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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and practice the extraction method and flow of product semantics. Borrowing the 

related semantic extraction method from the design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the extraction method and flow composed of 

such three steps as the users' semantic gathering, the text reorganization and the semantic vocabulary extraction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extraction method and flow, the research group got the core semantic vocabulary of 

electric car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to provide better support for the smooth progressing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the re-

search, a set of method and flow featured by simple operation, easiness to grasp, wide application scope and low cost and 

suitable for the industry designer to extract product semantics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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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语义 [1]作为产品外观各要素组成的符号结

构，以特定的语言向消费者传达着各种信息[2]，在设

计及其相关研究被广泛应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设计领域中，产品语义研究涉及产品造型中情

感因素与语义关系研究[3]，认知过程中的产品语义运

行机制研究[4]，产品语义信息参数化研究[5]，不同领

域知识背景用户的语义差异性研究[6]，产品语义范畴

及分级研究[7]，计算机辅助设计应用研究[8]，产品方

案评价模型构建[9]等。总体而言，产品语义目前的研

究重点是，关注语义在设计过程及其结果中的作用和

效果，通过分析和挖掘产品语义，获取人的认知感受

与造型特征间的关联性。 

语义在产品设计和研究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但是在如何具体提取语义方面，却没有得到相应

的重视。虽然现有设计或研究中所常用的语义提取方

法及流程，架构较为完整，具有一定的可用性，但是

由于缺乏严谨且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支持，获取结果的

准确性与可重复性得不到足够的保证，因此，本文试

图在原有架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提出

一套操作简单、规范性强，适于工业设计师掌握的语

义提取方法及流程，以保障语义在产品设计及其研究

中的可信性和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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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语义获取方法与流程研究 

按照时序，产品语义提取一般包括语义素材收

集、语义处理、语义提炼 3 个步奏。第 1 步，收集产

品相关的描述、说明或评价信息，是整个语义提取的

前提和准备；第 2 步，对收集信息做适当删简和概括

整理，将零散、繁杂的语句转换为便于理解和统计分

析的初级语义信息；第 3 步，根据实际情况及其研究

需要，对初级语义信息再次提炼，以获得设计或设计

研究所需的语义信息。针对这 3 个步骤，本文将从用

户语义采集、文本整理、语义词汇提炼，提出如下具

体操作。 

1.1  用户语义采集 

口语报告是产品语义收集的重要手段之一，可分

为同时性口语报告和追述性口语报告两种[10]。两种方

式各有其特点[11]，可适用于不同目的的设计与研究。 

1）同时性口语报告。因为报告其思维活动或描

述其思考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没有受到长时间记忆的

太多影响，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当前信息的加工和

储存情况，直接和有效地呈现出当时活动思维的内

容，因此，同时性口语报告侧重于过程性分析，适用

行为研究，可用性评价，概念草图分析等被访者不必

深入思考，不需要早期经验辅助的研究类型。 

2）追述性口语报告。给予被访者回顾时间较为

充裕，完整性更好，有利于对短时记忆中记忆痕迹或

长时记忆中有关信息的提取，可适用于品牌印象、风

格趋势等需要结合原有经验对思维内容推论和补充

的研究类型，但此种方式受遗忘、干扰等因素影响，

会造成信息不准确、细节模糊，易失真的情况。 

综上所述，两种报告各有擅长点，并无优劣之分。

在实际语义采集时，应当采用哪一种口语报告，将取

决于报告方式是否适合于实际设计研究任务的目的

与需要。 

1.2  文本整理 

口语报告内容多属于自然句形式，其中还包括语

义不完整的词句，或词句具有多义性、上下文相关性、

模糊性等特点，因此，需要将口语报告中的自然语言

信息进行文本规范化处理，将短语与句子分割，并转

换为适合研究分析的词汇形式。 

1）文本规范化。原始报告中包括名词、动词、

形容词等实词与虚词部分。很多高频虚词对语义提炼

并无意义，需要对其进行过滤操作：去除文本格式标

记，去除包括介词、冠词等语义内容很少或者是文本

集的每个文本中都可能出现的，且对区分文本内容价

值不大的停用词，并通过词干提取或词形还原，将一

个词的不同形式统一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形式

（词干或原形）[12]。值得注意的是，词与词之间没有

明显的切分标志，例如“我期待能够有一辆 mini 路虎

式样的电动车”，应该划分为“mini 路虎”还是“mini”

和“路虎”，则需要同时根据上下文、分词目的进行权

衡。此外，产品语义词汇不仅包括形容词或形容词

性的短语，还应该包括其他可用于描述产品造型的

非形容词性词汇。例如，“肌肉”、“老龄”词汇，反映

了用户对产品在功能、用途等方面所产生的印象。

为使得研究易于操作，便于理解，可将部分非形容

词性词汇做形容词化处理，例如将“肌肉”、“老龄”

转换为“肌肉感”、“老龄化”，将“不要太大差异”转换

为“低差异化”。 

2）词汇聚类。文本规则化后得到的语义词汇，

不仅数量繁多，彼此间还存在明显的语义关联、语义

冗余和语义重叠等现象，不利于进行研究操作，也难

以清晰、准确、直观地表达出设计的语义特征。词

汇的聚类处理，则可继续缩减词汇数量并突出语义

表达重点。需要强调的是，聚类应与用户考虑他们

需求的方式一致，而不是与设计师考虑其产品的方

式一致[13]，因此，聚类形成的语义词汇类是与用户的

观点相对应。 

词汇间关联性包括相对、相离、相接、相交、重

叠、包含，6 种基本关系[14]见图 1。按照 6 种关联度，

可将彼此语义相同、相近或对立的词汇聚类到同一个

语义词汇类中。例如，“商务的”与“正式的”、“流线

型的”与“流畅的”或“可爱的”、“萌萌的”与“可亲的”，

由于彼此间存在包含或相离关系，可聚类到一个语义

词汇类里。虽然聚类将大量词汇缩减到少量词汇类，

但是在语义表达方面仍显笼统和模糊。 

通过文本规范化与词汇聚类，将口语报告转换为

设计或研究可用的词汇形式。在这一阶段内，大量初

级信息经缩减得到数量更少、价值更高的次级信息，

为后一阶段的语义提炼做好准备。 

1.3  语义提炼 

1）词汇类概括。研究表明，产品语义由核心语

义层和解释语义层两个层次组成[15]，见图 2。核心语

义层是词汇聚类后每类语义范围中心的词（简称“核

心语义词汇”），是 为肯定、 简练的描述，具备共

识性和完整性的语义，能够从认知的角度形成产品开

发设计准则，评判设计提案的标准；解释语义层中的

词汇体现了每类语义的范围，并从语义的空间范围上

反映了语义的跨度。由此可见，通过对词汇类内语义

词汇的概括和提炼，才能获得 具操作性、概括性、

一般性，且有良好语义表达能力的核心语义词汇。核

心语义词汇优先选取语义词汇类中已有的，且能够概

括整个类的语义词汇，如词汇类中有“男人”、“男性

化”、“猛男”、“汉子”，优先选取“男性化”一词；如无

合适现成词汇，就需基于类中词汇做语义概括，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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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词汇间的 6 种关联度 
Fig.1 Six types of correlations between vocabularies 

 

 
 

图 2  产品语义词库的层次结构 
Fig.2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emantic lexicon of the product 

 
“美女”、“娘娘腔”、“娇气”、“甜蜜”都不适于直接用

做类的核心语义词汇，可从中概括出“女性化”一词，

以作核心语义词汇。按照词汇关联关系，类中各语义

词汇存在相对或相离关系的，核心语义词汇可采用词

对形式；而只存在同义词或上下位词关系的，核心语

义词汇采用单个语义词汇形式则更为合适。而在实际

操作中，不少设计研究在遇到后一种情况时，往往

会将单个语义词汇补全为语义词汇对，使得提炼结

果在形式上更加齐整。例如，类中有“越野的”“运动

化”“动感”，提炼出核心语义词汇“运动感”，可补齐

与之对应的语义词汇“休闲感”（也可以是“商务感”），

然而，由于补齐受补齐者主观影响，所以这一做法

仍值得商榷。 

2）语义甄选。一般情况下，提炼获得的核心语

义词汇数量还较多，但其中只有少数词汇在产品语义

表达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为满足研究或设计项目

的实际需要，核心语义词汇还应再做精简。甄选的意

义是找出少数关键核心语义词汇，以更为经济的形式

开展研究或设计项目。甄选操作包括：通过统计解释

语义层词汇数量，保留高关注度的核心语义词汇；剔除

有明显态度倾向性的核心语义词汇，如“美的、丑的”。

通常情况下，关键核心语义词汇应保持在 10 个/对以

下。此外，根据实际研究情况，核心语义词汇也可做

分级处理，其目的是通过判断词汇的语义级别，明确

各语义在产品中的重要性和地位。 

3）语义润色。语义提取的 终目的是为设计及

其研究所用，这意味着概括出的语义词汇不仅应当是

准确的，还应当是易懂的、有启迪性的、具有积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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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值的。带有贬义，生僻或容易发生歧义的语义词

汇，不便于实际中的运用。语义润色的目的是在不改

变词汇语义的前提下，对文字做如下调整：第一，将

生僻词汇替换为人们较为熟悉的常用词汇，如将“峥

嵘”替换为“高大”；第二，将贬义或不雅词汇转换成

中性词汇，如用“厚重”替代“笨重”；第三，调整部分

词汇的语体色彩，使词汇既通俗易懂、平易朴素，又

不失严谨缜密性，如用“曲”代替“弯”。在上一阶段文

本整理的基础上，再进行词汇类概括，语义甄选与语

义润色处理，能够进一步保证关键核心语义词汇易于

理解且具有良好的设计与研究价值，使之可以成为一

种重要的设计资源和工具提供给产品设计师或设计

研究者，以用于情境构建、方案评价等环节中。 

2  实际案例——电动汽车造型的产品语义

获取 

项目目标是设计一款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市

区内出行的电动汽车概念方案。现有电动汽车造型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沿用传统汽车造型，仅在

某些细节或局部设计作出调整，例如特斯拉系列，宝

马 i 系，众泰知豆等；另一类力图突破传统车型，造

型独特新颖，比较典型的有雷诺 Twizy，大众 I.D.，

丰田 i-Road。正是由于电动汽车同时具有两类造型的 
 

发展方向，使得人们尚未对电动汽车的造型形成较为

一致的认同感，因此，设计师首先需要获取用户对电

动车的认知与认同情况，以准确了解用户对电动车的

接受度与期望，把握设计方案的大致方向。 

2.1  电动车口语报告 

根据项目定位，研究小组将调研对象年龄控制在

18~45 岁，具有或潜在具有电动汽车购买能力的城市

居民。调研目的是获取电动汽车的语义词汇，为之后

的设计情景版制作、方案概念发展和方案评选奠定良

好的基础。电动汽车的语义词汇获取，包含着人们对

电动汽车的已有印象与未来期待，因此采用追述性口

语报告更为适合。鉴于项目经费、时间等因素，项目

组短期内收回了 30 份有效问卷，问卷包括对现代电

动汽车的评价与看法，购买关注点，以及对未来电动

汽车设计期望等内容。 

2.2  问卷文本整理 

按照文本整理规则，将问卷内容规范化处理，得

到 128 个独立词汇。参考词汇间关联性，独立词汇缩

减到 22 个词汇类，见图 3。聚类后，与电动车造型设

计直接相关的词汇类共计 13 组，间接相关 9 组。间接

词汇类涉及蓄电量，充电桩等技术因素，不在本次项

目主要关注范围之内，因此将暂时不做余下分析工作。 

 
 

图 3  语义词汇聚类为词汇类 
Fig.3 Semantic vocabularies classified as vocabulary category 

 
 

2.3  电动车语义提炼 

研究小组基于词汇类内解释语义层的词汇，概括

提炼出 13 组词汇类的核心语义词汇，见表 1。词汇

类 1 包括“小巧的”、“轻巧的”、“玲珑的” 、“大气的”

和“大方的”等语义词汇。研究小组综合词汇出现次

频，表达蕴意，描述对象等因素，从中选取语义词汇

对“小巧的—大气的”，作为本词汇类的核心语义词

汇。而词汇类 5 则是通过语义概括得到核心语义词汇

“共享式的—自用的”。在 12 组词汇类的核心语义词

汇中，有 8 类是语义词汇对，4 类为独立语义词汇。 

综合考虑本项目的研究目的，包括词汇类解释语
义层的词汇数量，可操作性，覆盖范围等因素，研究
小组保留 9 类核心语义词汇，去除了“圆润的”，“美
观的”与“时尚的—老气的”3 类核心语义词汇。再按照
语义润色调整方法，将略有贬义感的“廉价的”转换为
“实用的”，“高调的”转换为“张扬的”。 终，获取得
到电动汽车的核心语义词汇，见表 2。基于产品语义
提取方法及流程获得的核心语义词汇，为项目后期的
方案造型设计、提案评判提供了较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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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级产品语义词汇 
Tab.1 The primary product semantic vocabulary 

核心语义层 解释语义层 
词汇类 数量 

词对/独立

词汇 核心语义词汇 词汇（次数） 

1 19 词对 小巧的—大气的 小巧的（4），轻巧的（1），小巧型的（1），小的（1），不占地方的（1），

太大的（1），娇小的（1），小体积（1），小型化（1），玲珑的（1）；大

气的（4），大方的（2） 

2 8 词对 可爱的—霸气的 可爱的（1），萌萌的（1），活泼的（1），很萌的（1）；威武的（1），霸

气的（3） 

3 8 词对 廉价的—高端的 低劣的（1），过于高端的（1），太低端的（1）；高端（3），上档次（1），

尊贵（1） 

4 9 词对 低调的—高调的 低调的（1），含蓄的（1），简洁的（1）；豪华的（2），浮夸的（1），炫

酷的（1），屌炸天的（1），很屌的（1） 

5 10 词对 共享式的—自用的 共享的（1），出租车似的（1），校园小白车似的（1）、商用的（1），正

式的（1）；家的感觉（1），家庭备用的（1），两座式的（1），一座或两

座式的（1），温馨的（1） 

6 11 词对 稳重的—轻盈的 结实的（1），重的（1），安全的（1），安全感（1），稳定的（1），结构

稳固的（1），质量好的（1），浅色感（1），轻便的（1），灵敏的（1），

轻质化（1） 

7 14 词对 个性化—常规化 不失个性的（1），有突破性的（3），超凡的（1），有所区别的（1），特

别的（1）；中规中矩的（1），死板型（1），非另类的（1），低差异化（1），

造型瓶颈化（1），大众化（1），千家万户的（1） 

8 11 词对 时尚的—老气的 别致的（2），格调化（1），时尚的（3），优雅的（2）；偏老龄化（1），

反老年代步车式的（1），老年代步型（1） 

9 4 独立词汇 圆润的 圆润的（4） 

10 8 独立词汇 美观的 美观的（3），赏心悦目的（1），漂亮的（3），高颜值的（1） 

11 6 独立词汇 流线型 流线型（2），速度感的（1），修长的（1），流畅的（1），低阻力型（1），

12 8 独立词汇 运动感 越野型（1），野马感觉的（1），跨越感（1），运动感（1），力量感（1），

肌肉感（2），偏 SUV 式的（1） 

 
表 2  核心产品语义词汇 

Tab.2 The core product semantic vocabulary 

序号 词对/独立词汇 核心语义词汇 

1 词对 小巧的—大气的 

2 词对 可爱的—霸气的 

3 词对 实用的—高端的 

4 词对 低调的—张扬的 

5 词对 共享式的—自用的 

6 词对 稳重的—轻盈的 

7 词对 个性化—常规化 

8 独立词汇 流线型 

9 独立词汇 运动感 
 

3  结语 

语义提取易受主观、偏见、措辞不当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提取结果缺乏足够的解释性、代表性和一致

性，因此，本文针对产品语义的提取，从语义形式及

其获取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提出了一套操作简

单，易于掌握，且经济实用的产品语义提取方法与流

程。此方法与流程进一步规范了语义提取的具体操作

过程，并提供了具有可操作的方法与工具，使设计师

或设计研究者能够较为客观、可靠地从用户评价、关

注点、产品期望等信息中提炼出所需的适量关键产品

语义词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设计研发或研究的正

确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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