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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确定电动汽车内饰设计要素与科技感的关系，获取与科技感风格意象关联度较高的感性词

汇，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案例设计中。方法 构建内饰科技感的意象认知层次模型，以量产车和概念

车内饰为对象，以统计问卷调查的频数均值作为方法，获取设计要素、类型要素与科技感的关联度及科

技感语义特征关联词汇，并探讨这种关联关系和关联词汇的设计应用意义。结论 为电动汽车内饰科技

风格主题设计和评价提供依据和支持。设计要素与科技感以及意象关联词汇的研究表明，风格要素是关

联科技感的关键，关联内饰科技感要素层级中，风格要素高于品质感要素，品质感要素高于功能要素；

词汇统计结果表明，科技感意象认知语汇为简洁、炫酷、未来感和智能；对于量产车和概念车，内饰科

技感的设计要素及其关联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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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elements of electric car interior desig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to obtain the emotional vocabulary with a high degree of relev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and apply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the actual case design. This paper uses the frequency mean of the questionnaire as the 

method to obta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sign elements, type element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and acquire 

the semantic words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and to explore the design application meaning of this rela-

tionship and related vocabular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them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of the electric car interior. The research of elements des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and related vocabulary shows 

that the style elements are the key to relate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in level relationship of type elements, style 

elements are higher than quality elements, quality elements are higher than functional ele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 of re-

lated vocabulary is concise, cool, future and intelligent; for the production car and concept car, design elem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of the interior and their releva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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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感成为产品的核心意象和重要卖点之一[1]。

设计师表达情感形成产品风格意象，用户需要通过产

品形态、色彩、材质等设计要素来感知风格意象[2]。

设计师通过“设计要素”表达设计意图，用户通过认

知解释“设计要素”形成感知意象，设计意图和认知

解释之间的连接关系取决于设计要素和感知意象的

关系[3]。本文以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的感知意象为研

究重点，探讨内饰科技感与内饰设计要素关联性，为

基于科技感风格意象的内饰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1  感官设计要素与科技感的感知意象 

1.1  电动汽车内饰的感官设计要素 

人的感官中，视觉最为敏锐。电动汽车内饰的视觉

信息主要体现在形态、色彩、材质、屏幕及灯光等感官

要素上。造型是设计师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体现了整

体汽车风格意象特征[4]。汽车内饰的造型要素一般包括

仪表板整体、方向盘、座椅、中控、辅仪表及其他部件

等；色彩、材质是内饰情感设计的品质感载体，品质感

是感官判断和心理感受的主观反映[5]；屏幕界面是用户

与汽车交互关系中的功能性载体，又是体现内饰科技感

的重要载体；氛围灯光除了具备照明等功能外，又是营

造内饰科技感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将关联电动汽车内

饰科技感的感官设计要素，分为仪表板整体造型、方向

盘造型、座椅造型、中控造型、辅仪表造型、色彩、材

质、屏幕界面、氛围灯光等。按照感官设计要素的作用

倾向，将感官设计要素分为风格要素，品质感要素和功

能要素 3 个类型，见表 1。 

表 1  感官设计要素类型及图例 
Tab.1 Types of sensory design elements and illustration 

类型 感官设计要素 

风格要素 

仪表板整体造型 方向盘造型 座椅造型 中控造型 辅仪表造型 

  
品质感要素 色彩搭配、材料质感 

功能要素 屏幕界面、氛围灯光 

 

1.2  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的感知意象 

1.2.1  科技感的来源 

科技感是受欧美产品影响而形成的独特审美观，

同时是高科技风格传承的结果[6]。当代科技感与科技

本身有所区别，它体现的是大众的消费价值，在设计

中可通过感官体验的价值符号来表达[7]。科技感的意

象属性比较综合，既是技术进步的体现，又是具有代

表性的审美风格。电动汽车的发展与科技密切相关，

科技感作为技术进步的体现，是内饰设计至关重要的

诉求点，因此，本文从科技感感知意象的角度研究电

动汽车内饰的设计要素。 

1.2.2  科技感的意象感知过程 

感性意象是综合感官反应所产生的心理情感。人

们通过感知系统（感知觉）接收产品设计要素的信息

形成产品感性意象认知[8]。用户接受产品信息后，基

于已有的感性认知的隐性知识（大脑中储存的认知印

象）与眼前对象进行匹配与评价，进而完成对感性意

象的整个感知过程[9]，见图 1。 

描述、研究风格意象，应结合产品的特征形象和

美学认知。构成风格的要素主要有视觉特征和语义特

征。特征形象的表征是实体性的，美学认知的表达

则是语义性的[10]。科技感的视觉特征是对产品物理 

 

图 1  用户对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的意象感知途径 
Fig.1 User 's perception of the im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feeling of electric car interior  

属性的描述与表征，包括形状、色彩、材质等，即

科技感的特征形象；科技感的语义特征则是用户对

产品的认知表达，即科技感的美学认知。基于视觉

表征和认知表达，能够形成用户对内饰科技感风格

意象的感知空间。 

1.2.3  内饰科技感的意象认知层次模型 

本文参考陈长链提出的产品音乐感认知层次模

型[11]，根据科技感的意象特征及电动汽车内饰设计要

素，构建了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的认知层次模型，见

图 2。在视觉特征层中，用户通过对内饰特征形象（形、

色、质、光、界面等）进行感知，获得内饰科技感的

直观认识；在语义特征层中，用户通过匹配大脑中既

存的认知印象，形成了相应的情感认知，并以词汇（简

洁、炫酷、未来感和智能等）的形式进行表达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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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在时空特征层中，用户通过对视觉特征与语义

特征的结合，形成了对意象的整体感受（风格、情感、

体验、意境等）。用户对于内饰科技感意象的认知是

从视觉、语义、时空逐层深入，对应认识，记忆，感

受的过程[12]。 

 

图 2  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的意象认知层次模型 
Fig.2 Imagery cognitive hierarchy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of electric car interior  

2  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认知调研 

基于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的意象认知层次模型，

开展了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认知调研，以考察电动汽

车内饰科技感意象的视觉特征及语义特征，从而得到

用户对内饰科技感风格意象的感知空间。调研目的由

两部分构成：获取设计要素与内饰科技感之间的关联

程度；搜集关联内饰科技感意象的语义词。 

2.1  样本库建立与样本选择 

综合参考近几年主流汽车网络媒体关注度，对考

察的车型进行选择，最终选定具有代表性的 3 款量产

电动车内饰和 4 款概念电动车内饰，建立了电动汽车

内饰代表样本库，见表 2（图片摘自 netcarshow.com）。

库中车型覆盖：MINI，Tesla，Mercedes Benz，Nissan，

Peugeot，BMW 等各系汽车品牌。为控制图片质量，

尽量选择角度相似的图片。量产车样本有：造型圆润

复古的 MINI、骨感时尚的 Tesla 和片层穿插的 BMW

（i3）；概念车样本有：材料工艺特殊的 Peugeot、交

互方式创新的 BMW（vision-next100）、采用大横屏

设计的 Nissan、使用氛围光带的 Mercedes Benz。 

表 2  电动汽车内饰代表样本库 
Tab.2 Sample library of the electric car interior representation 

  指定样本   

量产车  
BMW-i3 

2016 

 
MINI-Cou- 

ntryman 2016 

 
Tesla-Model 

X 2016 

 

概念车   
BMW-Vision-Next-100 

Concept-2016 

 
Nissan-IDS 

Concept-2015 

 
Peugeot-Fractal 
Concept-2015 

  
Mercedes-Benz-Generation-EQ 

Concept-2016 
 

2.2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时，考虑到量产车与概念车内饰的布

置、设计要素不尽相同，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获取测量

结果，本文对量产车与概念车采取分开设题的方式，

且选项设置略有差异。另外，本次实验中，设置的设

计要素选项指的是造型、色彩和灯光等感官设计要

素，而不是驾驶或乘坐汽车体验的交互过程中易用

性、人机工程等要素。 

电动汽车大众评价问卷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研究内饰科技感意象的视觉特征，第二部分研究内

饰科技感意象的语义特征。第一部分内容，要求被试

从设计元素研究样本中挑选关联科技感的设计要素，

以研究设计要素与内饰科技感之间的关联程度。量产

车的设计元素选项为色彩搭配、材料质感、整体仪表

板造型、中控造型、方向盘造型、屏幕界面及自填选

项；概念车的设计元素选项为色彩搭配、材料搭配、

整体仪表板造型、辅仪表造型、座椅造型、方向盘造

型、屏幕界面、氛围灯光及自填选项。第二部分内容

为，要求被试主观填写与科技感意象相关联的语义

词，以获取内饰科技感意象关联的语义特征。 

3  认知调研数据统计与分析 

本次调研共收到 325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被

试者占 45.85%，女性被试者占 54.15%。问卷中为车

主或者对汽车内饰有一定了解的被试者占 78.15%。 

3.1  设计要素与内饰科技感关联程度调研结果 

3.1.1  单个设计要素关联程度结果 

通过问卷统计得到不同设计要素关联电动汽车

内饰科技感的频次均值，见图 3。频次均值的大小能

够反映该设计要素与内饰科技感之间的关联程度。统

计结果显示，量产车中，仪表板整体造型关联内饰科

技感的频次最高（194 次），且明显高于第二位的中

控造型（151 次），随后是色彩搭配、材料质感、屏

幕界面，而方向盘造型影响相对较小（89 次）；概念

车中，关联内饰科技感的设计元素频次最高的依然是

仪表板整体造型（206 次），明显高于色彩搭配（167

次），随后是材料质感、座椅造型、方向盘造型、屏

幕界面、氛围灯光，而辅仪表造型频次较低（108 次）。

可见，无论是量产车还是概念车中，内饰仪表板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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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计要素关联结果 
Fig.3 Design elements association results 

造型与科技感关联程度都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内饰的整体意象风格，是表达内饰科技感需要重

点展示的部分。色彩和材质被人们感知为充满强烈感

情特征的表面特点[13]，统计结果也显示出它们与内饰

科技感的关联程度较为明显。相对而言，屏幕界面和

灯光等功能要素对于人们感知科技感的作用小于形

态、色彩和材质等要素。 

3.1.2  类型要素关联程度结果 

通过对相应类型下的感官设计要素的频次求均

值，并对设计要素的频次划定词频置信区间（85%）

的方式，剔除了量产车与概念车选择频次最少的要

素，获得了不同类型要素（风格要素、品质感要素、

功能要素）与内饰科技感之间的关联程度，见图 4。

从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量产车还是概念车，风格要

素的频次均值最高，其次是品质感要素、功能要素。

这反映出 3 类感官设计要素具有一致的层级关系，即

风格要素与内饰科技感的关联程度大于品质感要素，

品质感要素与内饰科技感的关联程度大于功能要素，

见图 5。可见，造型对科技感的审美意象感知尤为重

要。类型要素的层级关系从侧面反映出：科技感作为

内饰诉求点，虽然是技术进步体现，但并不代表一味

追求功能先进，体现了大众对内饰科技感的意象感知

主要侧重于产品造型情感和品质感知这种更高层次

的感性诉求方面。 

 
      a 产量车类型要素关联结果 

 
       b 概念车类型要素关联结果 

图 4  类型要素关联结果 
Fig.4 Type elements association results 

 
图 5  类型要素关联内饰科技感的层级关系 

Fig.5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of type elements 

3.2  科技感关联语义词调研结果 

从 325 份有效问卷中搜集到科技感意象的关联

词汇 797 个。为了对词频进行统计，对词义相近的词

语进行合并，保留高频词语作为筛选之后的结果。例

如，将简洁、极简和简约等词合并为词频较高的简洁。

同时，将形容词词频和名词词频分开进行统计。结果

（见图 6）表明，与科技感关联度较高的感性形容词

为简洁、炫酷、未来感和智能等，与科技感关联度高

的名词有飞船、电子产品和机器人等。另外，作为本

文划分的设计要素，大屏幕和灯光也出现在了关联语

义词中。触控、全息投影和无人驾驶等交互方式也是

大众认为能够关联内饰科技感的方面。通过调研问卷

搜集到内饰科技感意象认知语义特征层的相关语义

词，即简洁、炫酷、未来感和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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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词频统计结果 
Fig.6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results

4  某电动汽车内饰概念设计方案 

通过实际案例对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应用。该案例

来源为国内某主机厂，要求以科技感为设计主题进行

电动汽车内饰概念设计，笔者全程参与了该项目。为

了标定设计主题和设计元素[14]，综合运用调研结果指

导设计，首先基于视觉特征和语义特征构建了情境版

见图 7，从内饰科技感语义特征关联词汇（简洁、炫

酷、未来感、智能）入手，寻找视觉化的线索图片以

启发形、色、质、光等感官设计要素的设计灵感。设

计过程中，以调研结果为参考，重点关注风格要素这

一类型要素以及仪表板整体造型这一设计要素。以简

洁的形面，独立辅仪表的布局和大屏幕横贯的形式来

表现整体仪表板的科技感。运用冷灰配色、太空金属

质感、蓝色光带等元素烘托简洁、炫酷、未来感和智

能的内饰氛围。设计方案见图 8。 

 

图 7  科技感主题内饰设计情境板 
Fig.7 Situation boardof interior design based on the them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eling 

      

图 8  设计方案草图过程及效果 
Fig.8 Design plan sketch process and rendering 

5  结语 

用户对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的意象感知基于认

知经验，由认识（视觉特征）、记忆（语义特征）、感

受（时空特征）不同层面构建出内饰科技感意象的认

知层次模型。通过研究电动汽车内饰科技感意象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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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特征和语义特征，得到设计要素及类型要素与科技

感的关联度和科技感意象认知语汇。不同设计要素与

科技感关联度在量产车和概念车有所差异；风格要素

与科技感的关联度高于品质感要素和功能要素；科技

感语义特征关联词汇为简洁、炫酷、未来感和智能。

研究对于设计师理解和表达科技感诉求有指导性意

义。然而，本文面向大众调查时出于设题的局限性，

尚未讨论工艺、细节和使用体验等其他要素。此外，

研究的时效性、科技感的模糊性、地域的差异性等客

观因素，在设计实践中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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