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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面板界面的生态视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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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生态视觉应用在开关面板界面功能上的作用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方法 以生态视觉设

计为导向，分析了在开关面板界面应用中的多效性，结合了现有的生态视觉应用在开关面板设计的实例，

对其基本功能进行归纳，并引申出其拓展功能予以分析。结论 得出了生态视觉应用开关面板界面的可

持续发展，必将会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功能价值也将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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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Vision of Switch Panel Interface 

XIONG Xing-fu, SONG Yang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role of ecological vision applied in switch panel interface function and its in-

fluence on people's life. With the ecological vision design as guidance,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its application in switch 

panel interface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s of existing ecological vision applied in the switch panel 

design, its basic functions were summarized and its extended functions were derived for analysis.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ecological vision applied in switch panel interface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people's daily life with 

it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unction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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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开关是整个家庭照明系统的核心，开关面板

界面起着信息传递与处理的作用，是准确发挥产品功

能的关键，生态视觉与开关面板界面的完美结合是设

计师与消费者之间形成心理上的有关产品功能、审美

意识等交流，让设计师和消费者对同一信息有大体一

致的意义概念和情感共鸣。开关的词语解释为开启和

关闭。日常生活中开关面板虽然说是渺小的物件，很

不起眼，但却是人们回到家时常接触的物件。“低碳

生活”的时代，“生态设计”、“环保设计”不是一句简

单的口号，而是成为人类生存的现实话题，它是现代

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向。 

1  生态视觉 

生态视觉理论是由吉布森创立的，起源于生态心

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即直接知觉，从而提出了生态知

觉这一理念。用于研究定位于人（动物）与环境的相

互影响的关系，从吉布森的理论得知当人们用眼睛察

看物体与环境时，相对不能忽视视觉感官与环境的相

互影响。视觉的呈现是由光被物体反射而被人眼接

收，经过神经传递在大脑里成像。把所察看的物体看

作是处于一个点的位置，这时可以从这个特定的点察

看全部事物，只有射入眼睛的那些环境光线才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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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意味着处于任何位置都不能看到物体的全数和

每个位置看到的物体不尽相同。生态视觉研究强调人

与环境的整体性，需要在整个大环境中来探讨生态视

觉，这需要设计师根据大环境的异同来调整整体设计

方案。 

2  开关面板界面的演进 

1）初期的开关。俗称拉线绳开关，见图 1，此

开关是由一根绳子来控制的，想要开启或关闭电源只

需要拉动整根绳子。缺点是灯绳频频拉动，很轻易把

绳索拉断。 
 

 
 

图 1  拉线绳开关 
Fig.1 Cord switch 

 

2）拇指开关。通过一个类似拇指大小的按钮来

控制电源开关；缺点是由于按键过于小，消费者不方

便使用。 

3）翘板开关。方块按键，使用范围大小比拇指

开关的大；缺点是跷板开关总有一头跷起，跷起的那

一头还容易藏灰。 

4）触屏智能开关。摒弃以往的传统外观，只需

要轻轻一触碰，就可以控制电源。优点是平整的外观，

不易藏灰尘，稳定安全，外观雅观大方。 

3  开关面板的设计现状 

在工业领域，有很多的控制室里，操作者面对着

一排排，一列列的开关，怎样做才能避免偶然失误，

避免混淆，或者不会意外地触碰到错误的按键？不会

按错开关？万幸的是，工业设备经常都相当结实耐

用，时不时出现几个操作错误，通常不是什么严重的

事情。 

有一座由两位著名的获奖建筑师设计的房子，非

常出色。房屋所处的壮观位置，以及可以俯瞰大海的

宽大窗户，建筑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他们喜欢简

洁，现代感的空间，这种设计带来了问题，除了其他

的东西，房子里是一排排整齐的灯光开关，在前厅的

墙上，4 个外形相同的开关排成一行；在起居室里，

6 个一模一样的开关排成一列。当对这样的设计表示

出不满意时，建筑师向户主保证道：“你会习惯的。”

可是他却一直未能习惯，难以记住的电灯开关见图 2，

显示了一个具有 8 个开关的面板，谁能记住每个开关

控制哪个灯。 
 

 
 

图 2  难以记住的电灯开关 
Fig.2 Light switch hard to remember 

 
电灯与开关之间没有明显的映射关系，很多家庭

有类似这样的开关，虽然只包含 6 个开关，即使在房

子住了好几年，也从来都记不住这些开关怎么用，于是

简单地将所有开关推上去（开灯），或扳下来（关灯）。 

对于设计复杂的，互有冲突的系统，用户与系统

的施工方之间缺乏清晰的沟通，或许是 常见的原

因。对于一个好用的设计，开始会先对实际的操作进

行细致的观察，然后才是设计的过程，设计出与实际

执行任务 贴切的方法。这类设计方法的专业名词叫

任务分析。 

要解决开关问题吗？ 佳映射：控制组件直接安

装在被控制对象上。次好的映射：控制组件尽量靠近

被控制对象。第三好的映射：控制组件与被控制对象

的空间分布一致。 

4  基于生态视觉的开关面板界面 

4.1  微笑开关 

生态视觉设计的微笑开关见图 3，这款开关的特

色在于它的外观。整个外观模拟一个小熊的脸， 大

的特点是在脸部结构下安排一条很长的“微笑曲线”。

当接通电源时，开关被开启，微笑曲线将被盖住，小

熊的表情变得很沮丧；而一旦切断电源，微笑曲线重

现，整个开关重新变得开朗起来。这样的开关既装饰

了家庭环境，又能让儿童养成一种节约资源的生态理

念。这就是生态视觉设计与开关面板结合的魅力。 

 

 
 

图 3  生态视觉设计的微笑开关 
Fig.3 Switch designed based on ecological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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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智能墙壁开关 

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家庭困扰，混乱的家庭空

气开关见图 4，面对这样的家庭空气开关真的非常头

疼，混乱的开关，永远都找不到自己要找的那一个，

为了不再花更多的时间来开关灯，因此只能在底下贴

满标签，可是这样既麻烦又影响美观。 
 

 
 

图 4  混乱的家庭空气开关 
Fig.4 Chaotic home air switch 

 
幻腾智能生态视觉开关见图 5，这款智能墙壁开

关就能解决家庭空气开关混乱的问题。这是一款能代

替传统墙壁开关的智能开关，这款开关可以一键控制

家中的任意灯具，不管灯具是不是智能灯。这款开关

自带 LED 显示屏，能够利用手机 APP 远程控制与传

统开关功能并存，当用户不在墙壁开关四周时，一样

能通用手机来控制室内照明系统及支持此开关的家

具家电产品。同时，支持非接触手势操作。开关并不

是只有控制，更重要的是适应各情景模式以及显示丰

硕的信息。这款产品将带给用户一种生活新体验，解

决了家里没人或空气开关混乱的问题，老式家庭开关

都将成为过去。只需一个按键，消费者即可对繁复操

作说再见，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智能生活。 
 

 
 

图 5  幻腾智能生态视觉开关 
Fig.5 Huanteng intelligent ecological vision switch 

 

4.3  生态视觉教室开关 

在教室里上课时，时常会发现教室里难以使用的

电灯开关，如果有人想把灯打开，总会摸索好一阵子，

不是搞不清楚开关在哪儿，就是不知道哪个开关控制

哪盏灯，由此耽误了很多上课的时间。以下的这个方

法是改良后的教室开关解决方法，见图 6，将教室开

关与灯匹配起来，安装了一些小的纽扣开关，开关的

分布与灯的位置相仿，每个开关就安放在灯的相应位

置旁，中间开关旁边的 X 指示了开关面板固定的位

置，这样很清晰地看出来不同灯的不同位置，结合生

态视觉的方法一眼明了，而面板倾斜一个角度，既能

反映灯的水平位置，又提供了一个反示能的作用，这

样人们就不会将咖啡杯或饮料瓶放在开关面板上了。

映射是一个术语，从数理理论借用而来，表示两组事

物要素之间的关系。假设在教室或家庭的天花板上有

许多灯，房内前面的墙壁上还有一排灯的开关，开关

与灯的映射决定了哪个开关控制哪盏灯。当映射用于

空间呼应关系来设计控制部分和被控制设备的布局

时，很容易确定如何使用控制器。要解决教室开关的

问题，6 个灯光开关单向排列，垂直安装在墙壁上，

它们不可能自然地映射出在天花板上水平安装的二

维码分布的灯的位置，从而应用自然映射的原则？而

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家中和教室的开关问题。如图 6，

将教室的平面图绘在一块板子上，方向与教室一致，

然后将电灯开关安装在这个板子上，与教室的灯对应

起来，这样每个开关就能控制相对应区域的灯，安装

时让板子与水平面稍稍倾斜，这样可以很容易看见并

领会开关与电灯的对应关系：如果垂直地安装板子，

映射关系仍然是模糊不清。倾斜而不是水平地安装板

子还能够防止人们（自己或访客）在板子上放置物品，

如杯子、盘子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示能的例子，使

得 6 个开关相独立，将其移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位置，

在新位置上这个开关的映射更明确，不会让人混淆，

又进一步简化了操作。 
 

 
 

图 6  生态视觉教室开关 
Fig.6 Ecological vision-based classroom switch 

 

4.4  生态视觉蒂奥怪兽开关 

生态视觉怪兽开关，见图 7。在家中常常有忘记

关灯的习惯，在这样一个倡导绿色生活，节能减排的

时代，这样就势必浪费了电力，同时也非常的不环保，

这款开关则能起到提醒作用，如果开灯的时间长达

4 h，它会呈现黄色，发出警戒信号。如果超过 8 h，

就会变成凶神恶煞的红色巨人，张着血盆大口，愤怒

地睁着眼睛，提醒是时候让它休息了。它的设计运用

了生态视觉的理论依据在视觉上起到了警醒作用，提

醒人们养成良好的节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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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生态视觉怪兽开关 
Fig.7 Ecological vision-based monster switch 

5  结语 

要相信未来的电器设备会更科技化，将使用互联

网或无线信号把开关连接到被控制的设备上。用这种

方式，控制不受地点限制，它们可以被重新配置或移

动，可以为同一个物品配置多个控件，一些在手机里，

一些在其他便捷式设备上，同时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

方控制家里的空调？同理也能把这个方法运用到家

里的灯上。开关面板问题暂时还没有受到全社会的关

注，根据以上数据与整合分析应该正确认识到开关面

板界面的重要性。如今社会生态问题十分严峻，通过

对开关面板界面的分析结合生态视觉的理念来改善

整个开关面板市场的窘境。经过研究，可以很清楚地

发现，生态视觉的理念在开关面板界面设计中的必要

性，人类是整个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因

素，因此利用生态视觉理念结合开关面板界面设计进

行研究，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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