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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注重以用户为中心和产品创新设计的背景下，找到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将 TRIZ 理论应用于以用户

为中心的 iNPD 方法中，并进行优化。方法 以粉末式喷剂药瓶的改良设计为例，对新的设计方法进行验证。在 iNPD

方法的识别机会阶段，确定了药瓶使用的有效性，提出对目标产品的定义；应用 TRIZ 得到了问题的有效解，从而

确定了最优解；对产品进行细节设计，得到完整的设计方案。结果 应用改良的 iNPD 设计方法，对粉末式喷剂药

瓶进行了改良设计，达到了最初的设计目标。结论 证明基于 TRIZ 理论的改良的 iNPD 设计方法是有效的，是一

种创新的产品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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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IZ Theory in iNPD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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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find a new design method in the background of emphasizing the focus on user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pply the TRIZ theory in the user-centered iNPD method and optimize the method. With the improved 

design of powder spray bottle as an example, the new design method was verifi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opportunity phase 

of iNPD metho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ottle was determined and the definition of target product was proposed. TRIZ 

was applied to obtain the efficient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thus determining the optimal solution. The detailed design of 

the product was carried out to obtain the complete design proposal. The improved iNPD design method wa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design of the powder spray bottle to achieve the initial design goa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proved iNPD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RIZ theory is effective and it is an innovative product desig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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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产品若想得到用户的认可，那么它在满足用

户生理需求的基础上还要满足其心理需求，因此，需

要对用户内心所隐藏的情感认知进行研究，挖掘隐性

知识，将其利用在产品设计中，使产品更加独特，并

且难以转移、模仿与代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

跟[1]。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Craig Vogel 和 Jonathan Cagan

总结出来的 iNPD 方法，强调开发团队以用户需要、

要求和愿望为中心的重要性[2]。iNPD 过程包括识别

机会、理解机会、概念化机会、实现机会 4 个阶段，

其中前 3 个阶段是主体，是产品概念形成的重要阶

段，第四阶段为过渡阶段。 

新产品是创新的结果，在产品创新的每个阶段都

存在很多问题，TRIZ 能够帮助企业研发人员解决这

些困难，从而排除产品创新或者改良过程中的障碍[4]。

TRIZ 即发明问题解决理论，核心是解决系统中存在

的矛盾，基于技术的发展规律研究整个设计和开发过

程，获得 终理想解[5—6]。在以 iNPD 为理论框架进

行产品创新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引入 TRIZ 用于解决

设计问题，将使得产品的创新设计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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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IZ 理论在 iNPD 产品创新设计中的应

用研究 

TRIZ 是解决 iNPD 产品创新设计的问题和冲突

的有效方法，iNPD 的新产品开发过程见图 1。在 iNPD

方法中，现有产品的问题方向已经明确，接下来的第

3 个阶段——概念化机会阶段，就需要利用 TRIZ 理

论求得问题的 优解，使这一阶段的推进过程更为有

效。基于 TRIZ 和 iNPD 的设计方法见图 2。 

1.1  第一阶段——识别机会 

第一阶段的中心是产品机会的识别和选择，目标

是找到新产品或者改良产品的缺口，过程见图 3。这

不仅适用于产品的创新，也适用于产品的改良、优化。

在现阶段的产品设计中，许多设计师都有以经验先入

为主的误区，往往凭借自己以往的经验或者主观思想

来开展工作，这恰恰是创新设计难以突破的障碍所

在，而新产品开发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把每一个新产品

当做新领域去探索[7]。 
 

 
 

图 1  iNPD 的开发过程 
Fig.1 iNPD development process 

 

 
 

图 2  基于 TRIZ 和 iNPD 的设计方法 
Fig.2 Flow chart for solving problems with TRIZ 

 

 
 

图 3  识别机会的流程 
Fig.3 Flow chart for identifying opportunity 

 

1.2  第二阶段——理解机会 

理解机会阶段是把第一阶段经过分析得到的产

品缺口进行多方面研究，把其转化为对目标产品属性

和标准的全方面定义和诠释。主要是对目标市场、专

门用户、现有产品、周边产品进行调研，然后对调研

获取的结果进行总结。主要用到的方法有群体文化

学、情景分析法、任务分析法，辅助的研究方法主要

参考人机因素、人机工程学、生活形态、有关的信息

数据库。 

1.3  第三阶段——概念化机会 

根据上一阶段产生的目标产品属性和标准，采用

头脑风暴等方法将其转化为多个产品概念，然后进行

分析、讨论、推敲，选定其中较好的产品概念，重复

以上步骤，经过至少 3 个循环后，形成 终的产品概

念。在这个过程中，对产品概念进行价值分析，就显

得十分重要，它是可以参考的一个重要准则[4]。 

iNPD 的前两个阶段为设计人员找到了产品设计

的新方向，而第三阶段则要通过合适的设计方法来产

生初步的设计方案，就好比在一次探险中，经过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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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后确定了正确的目的地，下一步就是寻找到达

目的地的工具或者方法。具体设计方法的确定和设计

新方向的确定同等重要，但是现有关于 iNPD 的理论

研究大部分都只偏重于识别和理解机会阶段[8—10]，对

于概念化机会阶段并没有提出高效或者具体的设计

方法[11]，大部分都是延续使用头脑风暴的方法进行方

案设计，或者依据价值分析得出设计方案[12]，只有极

个别学者在该阶段提出创新性的设计方法，如李梦君

的基于 iNPD 与 SD 的角向磨光机造型设计[13]。 

作为创新设计理论和方法，TRIZ 同样有着举足

轻重的重要性，TRIZ 有着很强的逻辑严密性与操作

程序性，是解决创新问题的系统化理论和方法学，而

头脑风暴法只是针对创造性思维的某一侧面的研究，

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首先在立足点方面，头

脑风暴法认为创新是人们克服思维定势，在已有经验

的基础上进行的想象、联想等非逻辑思维过程，其没

有一定的规律可言。借助 TRIZ 理论，设计师能打破

思维定势，正确地发现现有产品或流程设计中存在的

物理冲突或技术冲突，并按照程式化的方法，找到具

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从而在概念设计阶段保证产品

开发设计方向的正确性。其次，头脑风暴法主要依赖

参与者头脑中存在的知识与经验，而参与者的经验与

知识结构往往是有限的， 终结果很有可能覆盖不到

优解，这个搜索过程是全方位和无目的性的，会导

致大量无用解的产生，而在产生这些无用解和对解进

行评价的过程中，会浪费大量的可用资源。TRIZ 并

不依赖于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其搜索范围可以得

到 优解。 后在应用范围方面，TRIZ 是在研究产

品的基础上产生的，故目前主要应用于机械、建筑、

电子等领域，在管理、经济等领域适用性不强。头脑

风暴法由于其易用性和简单性，所以可应用于大部分

领域[14]。综上，将 TRIZ 应用于产品创新设计将产生

更优的结果。 

TRIZ 包括九大经典理论：技术进化发展、 终

理想解、40 个发明原理、39 个工程参数和矛盾矩阵、

物理矛盾和四大分离原理、物质-场模型、76 个标准

解、发明问题解决算法 ARIZ 以及科学效应与现象。

经典 TRIZ 的体系结构依次包括理论基础（技术系统

进化模式）、分析工具（冲突分析、物质—分析、功

能分析、ARIZ 算法）、基于知识的工具（40 条发明

原理、76 个标准解、效应数据库）、结论这 4 个部分。 

应用 TRIZ 的第一步是对给定的问题进行描述；

第二步是对问题进行功能、因果、冲突及可用资源等

分析，将目标问题 TRIZ 化。第三步是 TRIZ 工具的

选择，如果在上述分析过程中发现存在冲突，则应用

原理去解决；第 3 种选择是对创新的技术系统进行进

化过程的预测。 

1.4  第四阶段——实现机会 

该阶段的任务是对上一阶段形成的产品概念进

行反复地推敲和修改，进一步完善方案， 终形成产

品的模型和提案。 

2  实例应用 

口腔溃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疾病，而

粉末式喷剂药物则是治疗该疾病 常见的药物类型，

但是市场现有的该类药物使用起来存在着许多问题。 

2.1  识别机会 

在该阶段对粉末式喷剂药瓶进行了 SET 因素分

析，发现多个市场机会缺口，根据机会权衡矩阵对其

进行评估， 终确定了该药瓶使用的有效性问题为产

品机会，设定以下简单故事情节：小 A 为一名在校

大学生，因为饮食和作息不规律身体经常上火，从而

出现口腔溃疡症状，因此粉末式喷剂药物对于他来说

是日常必备品，但是在使用这种药物时小 A 经常需

要同学的帮忙，自己一个人操作上药不方便，同时在

挤压药瓶时药物不容易准确定量地到达伤口处，且需

要反复上下颠倒数次使得药物到达瓶口处，同时药瓶

口经常被因为接触空气而变潮湿的药物所堵住。 

2.2  理解机会 

通过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对粉末式喷

剂药物的使用者进行了调查。对随机抽取的两名使用

粉末式喷剂药物的同学进行了观察记录和深度访谈，

发现其使用药物时有许多不便。综合观察和访谈的结

果，并结合价值机会分析，提出了对目标产品改良的

产品定义：符合人机工程学，按压不费力；产品上药

有效性有待提高；产品外观更美观，视觉上给人简洁

感；情感方面给人以安全感、亲切感，舒缓了患者的

病痛感。 

2.3  概念化机会 

2.3.1  问题描述 

问题描述即定义产品所在技术系统的功能。问题

所在的技术系统为粉末式药物喷剂的药瓶，该技术系

统的功能为输送瓶内所装的粉末式药物至伤口处。此

产品利用人挤压瓶子的压力和重力使得粉末药剂进

入导管，经导管滑落到溃疡伤口处。当前技术系统存

在以下问题：当药瓶倾斜使用时，药物在重力作用下

集中在瓶口处，导管内压力不足，很难使得药物进入

导管，需要多次重复此操作；挤压药瓶瓶身的动力驱

动方式对粉末式药物的作用力比较集中，药物很容易

喷涌而出，扩散至伤口周边，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浪

费；药物用量不容易控制。 

2.3.2  问题分析 

（1）功能分析：建立已有系统的功能模型，见图

4；（2）因果分析：应用原因分析法确定产生问题的

原因，见图 5；（3）确定冲突区域：倾斜着使用药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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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重力是驱使药物进入导管的动力之一，但又因为

重力作用集中在瓶口处，所以每次只有少量药物进

入，需多次反复操作，且挤压式动力驱动对粉末式药

物的作用力比较集中，药物很容易扩散至伤口周围，

准确性不高（4）理想解分析：人们不会得口腔溃疡

这种病，粉末式药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或者粉末

药物可以一次性准确地到达伤口处；（5）可用资源分

析：将系统所在的内部和外部资源进行分析，可用资

源分析见表 1。 

 
 

图 4  功能模型 
Fig.4 Functional model 

 

 
 

图 5  因果分析过程 
Fig.5 Causal analysis process 

  
表 1  可用资源分析 

Tab.1 Available resource analysis 

 资源名称 类别 可用性 

瓶身 物质资源 可直接应用

导管 物质资源 可直接应用

瓶内空气 物质资源 可直接应用
系统内部资源 

粉末药物 物质资源 可直接应用

人的手 能量资源 可直接应用
系统外部资源 

重力 能量资源 可直接应用

 

2.4  实现机会 

按压式的使用方式代替了需要多次颠倒药瓶的

操作方式，解决了挤压式药物容易喷涌而出的问题，

同时药物用量也较易控制。整体造型采用类似一支笔

的形状，精致美观，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夹在衣服的口

袋上，达到了简单便携、准确性高、用量可控、操作

简单的产品设计目标。 

将产品进行 3D 打印，制作成 1∶1 的实物模型，  

 
 

图 6  产品效果图  
Fig.6 Product effect diagram1 



198 包 装 工 程 2018 年 12 月 

邀请两名被调查者进行二次调查。同样采用群体文化

学中的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对其使用过程进行

观察记录，事后对其进行深度访谈。两名同学均反映

产品有很大改进，解决了之前使用过程中的大部分问

题。首先，产品清爽小巧的外观在情感方面给予了被

测试者亲切感、安全感、舒适感，在主观心理方面减

轻了病人对于病症的疼痛感；其次，在使用方式上，

更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求，从原来的拇指与四指捏合

用力到拇指单独按压用力，手的抓握方式从半接触的

捏合式到全包围的握持式，且免去了先前反复颠倒药

瓶的复杂操作； 后，从产品本身来说，透明的瓶身

能让用户直观感知到剩余药量，药物的用量和上药的

准确性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产品模型见图 7。 
 

   
 

图 7  产品模型 
Fig.7 Product effect diagram 

 

3  结语 

综上所述，将 TRIZ 理论应用于 iNPD 方法中得

到的新的产品创新设计方法具有自身优势，能深入分

析潜在用户的需求，拓宽设计师解决问题的思路，让

设计变得有路可循，进而帮助设计师把握产品的创新

机遇。如今，各大型企业的产品同质化问题越来越严

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应将 TRIZ

理论应用于 iNPD 的产品创新设计中，利用其不断开

拓市场，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据有力地

位，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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