有不同典型特

征的设计对象。在对确定对象进行设计前，首先判断

其是否为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部件，然后根据不同情

况进行设计。 

 

图 8  “拥抱”手机最终设计方案 
Fig.8 The result of "Hug" cellphon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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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人机工程学是满足人机操作和功能的必要考虑

因素，产品语义学使人们在使用产品时更加舒心。这

两门学科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人

机工程学强调人—机—环境协调而产品语义学注重

形态和认知的契合。通常情况下，语义的运用受到较

多的来自人机因素的影响，但有时候为了表达的语义

效果，会牺牲一些人机操作的便捷性。在设计活动中

应根据设计对象的实际情况，协调两方面的因素。满

足基本使用功能的造型对象优先考虑人机的要求，满

足非基本使用功能的造型对象则优先考虑语义的传

达。 

本文在讨论两者的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按满足

基本使用功能需要和非基本使用功能需要的设计任

务给出了协调人机学与产品语义学要素的方法，并给

出了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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