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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传统网格系统的秩序体系引入产品形态创新当中，以网格秩序体系的科学性、规律性和

系统性这三大特点为基础，研究在产品网格系统的背景下产品形态创新当中的秩序体系的建立及其运用

方式。方法 基于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通过形态符号网格、形态结构网格、形态材质网格、形态情感

网格的建立，对产品形态创新中的人机工程要素、色彩要素、结构要素、形体要素、材质要素、心理要

素、功能要素、平面要素等具体要素进行整合创新。结论 通过探讨产品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

具体运用模式，得出了一种新颖且可适用于大部分产品形态创新的可行性设计方法，使得在产品形态创

新环节更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和系统性，也将为产品设计流程当中的其他设计环节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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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Mode of Grid System in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LIN Lu, WEN Wen-fei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order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grid system is introduced into the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tificalness, regularity and systematicness of the grid order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order system in the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duct grid system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cas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phological symbol grid,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grid, morphological material grid and morphological emotional grid, the human engineering elements, color elements, 

structural elements, body elements, material elements, psychological elements, functional elements and plane elements in 

the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are integrated. By discuss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ode of product grid system in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a novel and feasible design method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most of the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is ob-

tained, which makes the product form innovation link more scientific, regular and systematic, and will also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other design links in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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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设计手法来源于经典的几何学原理[1]，其关

键在于对“比例因子”的运用，这意味着网格系统是一

种通过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设计生产过程的秩序性体

系，而将其引入产品形态创新的具体设计流程当中，

则是通过网格系统中的秩序体系，对产品形态的设计

模式提出一种新颖的可行性设计方法。 

1  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引入 

网格系统的运用相当广泛，在计算机领域、城市

规划建设以及艺术与设计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地

位，网格在设计领域中的运用可以理解为以形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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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通过严谨的数理概论计算出具有一定比例空

间的若干单元格，并以规律分布的点、纵横交错的线

或比例稳定的面为表现形式，而形成的一套运用于形

态创新的秩序体系[2]。而将此体系引入产品形态创新

当中，也就是通过网格系统中秩序体系的引入，整合

产品形态创新中的各要素，建立产品网格系统在产品

形态创新中的运用模式，见图 1。 

 

图 1  网格系统的秩序体系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引入过程 
Fig.1 The reference process of order system of grid system in products form innovation 

1.1  传统网格系统的秩序体系的特点 

传统网格系统在设计领域当中通常用来解决二

维与三维的空间问题，其核心在于对其中所蕴含的秩

序体系的运用，接下来笔者将通过网格秩序体系所体

现的科学性、规律性、系统性这三大特点，来对此进

行更深层次的讨论与阐述。 

1.1.1  科学性 

前面提到网格设计手法来源于各种经典的几何

学原理，这意味着网格系统对于空间比例的把控，并

不是基于某种感性化的产物，它是数与数之间的关

系，是用客观代替主观的过程，而这种基于数学理念

所建立起来的秩序体系，也恰恰体现了其科学性的特

点，在进行网格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利用数学里

的数列和比例矩形等相关概念，作为其网格系统当中

具体数值的计算工具。由勒·柯布西耶所创造的“模

度”体系，正是基于数列和比例矩形之间的关系中所

发现的[3]，而“模度”体系在设计领域的运用形式，正

是通过网格系统所表达出来的，因此通过对“数”的利

用正是体现了网格秩序体系的科学性。 

1.1.2  规律性 

网格秩序体系的规律性主要表现在对具体元素

的可复制性，在网格秩序骨架当中，每一个单元格或

者坐标点都具有可复制性的功能，这正如具有双螺旋

结构的生物 DNA 分子中的复制过程一样，在细胞分

裂之前，由一条双链按照一定的秩序模式变成两条一

样的双链。在设计领域当中，基于网格秩序体系的这

种可复制性的规律模式，能够迅速地使设计元素变得

具有节奏和律动感，这种可复制性并非呆板单一的无

限重复，而是在该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相互作用

下，从而产生具有视觉规律、功能规律、使用规律的

复制形式的。 

1.1.3  系统性 

系统性的体现，其实就是从网格的整体与局部之

间的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也就是在网格秩序体系当

中，看到局部与局部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整

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通过辩证的角度，客观

地运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运用过程当中，网

格秩序体系的系统性，往往体现在对具体元素的整体

把控能力和局部的处理能力上，对整体的把控意味使

其在限定的范围里，遵循着空间内的比例和尺度，节

奏和律动的具体要求，对局部的处理意味着使其具有

连贯性，形成特定的结构骨架。 

综上所述，网格秩序体系的这些特点，为网格系

统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引入，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

也作为产品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使用前提。 

1.2  产品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当中的优势 

影响产品形态创新的要素有很多，从本质的层面

上来讲，产品设计当中的形态、功能、使用方式三者

是相互依存与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说，产品

的形态创新受产品的功能与使用方式的共同影响。而

单独从产品形态创新的层面来说，影响其具体要素包

括：人机工程要素、色彩要素、结构要素、形体要素、

材质要素、心理要素、功能要素、平面要素等，然而

产品网格系统的运用正是通过比例与尺度、节奏与律

动、整体与局部这些方面，对各要素进行科学性、规

律性、系统性的整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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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当中的适用范围 

理论上，产品网格系统中存在的秩序体系，能有

效地对大多数产品形态创新过程进行秩序规范，但由

于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其自身必定也存在着某

种局限性。例如以有机形态为原型的产品不具有明显

的界定特征，这类产品的设计网格系统的作用并不明

显。从以上的论述可得知，网格秩序体系存在着科学

性、规律性、系统性的三大特点，这恰恰也界定了产

品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当中 适用的产品类别，

即系列化产品和模块化产品这两大类别。系列化产品

是指具有相同特征基因的家族化产品，其重点在于对

同一要素进行反复强调和协调统一，产品网格系统恰

好能有效地加强其这一特点；而在模块化产品设计当

中，产品网格系统不但能辅助单元模块的设计和组

合，而且还能从整体角度去把控每一个单元模块之间

的衔接关系。 

2  产品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运用

模式 

通过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当中的引入，笔者

将整合产品网格秩序体系与产品形态创新当中的各

要素，分别以形态符号网格、形态结构网格、形态材

质网格、形态情感网格这 4 个维度，建立起产品网格

秩序体系在产品形态创新过程当中的具体运用模式，

见图 2。 

 

图 2  产品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运用模式 
Fig.2 Application mode of product grid system in products 

form innovation 

2.1  形态符号网格 

产品形态符号即产品的视觉符号，简单来说产

品 外 在 的 所 有 的 视 觉 要 素 集 合 即 为 产 品 的 形 态 符

号，而产品的视觉要素符号包含了其外在轮廓的形

体符号；文字、图形纹样、品牌标志等方面的平面

符号；构建产品色彩属性的色彩符号以及从文化角

度出发的文化符号[4]。接下来，笔者将以形体符号和

平面符号为例，对形态符号网格的构建方式进行详

细阐述。 

2.1.1  形体符号 

在形态符号网格当中，形体符号的秩序规范是产

品形态创新 直接的表现，产品的形体符号意为产品

的形状和体量的集合，在产品的机能趋稳定的情况

下，形态符号网格对于形体符号的规范，能使得产

品的形体表现更加多样化以及更具有秩序规则。在

单件产品的设计初期，利用形态符号网格对产品形

体进行数理计算，以完成合理的剪切构型和组合构

型，使其看上去巧合的形态，其实是在科学的秩序

体系下逐渐形成的；在模块化产品设计当中，利用网

格的可复制性，能快速地对单元模块进行有规律的复

制，使其置于系统的网格框架当中，以便于对整体形

态的实时把控。 

2.1.2  平面符号 

产品外轮廓表面上的视觉信息的集合，即为产品

的平面符号，其中包括对文字、图形、品牌识别要素

等信息[5]。在平面设计领域，网格系统的利用已经日

渐成熟，平面设计师通过网格系统，能有效地规范在

二维空间当中的各种视觉要素，使其合理化、秩序化、

功能化，而在三维空间的当中，通过形态符号网格的

规范，设计师能准确地找到产品文字信息、标志信息、

图案信息 合理的摆放位置，摆脱之前的主观随意

性，从理性客观的角度去处理产品形态当中的各种平

面符号。 

2.2  形态结构网格 

产品形态结构的构建是实现产品形态创新的必

要途径，而形态结构网格在产品形态创新中的运用模

式，其实是对产品的功能结构、连接结构、骨骼结构

进行一种秩序化的构建。接下来，笔者将以功能结构

和连接结构为例，对形态结构网格的构建方式进行详

细阐述。 

2.2.1  功能结构 

产品的功能结构，是依据产品的使用功能通过结

构划分的形式来定义的，而在形态结构网格当中，利

用网格的数理概念计算每个具体功能模块在产品形

态当中 为合适的数值比例，结合人机工程等要素，

对具有不同功能结构的模块进行规律性的组合，以形

成 具 有 不 同 形 态 风 格 和 不 同 使 用 功 能 的 产 品 [6] 。

Dyson 公司设计的一款加湿器见图 3，此产品的形态

结构网格的主体框架，是根据黄金比例分割的数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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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yson 公司设计的加湿器 
Fig.3 Dyson humidifier 

系构建而成的，利用形态结构网格对此产品的功能结

构进行划分，主要可以分为 a，b，c3 个部分，其中 a

部分是加湿器的出风口部分，b 部分是水箱，c 部分

是操作界面。根据形态结构网格分析得知，a，b，c

功 能 区 域 的 比 例 关 系 分 别 为 ： b+c a=1 1.618∶ ∶ ，

c b=1 1.618∶ ∶ ，即为视觉上 为舒适的黄金分割率[7]。 

2.2.2  连接结构 

在形态结构网格当中，连接结构的建立是基于产

品网格的系统化构建上进行理性设计的，这时候连接

结构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是连接产品内外结

构模块的重要桥梁[8]。以模块化产品设计为例，首先

利用形态符号网格对单元模块的形体进行设计与复

制，然后通过形态结构网格，对每相邻单元模块的连

接结构进行调试与衔接， 后在此背景下结合产品的

具体功能与使用方式，选择出 为适宜的连接结构。

由英国设计师 Jack Godfrey Wood 和 Tom Ballhatchet

设计的一个 BUILD 模块化搁架系统，见图 4，此模

块化产品的单元模块是一个内外均为不规则形状的

六边形结构，利用形态结构网格去分析其产品，可得

出此产品的模块是通过相同数值的一边进行规律性

的复制组合，并以每 3 个单元模块的组合形成一个可

连接点，之后用三脚销钉进行固定，然后利用形态结

构网格的系统化概念，对单元模块的内部六边形位置

进行角度调试，使组合而成的内部单元底面都在一个

水平线上，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让整体的受力更加均

匀，以及更便于收纳物品。 

 

图 4  BUILD 模块化搁架系统 
Fig.4 BUILD modular shelf 

2.3  形态材质网格 

在产品设计当中，不同的材质运用能形成不同的

产品形态，其中材质可分为材料和质感两个方面。形

态材质网格主要是以材质在产品网格系统当中比例

秩序的运用为基础而建立的，通过各种材质的搭配与

衔接，形成不同的视觉和触觉的感官体验及材质功能

属性，其中材质功能与上述的形态结构网格中功能结

构的构建模式类似，通过材质的使用与衔接来进行功

能区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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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视觉与触觉是材质在产品设计当中给人的

为直接的感受形式，通过不同材质所带来的视觉与

触觉感受，能够形成具有不同形态、功能和使用方式

的产品，因此在产品设计当中，通过建立形态材质网

格能有效地把控其比例与尺度的分寸感。在单件产品

的设计过程当中，不同比例的材质运用往往给予产品

不一样的形态特征，相反在多件产品中通过相同比例

的材质运用，反而能加强其产品之间的联系。以系列

化产品为例，利用网格的可复制性使得每件系列产品

都能以相同的材质秩序规律进行设计与复制，从而加

强其系列产品的家族化概念。Carrefour 团队设计的一

款名为 Mandine 的系列厨具，见图 5，设计师在金属

的厨具中加入了尼龙和有机硅材料，通过建立尼龙、

有机硅、金属这 3 种材料的形态材质网格，在产品的

形体符号、功能结构相对明确的情况下，以一种趋于

稳定的材质比例构架在此系列产品中进行有秩序的

复制，从而形成产品的材质视觉与材质触觉具有统一

规律的家族化产品。 

 

图 5  Mandine 系列厨具 
Fig.5 Mandine series kitchen utensils 

2.4  形态情感网格 

产品形态创新是塑造产品情感空间的方式之一[9]，

因此将基于产品形态创新所产生的情感称之为形态

情感，而形态情感网格的建立，其实就是利用其秩序

体系在用户心理层面上构建的一种具有秩序性的空

间网格，影响产品形态感情的要素有很多，例如在形

态符号层面上的色彩和文化因素；在形态结构层面上

的功能和连接因素；在形态材质层面上的触觉和视觉

因素，以上层面上的要素通过运用产品网格系统中不

同的比例关系，能够营造出拥有不同情感空间的产品

形态。接下来，笔者将以色彩情感为例，对形态情感

网格的构建方式进行详细阐述。 

色彩情感的传递是通过色彩自身所具有的固有

情感和人们对色彩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10]，在形态情

感网格当中的色彩情感的网格构建，正是基于色彩情

感传递的差异性所建立而成的。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

通过形态情感网格的建立，把各种色彩按照形态情感

网格比例进行布局搭配时，能使产品传递出与此相同

的 秩 序 性 色 彩 情 感 意 向 。 与 荷 兰 风 格 派 相 结 合 的

Type75 台灯，见图 6，此款产品的形态情感网格是依

据著名风格派画家彼埃·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构

成”作品所构建而成的，通过对作品中经典的几何框

架进行提取，从而建立形态情感网格，在产品的其他

情感因素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在把作品里面红、黄、

蓝、黑、灰以相同的色彩情感秩序，复制到形态情感

网格当中，通过经典白色的添加，赋予产品新的时代

特征，但又通过相同的色彩情感搭配，保留着与画作

相同的色彩意向。由于色彩所具有的视觉优势，所以

在形态情感网格的构建过程当中，使用色彩因素进行

情感传达是 为便捷快速的方法之一。 

 

图 6  与荷兰风格派相结合的 Type75 台灯 
Fig.6 Type75 lamp with Holland style 

3  结语 

网格系统在产品形态创新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指导性作用，通过网格系统的引入使得产品形态创新

环节更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和系统性，而这种秩序体

系的建立，也将为产品设计流程当中的其他环节提供

较为新颖的设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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