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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汽车内饰中控造型为载体，研究 SUV 车型内饰的图像语言编码模式。方法 以图像语言

为基本代码形式，提取轿车与越野车视觉元素的构成特征，得出轿车与越野车的图像编码；以 33 名专

家用户为被试，采用 8 个 SUV 样本，获得偏向性认知数据。结果 通过特征线构成特征提取与偏向性认

知实验，得出了 SUV 图像编码模式的特征与车型体量存在密切关系，提出了 SUV 内饰编码模式。结论

将图像语言的概念引入汽车造型设计领域，通过研究 SUV 内饰编码模式，为“跨界”新车型设计提供理

论基础和设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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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trol modeling of the automobile interior as the carrier, it researches the image language 

coding pattern of SUV interior decoration. Taking graphic language as basic coding form, the feature of the visual ele-

ments of the car and the off-road vehicle is extracted, and the image coding of the car and the off-road vehicle is obtained. 

The biased cognitive data with 8 SUV samples from 33 experts users are obtained. Through feature extraction and biased 

cognition experim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V image coding mod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vehicle 

body size, and SUV interior coding mode i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mage language i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ve-

hicle styling design. By studying the coding mode of SUV interior,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sign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of "crossover" new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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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是一切视觉艺术和视觉艺术产品的基本存

在形式[1]；语言是人类交流的符号系统，是“意义”的

基本存在形式[2]。图像语言是指以视觉符号编码的意

义系统。在汽车造型领域，图像语言可以定义为：由

视觉符号编码成的，有一定物质形态且能形成对某类

事物认知的系统。汽车内饰既是一种实体概念，又是

一种空间的概念。前者包括仪表台方向盘等可见可触

的部件；后者则是车身部件所“包围”的空间。 

汽车车型是一个广泛的范畴，是 先为人们获得的

视觉信息，不同的车型具不同的造型特征[3]。SUV 即是

一个车型的总称，是轿车与越野车的“跨界”车型。特征

是形态中 显著或独特的部分，作为标志性的、区别性

以及辨识度的形态特点[4]。汽车造型特征都可以用 基

本的点、线、面、体等视觉元素按照一定的语法组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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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汽车造型特征线，研究轿车与越野车的视觉符

号的编码模式，继而研究出 SUV 的编码模式。 

1  图像语言的抽象性与具象性 

图像语言作为视觉产品信息传递媒介，是思维化

合成并传达概念和信息的意义符号系统[6]，具有具象

语言与抽象语言两个层面[7]。具象语言是一种视觉化

的信息，是能被感知到的视觉形态[8]，它具有词汇符

号化的特性，通过不同的语法进行表达。抽象即抽物

取像，抽象语言是由符号合成的对事物本质特征和结

构的反应，具有心理共鸣与表意优势[9—10]。在汽车内

饰设计中，具象语言是能为人感知到的实体形态，包

括结构、色彩、材质等；抽象语言是一个空间概念，

是能表达内饰本质属性的一种语言状态。图像语言的

两个层级的关系（见图 1）：视觉符号经过语法编码

成具象语言，具象语言通过创造性思维有目的、有逻

辑地组成具有特定概念的抽象语言，两者共同的作用

形成了整个汽车造型的图像语言。 

汽车内饰图像语言是由视觉符号编码而成。视觉

符号是用视觉感知形式替代一种意义的符号，它依靠

图像直观的表述[10]。根据视觉符号的编码模式，可以

推演出汽车内饰图像语言的编码模式。视觉符号编码

模式由视觉元素、视觉结构、视觉形象建立 3 个层次

构成[11]，相应的，图像语言编码模式由可图像元素、

元图像、图像形象 3 个层次构成[12]。图像元素是构成

一个整体所需的单位，如点、线、面、体、空间等基

本元素；元图像是由若干图像元素形成且相互依存彼

此制约的有机体；图像形象是元图像集合的形象反

映，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视觉特征。图像语言编码特征

具有共性与个性两个特性，共性是指符号构成的事物

在人的认知反应中表现的是同一类事物，个性是某一

个事物所特有的符号，用于区别于其他个体的存在，

因此汽车内饰的图像编码模式特性是从个性中总结

出共性特征的过程。图像语言编码模式见图 2。 

 

图 1  图像语言构成 
Fig.1 Constitution of graphic language 

 

图 2  图像语言编码模式 
Fig.2 Visual symbol coding model 

2  基于图像语言的 SUV 编码模式研究方法 

SUV（Sport/Suburban Utility Vehicle）是“跨界”

车型，追溯轿车与越野车内饰特征可获得 SUV 编码

特性。轿车是一种用于普通道路人员与行为运输的两

厢或三厢配置的客车，越野车指能够在铺砌路面以及

非铺砌路面行驶的车辆，主要用途是军用与矿运。造

型作为人们 先获得的视觉信息，是识别和判断汽车

的重要途径[13]。汽车特征线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造型信

息[4]，是 基本的图像元素，因此本文以特征线为主

要的图像元素的载体，聚焦在中控台的造型设计，基

于图像语言的 3 个层次研究 SUV 汽车的图像语言编

码模式，研究分为轿车与越野车特征线构成特征提取

实验、SUV 特征线构成偏向性认知实验两个步骤，

具体的研究框架见图 3。 

2.1  轿车与越野车特征线构成特征提取 

本研究选取 8 名具有一定轿车设计经验与造型

知识分析能力的专家（博士、硕士各 4 名）为被试对

象，以轿车与越野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样本筛选、

样本处理、样本测试和数据统计分析 4 个步骤，采取

访谈和特征点统计的方式，获取轿车与越野车特征线

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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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框架 
Fig.3 Research framework 

2.1.1  样本筛选与处理 

根据研究对象与目的对样本进行筛选，以精确性

与普遍性为原则。精确性主要表现在对车型的严格定

义，按照官网官方定义来筛选。普遍性表现在：随机

选取涵盖欧美亚 3 个主车系车型为样本；不同的体量

车型具有不同的造型特征[3]，因此轿车样本覆盖其体

量跨度。 终选取了轿车和越野车各 8 辆。 

本测试的主要目的是提取轿车与越野车中控台

特征线的构成特征，排除其他因素对测试的影响以及

保证信息展示的全面性，所有实验样本采用中控台正

视角度，并对型面变化的特征线、造型轮廓线进行提

取，表达出中控台造型趋势和变化，并绘制出线稿风

格统一的图像样本。因在测试的过程中需要观察线稿

做出车型判断，而方向盘与中控台的比例大小是判断

其车型的常用方法，故剔除了方向盘的特征线提取，

样本结果见表 1。 

表 1  轿车与越野车样本 
Tab.1 Samples of sedan and off-roader 

轿车样 

本编号 
1 2 3 4 5 6 7 8 

轿车样本 

Ford-Fiest
a_Active-
2017 

BMW-5-S
eries-2017 

Volvo-S90- 
2017 

Volkswa-
gen-Passat
_Alltrack 

Chevrolet-
Malibu-20- 
16 

Toyota-Cor- 
olla 

Nissan- 
Mi-cra- 
2017 

Lexus- 
S_F-2016 

    
轿车样 

本处理     

越野车样

本编号 
1 2 3 4 5 6 7 8 

越野车 

样本 

Jeep-Wran
gler_Unli

mited_Alti
tude-2012 

T o y o t a - 
4Runner- 
2014 

Nissan- ter- 
ra-2014 

Mercedes- 
Benz-G-Cl
ass-2016 

Land_Rove
r-Range_R
over_Evoq
ue-2016 

2017-Chevro
let-Colorado-
ZR2 

Mitsubi-
shi-Pajer
o-2015 

Toyota-La- 
nd_Cruise
r-2016 

    

越野车样

本处理     

 
2.1.2  特征线构成特征实验与结果统计 

测试过程为：8 名被试者被要求观察样本车型线

稿图，观察后根据认知选出其属车型，并清楚指明

越野车是传统的越野车而非城市化的越野车，选定

类型后可从特征线与结构等角度出发，说出 4 条以

上的理由。 

经统计，测试结果为：被试者对车型判断的准确

率达到 96.1%，说明轿车与越野车在特征线构成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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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上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剔除车型判断错误原因，

轿车特征线构成特征点总共有 359 个，其中提及次

数较多的是线条变化丰富 58 次，曲线较多且曲率较

大 40 次，几乎每个人在 8 个样本都有提及；越野车

364 个，其中提及次数 多的是线条平直 57 次，特

征线规则 51 次，线条几何分布 40 次，具体的提及

次数见图 4。根据图像语言系统编码的 3 个层次，笔

者将测试中得出的特征点进行分类，具体见表 2。通

过分析与解读分类结果与编码模式，笔者对特征线

的构成特点从线条词汇层、构成语法层、特征线表

意层 3 个层面进行分析归纳（见表 3）：从线条的词

汇层面，即线条的种类，如曲线、折线、长短线、

三维线条、闭合线条、非闭合线条等；从特征线与

结构构成造型的语法层面，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线

条或结构按照语法构成视觉结构，构成语法有重叠、

平行、交错、交汇、穿插、相交、渐消、对称等；

从线条表意层，多种线条按照多种语法形成表达某

种意义的有机整体，如线条的平行与垂直结合的几

何语法构成一种规则图形，表意一种稳重感，线条

穿插包裹，长短线条相辅相成表意一种活泼感。将

结合以上构成特征与图像编码模式结合，形成了其

特有的图像编码模式，见图 5。 

2.2  SUV 特征线构成偏向性认知实验 

SUV 是指多用途运动型车，兼具轿车的舒适性

与越野车的大空间和稳重感，是越野车向休闲轿车延

伸的一种“跨界“车型，因此 SUV 特征线构成特征与

轿车和越野车有着密切关系。为了探索 SUV 构成特

征，设计了 SUV 偏向性实验，实验包括样本筛选、

构成特征偏向测试和结果统计分析。测试以问卷的形

式进行，被试者为 33 名有汽车造型设计经验的专家

用户，其中包含 10 名女性，23 名男性。 

 

图 4  特征点提及次数 
Fig.4 Features and their mentioned times 

表 2  特征分类 
Tab.2 Category of features 

轿车特征点分类 越野车特征点分类 

图像元素（108） 元图像（126） 图像形象（93） 图像元素（123） 元图像（140） 图像形象（49）

线条平直（57） 

特征线规则变化

小（51） 

线条几何分布

（40） 

布局对称（20） 

型面变化小（18） 

比例均衡（16） 

方块方正（12） 

中控台突出（12） 

分块简洁（8） 

简洁（30） 

厚重（30） 

硬朗（24） 

呆板（4） 

力量感（3） 

理性（2） 

线条变化丰富

（58） 

曲线特征较多曲

率大（40） 

少有平行垂直线

条（24） 

倾斜特征线（18）

短特征线（7） 

层次感丰富（27） 

型面变化丰富

（20） 

比例细长（18） 

穿插复杂（16） 

线条过渡柔和

（12） 

非对称结构（11） 

立体感强（11） 

不规则分块（10） 

细节多（5） 

灵动（10） 

节奏感强（7） 

流畅（7） 

精致（7） 

科技感（6） 

亲和力（4） 

运动感（4） 

时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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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轿车与越野车特征线构成特征对比 
Tab.3comparison of sedan's and off-roader's feature line constitutive features 

 轿车 越野车 

特征线词汇层 
曲线，折线，长线，短线，闭合线条，非

闭合线条等 
直线为主，小曲率曲线，规则折线

构成语法层 

线条构成语法 
重叠、平行、交错、交汇、穿插、相交、

渐消等 
垂直相交，平行等规则构成方式 

结构构成语法 
不规则分块，不对称结构，细长比例，层

叠结构，丰富的型面等 

几何造型，对称造型，均衡比例，

简单型面等 

特征线表意层（视觉形象） 
生动活泼，亲和力，精致，科技感，流畅，

时尚，运动感等 

稳重，简洁，厚重，硬朗，理性，

力量感等 

 

图 5  轿车与越野车图像语言模式特征 
Fig.5 Visual coding model feature of sedan and off-roader 

2.2.1  样本筛选处理 

样本筛选秉承实验一的精确性与普遍性原则，选

取官方定义的 SUV 车型且覆盖欧美亚 3 个车系，体

量大小覆盖紧凑型、中型、中大型 3 个体量。为了能

使被试者对特征线有一个全面的感知且保持与实验

一样本的一致性，样本车型选取正视角度，且提取了

对中控造型特征有影响的特征线，样本详情见表 4。 

表 4  SUV 样本 
Tab.4 Samples of SUV 

SUV
样本

编号 
1 2 3 4 5 6 7 8 

SUV
样本 

Nissan- Ro-
g u e _  S p o r t 
-2017 

Volkswa ge- 
n-Tiguan_2
017 

Honda 
CR-v 2017

Land_Rove
r-Range_Ro

ver 

Lexus-NX- 
2015 

BMW-X1- 
2016 

Ford-Expl
orer-2016 

Toyota-
Highland-

hland-
er-2017 

    
SUV
样本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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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特征线构成特征验证实验与结果统计分析 

测试中，要求被试者观察 SUV 内饰的线稿图，

根据对其的认知进行偏向性打分，1 分是非常偏向轿

车，5 分是非常偏向越野车（越野车指传统越野车非

城市越野车，问卷中明确了轿车、SUV 与越野车的

定义），分数要求为整数分数，完成评分从提供的选

项（来源于实验一得出的轿车与越野车的特征线构成

的聚类总结）中勾选打分理由。对 SUV 问卷结果进

行统计，见表 5。根据数据统计结果，从整体与个体

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总结。 

表 5  偏向性认知结果统计 
Tab.5 Data statistics of cognitive biased experiment 

样本 

编号 
N 轿车特征权重/% 越野车特征权重/%

1 2.82 54.6 45.4 

2 3.25 52.0 48.0 

3 2.55 86.2 13.8 

4 3.80 8.3 91.7 

5 3.00 61.5 38.5 

6 2.18 81.3 18.7 

7 4.00 3.2 96.8 

8 3.18 52.1 47.9 

N 3.09 51.1 48.9 

 
从整体角度出发，SUV 偏向度分数平均分为

3.09，无明显偏向度。样本 4，6，7 的分数偏向比较

明显，其余样本无明显偏向度且轿车特征与越野车特

征平均权重基本处于一个均衡分布的状态。偏向度比

较明显的样本占比高达 37.5%，且偏向性与其相应的

特征所占的权重呈正相关变化，因此考虑到可能跟

SUV 的体量有一定的关系，于是将体量与其偏向性

做了一个关联性分析，见图 6，结果表明，当 SUV

体量越大其内饰构成特征越偏向越野车，体量越小其

内饰构成越偏向轿车。 

从单个样本角度出发，其偏向性打分与其相应特 

 

图 6  SUV 体量与偏向性认知关联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me of SUV and biased cog-

nitive 

征的权重基本成正比关系。为研究其具体的特征构成

模式，抽取其中的两个偏向性不明显的且具有典型构

成特征的样本进行结果统计分析，见图 7。A 与 B 选

项属于特征线词汇，C 与 D 为构成语法，E 与 F 为结

构特征，G 与 H 为视觉形象。由图 6 可知，SUV 构

成特征具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轿车与越野车特征占比

均衡；另一种在视觉编码模式层级中表现为，当轿车

词汇特征明显时，其构成语法相对较弱，其构成特征

较明显，其视觉形象特征较弱，此特征构成表现在越

野车中呈相反变化，因此偏向性不明显的 SUV 在构

成特征方面表现为交替抽取方式构成。 

 

图 7  单个样本中轿车与越野车造型特征所占权重 
Fig.7 Percentage of sedan's and off-roader's features on a 

SUV  

综上所述，SUV 内饰图像语言编码模式共有两

种。轿车与越野车特征在 SUV 上权重与其体量有密切

关系，表现为 F(Y)/F(J)=V(S)，F 为特征偏向度基数，

V 为体量，Y 为越野车，J 为轿车，S 为 SUV；当体量

越小时，轿车内饰构成特征越明显，同时包含小权重

的越野车造型特征；当体量越大时，越野车内饰构成

特征越明显，同时包含小权重的轿车造型。当 SUV 的

体量处于中间状态时，即轿车与越野车特征权重趋向

均 衡 ， 其 特 征 构 成 关 系 可 表 现 为 ：

F(S)=L1(J)+L2(Y)+G1(J)+G2(Y)+S1(J)+S2(Y)+I1(J)+I2(Y)，

L 为特征线，G 为构成语法，S 为元图像，I 为图像形

象。变量系数 L，G，S，I 的关系有两种模式：变量

系数的关系表现为 L1<L2 时，则 G1>G2，S1<S2，G1>G2；

当 L1>L2 时，则 G1<G2，S1>S2，G1<G2；变量系数的

关系表现为 L1≈L2，G1≈G2，S1≈S2，G1≈G2。 

3  结语 

本文将图像语言的概念从二维延伸至三维并引

入汽车设计领域，从构成图像语言的符号意义特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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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特征线为基本视觉元素、中控台造型为载体，

结合视觉符号的编码模式，形成了一套基于图像语言

的内饰编码模式。通过追溯轿车与越野车图像编码模

式来研究“跨界”车型 SUV 的内饰编码模式，研究结

果发现 SUV 内饰编码模式与体量关系密切，且存在

两种内饰编码模式。基于图像语言的 SUV 内饰编码

模式的构建，实现内饰造型设计的结构化与理性化，

为“跨界”车型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设计指导。 

本文是以特征线为基本的图像元素进行编码模

式的研究，但汽车内饰不仅只包括特征线一个图像元

素，还有特征面、色彩、材质等元素，可在后续的研

究中作出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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