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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由于众多设计人员参与，导致设计方案的确定加入了人的主观情感，

使得设计方案的确定变得盲目和随从，设计人员无法从众多方案中进行最优方案的选择。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 PUGH 概念选择法，为产品设计方案的选择提供有效的评判工具，可以让设计人员从众多设计方案

中得到最优设计方案。方法 提出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应用 PUGH 概念选择法，通过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与用户体验相结合并确定 PUGH 矩阵判断标准和基准方案，由评估小组根据判断标准和基准方案对可

选方案进行比较，并对可选方案排序和计算出可选方案的总体性排序，通过总体性排序来确定最优方案，

具体以一体式橱柜设计为例进行应用。结论 通过对一体式橱柜设计方案的具体应用，验证了 PUGH 概

念选择法在产品设计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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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Research of PUGH Concept Selection Method i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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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many designers participated in the same design project, which led to the design of the program 

to join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the people, so that the best product design plan could not easy to catch.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proposes a concept selection method of PUGH, which provides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tools for the product 

design proposal and allows designers to get the best design plan from many designs. Through the pre-research, by com-

bining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with the user experience to determine the PUGH matrix criterion for the selection of 

the program, and then the assessment team decided the optimal program by using the PUGH matrix criterion in product 

design proposal, taking integrated cabinet design for example. The effect 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are verified 

by the evaluation and decision on the concept design of the integrated cabine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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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的社会环境和心理行为发生重要的变化，

同时随着我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对产品的设计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产品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产品、人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产品人机功能以及人文美学

品质的要求，这也要求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不能只关注

产品的外观和功能设计，更应关注人的用户体验，设

计出用户体验良好的产品[1]。现阶段产品设计方案的

确定是通过人的直觉进行判断，比较难用数学模型进

行描述[2—4]，整体上缺乏对所有影响产品因素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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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因此如何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对方案进行科学和

快速的选择，成为目前的一个研究课题。将用户体验

与 PUGH 概念选择法相结合可以帮助设计人员在设计

过程中，快速从众多方案中识别出用户体验良好的方

案，为企业产品开发设计提供有效的设计决策方法。 

1  基于 PUGH 概念选择法的产品设计方法 

1.1  PUGH 概念选择法对产品设计的意义 

在企业产品开发过程中，产品设计的主要任务和

目的是满足市场和用户需要，协调产品与人之间的关

系，实现产品人机功能和人文美学品质的要求，这也

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对产品的功能、材料、构

造、艺术、形态、色彩、表面处理、装饰形式、包装

以及成本等要素，从经济、社会、技术、艺术等多角

度进行全面和综合的处理，使之满足人类物质功能、

环境功能及审美功能的需求[5]。在设计过程中，设计

人员由于要综合考虑各个判断准则，对产品方案的选

择和判断过程就变得比较复杂，目前也没有成熟的方

法可以对产品设计方案进行选择与权衡。 

1.2  现有产品设计方法的特点 

产品设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新产品的设计，

另一种是产品的改良设计，无论哪种类型的设计都需

要理论的指导，快速推出高品质产品，在市场上占得

先机，突出重围。目前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有学者将

AHP 和 PUGH 结合起来进行设计方案综合概念评分，

通过层次分析和权值计算可以选出最优设计方案[2]。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用户体验的好坏决定产品的成功

与否，怎么样设计出用户体验良好的产品，也是设计

师在设计过程中关注的问题。基于 PUGH 矩阵的产品

设计方法，则聚焦于如何从众多设计方案中选择出最

符合用户需求和用户体验的产品，这也是产品设计过

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产品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1.3  引入 PUGH 概念选择法的产品设计方法 

PUGH 概念选择法，也叫 PUGH 矩阵，是由 PUGH

在 1990 年提出的一种权衡分析工具，是一种基于团

队的较为粗略的定性权衡分析方法[6]。PUGH 矩阵可

以应用在产品设计中的任何阶段，可以快速和定性地

对设计概念进行决策，特别是在概念设计阶段，可以

通过定性和定量地分析数据，从多种概念到少数优势

概念的选择，帮助设计人员识别出最好的方案。 

2  PUGH 矩阵在产品设计中的使用 

在设计过程的早期阶段，产品的正确决策对项目

的成功与否关系重大。在产品设计过程中，产品从草

图方案到最终方案的确定，都需要团队成员进行多次

评审和决策。在概念草图阶段，一般由设计团队根据

项目要求对众多草图方案进行内部评估，确定 3~4 个

创意方向，再由设计团队根据设计方向对设计方案进

行修改和完善；然后由设计团队主管、客户代表、结

构工程设计师、工业设计师、用户等组成评估小组，

根据 PUGH 矩阵评判标准对 3~4 组设计方案进行选

择与权衡，判定选择方案的优劣；最后通过排序来确

定用户体验最优的设计方案，为产品的开发奠定基

础。在样机测试阶段，可以根据不同测试者对样机进

行用户体验测试来确定产品的用户体验。 

2.1  构建 PUGH 矩阵判断标准 

马 斯 洛 需 求 层 次 理 论 由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亚 伯 拉

罕·马斯洛在 1943 年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

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

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5 种需求[6]。将马斯洛需求层

次理论与 Norman 提出的感官体验、行为体验和情感

体验 3 种体验进行映射[7]，对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用户

研究领域和方向进行具体划分，见图 1，并根据产品

设计方法以及研究领域确定 PUGH 矩阵在产品设计

中的评判标准，见表 1。 

 

图 1  用户需求层次和用户体验研究 
Fig.1 User hierarchy of needs and 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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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UGH 矩阵评判标准 
Tab.1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PUGH matrix  

用户体验类型 用户需求类型 评判标准 

感官体验 感官需求 
美观性 

舒适性 

行为体验 交互需求 

可靠性 

功能完善性 

可操作性 

布局合理性 

情感体验 

情感需求 信任 

社会需求 友好 

自我需求 个性 

2.2  基于用户需求层次和用户体验的产品设计 

感官体验，主要关注用户感官上的需求，即产品

的视觉、触觉和听觉上的体验，主要关注产品造型的

美观性和材质的舒适性。 

行为体验，主要针对产品的交互需求，是感官体

验的一种延续，主要包括产品使用的可靠性、功能的

完善性、产品的可操作性以及产品功能布局的合理性

等方面的体验。 

情感体验，是最高层的用户体验，关注用户的情

感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我需求，是指用户在使用产品

后的一种延续性体验，包括产品的形象和印象、品牌

忠诚的形成、能与人很好交流、对人友好和体现用户

个性等方面的体验。 

2.3  PUGH 矩阵在产品设计方案上中的选择与权衡 

PUGH 矩阵在产品设计方案的选择与权衡上，主

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根据产品设计相关的关键因素，

结合方案选择的判断准则，由评估小组确定一个基准

方案；第二步，评估小组将可选方案与基准方案进行

比较，并使用 “+”、“S”和“-”对可选方案进行排序，

当可选方案优于基准方案时使用“+”，反之，当可选

方案劣于基准方案时使用“-”，相同则使用“S”；第三

步，在完成方案排序后，统计可选方案的排序符号，

并计算出可选方案的总体性排序，得出最优方案。在

权衡过程中，除了确定最优方案外，会发现其他方案

好的方面，可以在后期结合其他方案好的方面对最优

方案进行完善。 

3  一体式橱柜设计实例 

3.1  一体式厨柜项目简介 

以广东某一家具企业的一体式橱柜设计项目为

例，该公司是集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

体的企业，而一体式橱柜作为企业的新产品开发项

目。目前在该企业新产品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的最终

方案的确定，往往是由企业高层或老板凭借个人主观

情感对产品设计方案进行决策，由于缺乏科学依据，

会导致在产品后期无法得到最优设计方案，给企业带

来损失。针对此问题，由企业组建评估小组，根据

PUGH 矩阵评判标准对设计方案进行选择与权衡，并

判定各种选择方案的优劣，选出最优设计方案，提高

产品投入市场的成功率。 

厨房是住宅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

国历史上厨房格局的演变，它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的

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居民的生活

习惯[8]。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完善，厨

房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通过不同时期的演变，厨房的

功能性逐渐走向合理和完善，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的便

利，厨房的发展历程见图 2。 

 

图 2  厨房的发展历程 
Fig.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itchen 

对于人们来说，厨房就是一个必需品，拥有一个

功能完善的厨房也是人们的梦想。现如今，厨房已经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做饭场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口流动、膳食结构的改变以及

健康饮食日益被重视，厨房空间内呈现出产品集成

化、收纳多样化等多种趋势，越来越多地走向开放、

社交、趣味，厨房空间内发生的社交活动也会越发丰

富[9]。然而随着房价的日益高涨，单身人群、年轻家

庭、外来人口等群体，则关注价低的小户型和超小户

型楼盘，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厨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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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要求也越来越高，用户体验良好的集成智能家

居产品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些都为一体式

橱柜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一体式橱柜设计还处在发展阶段，但是

人们对厨房相应的设施要求却不断提高。如何针对小

户型的住宅特点，从用户角度出发，设计出符合用户

需求和用户体验良好的适合小户型的一体式橱柜，成

为目前一体化橱柜的设计方向。 

3.2  一体式橱柜系统组成和操作流程分析 

目前，厨房在空间布局形式有 6 种，即 U 型、L

型、I 字型、半岛型、走廊型和岛式厨房[10]。不同的

布局形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每种厨房布局都兼具烹

饪、加工、洗涤以及储存四大功能。在烹饪设施上，由

炉灶、微波炉、烤箱，辅助的油烟机等设施组成；在食

物加工上，支持加工行为的操作台是主要设施；在洗涤

上，有水池、消毒柜、洗碗机、垃圾筒等设施；最后在

储存上，需要碗柜与冰箱等设施。这些设施共同构成厨

房的整体系统，使得厨房具备能完整完成食物制作的

功能。这些功能都是厨房的构成元素，彼此之间相互

联系和影响，共同构成厨房这个系统，缺一不可。 

按照人们在厨房进行活动的操作流程将整体厨

柜分为食品区、洗涤区、切配区、烹饪区和电器区[11]。

在厨房中，进行连续动作操作的主要集中在洗涤区、

切配区、烹饪区这 3 个区域，可见厨房操作的重点是

在洗涤区、切配区、烹饪区 3 个地方进行频繁往复操

作，构成了厨房的核心三角区，也是一体式厨柜设计

的重点。通过合理规划三角区的布局，合理的功能布

局可以明显缩短操作路线，进行设计时应尽量缩短这

些位置之间距离，并尽量将操作区域集中在一起，以

减少来回路线，提高用户体验。 

一体式橱柜将厨房主要活动内容的备餐、洗涤、

烧煮、存储等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虑，将厨房作为

一件大的产品进行设计，通过减少人的活动范围，

着重考虑产品与人的交互性，来提高产品操作舒适

性[7—12]。 

3.3  确定一体式橱柜基准方案 

根据前期对一体式橱柜系统组成和操作流程分

析，结合前期用户调研，对一体式橱柜进行概念草图

设计，设计团队对概念草图设计进行内部评估，根据

内部评估，确定一体式橱柜方案深化方向和草图方

案。在方案造型设计中，将备餐、洗涤、烧煮、存储

等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对人们操作路线和区域进行规

划，尽量减少人的活动范围，提高操作效率和舒适性，

将洗涤区、切配区、烹饪区三大区域整合在一起。设

计团队成员根据草图方案结合用户使用情境，对方案

进行完善，然后由设计部门进行内部评审，选出较好

方案并完成创意效果图设计，最终得到 5 个一体式橱

柜设计方案。 

首先，由设计团队主管 1 名、用户 1 名、结构工

程设计师 1 名、工业设计师 1 名及客户 1 名，组成 5

人评估小组，由评估小组对 5 组一体式橱柜设计方案

的优缺点分别进行评估，在评估结束后，根据 PUGH

矩阵评判标准选出与评判标准最接近的方案作为基

准方案，见图 3，其他方案作为可选方案，并对可选

方案进行编号，并将评判标准放入矩阵表中，由评估

小组共同对可选方案进行评判。 

3.4  一体式橱柜设计方案评判 

根据 PUGH 矩阵评判标准，由评估小组根据评

判标准对可选方案与基准方案进行对比并进行排序，

最终由评估小组根据 PUGH 矩阵评判标准对可选方

案进行打分，具体结果见表 2。 

 

图 3  一体式橱柜基准方案 
Fig.3 The benchmark scheme of integrated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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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体式橱柜评估结果 
Tab.2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tegrated cabinet 

PUGH矩阵 可选方案 

评判标准 
基准 

方案 

可选 

方案
A 

可选 

方案
B 

可选

方案
C

可选

方案
D

美观性 S + - + +

舒适性 S - - + -

可靠性 S S S - +

功能完善性 S S S + -

可操作性 S S S S S

布局合理性 S + - S +

信任 S - S + -

友好 S + + + +

个性 S S + S S

“更好”总数 

 

3 2 5 4

“更差”总数 2 3 1 3

“相同”总数 4 4 3 2

“更好”加权总数 ∑+（Pi） 

 

3 2 5 4

“更差”加权总数 ∑-（Ni） 2 3 1 3

“总体”加权总数 ∑（Si） 1 -1 4 1

注：+为更好；S 为相同；-为更差 

根据评估结果，方案 C 的“总体”加权数值为 4，

优于其他可选方案。在 5 个设计方案中，方案 C 的用

户体验最优，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同时在评判过程

中，其他方案在个性方面要优于方案 C，可以在下一

代产品开发中进行结合与应用。 

3.5  完善一体式橱柜设计方案 

根据评估小组的评估结果，对一体式橱柜的细节

进行设计，最终得到一体式橱柜设计方案，见图 4。

在设备选用上，将最常用设备集成在一起，以及将燃

气与电磁炉进行结合设计；在操作方式上，用户可以

通过操作倾斜面板来控制火候大小；在整体布局上，

将洗涤区、切配区、烹饪区三大区域整合在一起。 

整体而言，一体式橱柜造型时尚简单，可以减小

厨房占地面积，方便人们进行备餐活动，可以很好的

适合单身族、租房族和小户型家庭使用。它即可以满

足做菜的乐趣，又节省了空间，将受到年青人喜爱，

市场需求广泛。在设计理念上将现代生活美学与时尚

生活消费观念融入其中，体现了设计创新能使人们厨

房生活更精彩、更美满。 

 

图 4  一体式橱柜设计方案 
Fig.4 The integral cabinet desig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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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橱柜的设计构思符合当下中国大都市的

生活状况，将冰箱、微波炉、橱柜、灶台、洗菜池、

油烟机等进行整合，以人的操作习惯和用户体验为中

心，根据功能区域对一体式橱柜进行创新设计，可以

有效解决城市住宅资源紧缺和生活质量提升之间的

矛盾。在未引入 PUGH 概念法设计方法时，设计团

队很难在大量的设计方案中得到一体式橱柜最优设

计方案。通过将用户体验与 PUGH 概念选择法相结

合应用到一体式橱柜设计中，可以帮助设计人员对设

计方案进行选择和判断，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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