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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 SUV 座椅造型设计进行研究，以满足汽车细分市场的多元化审美需求。方法 通过用户

访谈确定运动感、安全感和美观感是用户对 SUV 座椅评价的关键感性意象；通过语义分析法研究具有

显著感性意象的 SUV 座椅造型特征；将主要的造型特征形式编码，通过回归分析确定几何造型特征形

式与 SUV 座椅感性意象的显著性。结论 SUV 座椅轮廓线的收敛方向对运动感、安全感、美观感有显

著影响，腰撑的分形方式对运动感、安全感有显著影响，分缝线的方向对美观感有显著影响，分缝线的

类型对座椅运动感、安全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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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style design of SUV seats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aesthetic needs of the car seg-

mentation market. Through user interviews, the key perceptual images of the SUV seat evaluation were determined to be 

the senses of motion, security and elegant. The form feature elements were found from the SUV seat with clear perceptual 

images by semantic analysis. Main characteristic geometric morphologic elements were encoded, and the correlation of 

geometric features to the perceptual image of SUV seats was determined throug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con-

vergence direction of the SUV seat contour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sense of motion, security and beauty. The 

fractal mode of the wais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sense of motion and security. The direction of the seat parting 

lin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sense of beauty. And the type of the seat parting line has certain influences on the 

sense of motion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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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是乘车员与汽车之间紧密联系的内饰件，是

汽车内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汽车的舒

适感、个性感、品质感、安全感等，并影响人们对汽

车的评价[1—2]。虽然只是汽车的一个零部件，但其造

型设计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综合了艺

术与技术的融合体[3]。陈杰[4]对汽车座椅的人机工程

学设计进行研究，探讨了目前汽车座椅设计中的问

题。宋志平[5]通过 Alias 三维建模方式，讨论了座椅

设计的现代化和人性化方式。近年来，设计师和研究

者的设计重点由传统的设计模式转移到消费者的情

感需求上，利用感性工学知识，多角度探索消费者感

性意象和汽车造型要素之间的关系[6—7]。孙琳琳等[8]

结合感性工学和 TRIZ 的方法，调查了汽车座椅设计

前期的消费者美学喜好，得到了最能够贴近消费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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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设计符号元素，然后进行功能和结构的重组。随

着汽车市场的进一步细分和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不同

车型座椅造型设计显示出不同的要求，对座椅造型设

计的细分研究需求变得强烈。本文主要就 SUV 车型

的座椅造型展开设计研究，分析影响座椅造型意象的

造型特征。 

1  用户评价 SUV 座椅造型的关键感性意象 

2011—2017 年，中国的 SUV 车型市场年均复合

增长率高达 33.6%，远高于整体汽车市场增速，SUV

市场仍呈现蓬勃发展局面[9]。为了解消费者对于 SUV

汽车座椅的审美需求和造型偏好，笔者在长城、长安、

丰田、Jeep 等 4S 店对 60 名 SUV 的车主和潜在用户

进行了访谈调研。受访者年龄为 25~45 岁，其中男性

38 名、女性 22 名。本次调查通过结构性问题了解消

费者在 SUV 座椅造型方面审美偏好的态度和侧重

点，列出新颖感、运动感、安全感、舒适感、美观感、

时尚感、科技感、高档感、便捷感共 9 个感性意象，

要求被访对象选择 3 项作为评价 SUV 座椅的优先  

标准。 

60 名调查者选择的优先评价选项共 178 项，通

过对数据整理总结发现：在感性意象要素方面，安全

感、舒适感、运动感和美观感作为评价 SUV 座椅造

型的的关键感性意象的比例分别为 21.9%，19.1%，

14.6 和 12.9%。调查结果说明 SUV 车型的车主和潜

在用户对于座椅造型的评价是偏向理性的，更加注重

乘坐的安全感和舒适性，对于 SUV 座椅有运动感表 
 

现的要求，并具备一定的形式美感，见图 1。 
 

 
 

图 1  用户访谈结果分析 
Fig.1 Analysis of user interview results 

2  基于语义分析法的 SUV 座椅造型分析 

根据实际的 SUV 座椅设计研发情况，舒适感较

大程度上由人机工程因素及选用材料决定，造型特征

影响较弱。设计师主要通过造型特征塑造安全感、运

动感和美观感 3 种感性意象。 

2.1  SUV 座椅造型的调查方式和结果 

汽车座椅中的主驾驶使用频率最高，结构最为复

杂，是汽车座椅造型设计的切入点和造型风格的集中

体现，选取长安、本田、福特、别克、吉利、长城、Jeep

等 20 款主流 SUV 车型同角度图像，见图 2。通过语 

 
 

图 2  SUV 座椅造型语义分析法样本 
Fig.2 SUV seat modeling semantic analysis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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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差异法研究设计人员和用户对座椅的评价，再分析

其造型特征和感性意象关联最密切的几何造型特征。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方式，对样本图像进行处理，

隐去品牌相关信息，只分析造型因素。调查对象包括

座椅工程师 13 名、造型设计师 13 名、SUV 车主 49

名、潜在用户 25 名。要求调查对象对每个样本的运

动感、安全感和美观感通过 5 级李克特量表评级，“完

全不具备运动感/安全感/美观感”为 1 分，“非常具备

运动感/安全感/美观感”为 5 分。 

本次调研回收问卷 1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98 份。

对调研结果进行汇总整理，见表 1，分别选出在运动

感、安全感和美观感评分最高的前 10 名。 
 

表 1  SUV 座椅造型感性意象评分前 10 名 
Tab.1 The first 10 seats on SUV seat perceptual image score 

排名 运动感评分 安全感评分 美观感评分 

1 牧马人 3.52 吉利博越 3.68 牧马人 3.58 

2 吉利博越 3.40 长城哈弗 H6 3.60 长城哈弗 H6 3.44 

3 长城哈弗 H6 3.37 吉利帝豪 3.56 吉利博越 3.31 

4 吉利帝豪 3.28 牧马人 3.55 长城哈弗 H9 3.27 

5 荣威 RX5 3.28 长城哈弗 H9 3.52 众泰 T600 3.26 

6 沃尔沃 XC90 3.25 马自达 CX-4 3.48 荣威 RX5 3.24 

7 长城哈弗 H9 3.21 沃尔沃 XC90 3.40 马自达 CX-4 3.23 

8 众泰 T600 3.17 众泰 T600 3.37 吉利帝豪 3.23 

9 福特翼虎 3.13 传祺 GS4 3.33 福特翼虎 3.12 

10 宝骏 560 3.12 福特翼虎 3.30 沃尔沃 XC90 3.10 

 

2.2  结果分析 

去掉材质和色彩因素，分别提取牧马人、长城  

哈弗 H6 和吉利博越 3 款座椅图像线稿，分析其造型

特征。 

对比其他座椅，可发现在运动感、安全感、美观

感 3 种感性意象方面受到用户认可的 SUV 座椅的造 
 

型特征，具有以下特点：（1）座椅靠背向上收敛的造
型更具运动感；（2）靠背腰撑在与靠背的结合部收窄
形成转折时，更容易获得较高评分；（3）腰部支撑的
分形形式变化，对运动感、美观感影响较大；（4）适
当复杂的分缝线比简单造型更容易塑造美感；（5）纵
向分缝线条比横向分缝线条较容易提升运动感和美
观感。 

 
 

图 3  典型 SUV 座椅造型分析 
Fig.3 Form feature analysis of typical SUV seats 

 

3  基于逻辑回归的感性工学分析 

基于逻辑回归的量化研究，根据感性工学理论，

运用语义区分将造型的感觉属性划分成若干等级，并

通过群体调研形成相对客观可信的感性值数据，然后

进行相关分析[10]。根据 SUV 座椅造型语义调查分析

的结果，提取 SUV 座椅靠背最显著的造型特征形式

进行编码，重新生成造型样本进而分析造型特征形式

和感性意象之间的关系，验证前面的判断。 

3.1  基于感性工学的样本制作与调查 

根据 SUV 座椅造型分析的结论，可以提取 SUV

座椅最显著的造型特征形式有：轮廓线的收敛方向

A、腰撑的分形方式 B、横向分缝线 C 和纵向分缝线

D，编码见表 2。 



第 40 卷  第 10 期 成振波等：基于感性工学的 SUV 座椅造型特征研究 139 

表 2  SUV 座椅的几何造型元素编码 
Tab.2 Geometric feature element coding for SUV seats 

造型特征 轮廓线的收敛方向 腰撑的分形方式 横向分缝线 纵向分缝线 

 
结合部收窄形成转折 

B1 

 
C1 

 
D1 

 
A1 

 
结合部不形成转折 

B2 

 
C2 

 

 
D2 

造型特征具体形式 

及其编码 

（红色线条表示） 

 
A2  

拉通至肩部 
B3 

 
C3 

 
D3 

 

 
 

图 4  编码生成的样本 
Fig.4 Code generated samples 

 

对编码的造型特征形式进行排列组合，生成 36

个样本，再次通过语义分析法，对 100 名设计师和用

户进行了问卷调研，将样本随机打乱，以防止形成惯

性思维。被访对象分别对样本的运动感、安全感和美

观感进行 5 级评分，“完全不具备运动感/安全感/美观

感”为 1 分，“非常具备运动感/安全感/美观感”为 5 分。 

统计每个样本的所有有效问卷的结果均值，为了

便于分析调查结果，按照各个意象的均值将运动感、

安全感和美观感的得分进行分级。每种感性意向评分

分为 5 级，设评分值为 x，则每级区间为(xmax-xmin)/5，

最后汇总评分分级情况见表 3。 

3.2  造型特征对感性意象的影响研究 

将数据导入 SPSS 进行分析，设运动感等级、安

全感等级、美观感等级为因变量，将各个造型特征（轮

廓线的收敛性、腰撑的分形方式、分缝线方向和分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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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本座椅的感性意象评价矩阵 
Tab.3 Perceptual image evaluation matrix of sample seats 

编码 
运动感意象 

等级 

安全意象 

等级 

美观感意向

等级 

A1B1C1 2 3 2 

A1B1C2 3 4 3 

A1B1C3 2 3 3 

A1B1D1 2 5 2 

A1B1D2 2 5 2 

A1B1D3 3 4 3 

A1B2C1 1 2 1 

… … … … 

A2B3D3 4 2 3 

 
线类型）设置为自变量，分别对因变量和各自变量进

行逻辑回归分析。 

以因变量运动感等级为例，模型拟合信息见表 4，

取显著性水平 0.05，可以计算卡方检验临界值为

9.488，表 4 显示卡方值远大于临界值，且显著性小

于 0.05，卡方检查通过[11]。此外，三种伪 R 方值“Cox

和 Snell”、“Nagelkerke”、“McFadden”分别为 0.697，

0.741，0.421，说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 4  模型拟合信息 
Tab.4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模型 
2 倍对数似然 

函数值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仅截距 102.088 / / / 

最终值 59.090 42.999 4 0.000

 
结果分析见表 5，对于运动感，各自变量（造型

特征）的显著性 p 值均小于 0.05，具备统计学意义；

因变量（运动感）的显著性 p 值大于 0.05，不具备统

计学意义，其余等级的显著性 p 值均小于 0.05，具备 
 

表 5  运动感分级分析参数估算值 
Tab.5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dynamic sense classification 

  估算 
标准 

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运动感分级=1] –1.446 1.022 2.001 1 0.157

[运动感分级=2] 2.543 1.042 5.959 1 0.015

[运动感分级=3] 6.608 1.581 17.480 1 0.000

阈

值 

[运动感分级=4] 9.056 1.938 21.830 1 0.000

轮廓线的 

收敛方向 
4.602 1.114 17.052 1 0.000

腰部支撑的 

分形方式 
–1.502 0.507 8.778 1 0.003

分缝线方向 

 
–4.773 1.694 7.937 1 0.005

位

置 

分缝线类型 2.127 0.577 13.591 1 0.000

统计学意义，即各自变量（造型特征）对因变量（运

动感）的影响显著，特别是对判断是否具有运动感的

影响显著。 

同样的方式，对各个造型特征与安全感、美观感

的影响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轮廓线收敛方向 A

对运动感\安全感\美观感的影响显著；腰部支撑的分

形方式 B 对运动感\安全感的影响比较显著；分缝线

方向对美观感的影响显著；分缝线类型 C、D 对运动

感\安全感影响显著。 

3.3  具体造型特征形式对造型意象的影响 

按照分缝线的 2 种类型，分别再次将数据导入

SPSS 进行分析，设运动感分级、安全感分级、美观

感分级为因变量，将各个造型特征的具体形式（轮廓

线的 2 种收敛形式、腰部支撑的 3 种分形形式、分缝

线的 6 个形式）设置为自变量，进行逻辑回归分析。 

3.3.1  分缝线为横向 

座椅轮廓线收敛方向 A1、A2 对运动感\安全感\

美观感的影响均显著；腰部支撑分形形式 B1、B3 对

运动感\安全感影响显著；横向分缝线形式 C1、C2、

C3 对于安全感和运动感的显著性 p 值为 0.06~0.08，

有较强的影响。 

3.3.2  分缝线为纵向 

其他造型特征形式显著性与 3.3.1 相同；纵向分

缝线形式 D1、D3 种对安全感和运动感的影响显著。 

4  结果分析 

综合以上结果，结合感性意象评价矩阵中表 3 中

的分级得分情况，可以得到如表 6 所示结论，即： 
 

表 6  SUV 座椅造型特征对感性意象的作用 
Tab.6 Effect of form features of SUV  

seat on perceptual image 

SUV 座椅 

造型特征 
运动感 安全感 美观感 

A1 消极 积极 消极 

A2 积极 消极 积极 

B1 积极 积极 / 

B2 / / / 

B3 消极 消极 / 

横向分缝线 / / 消极 

纵向分缝向 / / 积极 

C1 较消极 较消极 / 

C2 较积极 较积极 / 

C3 较积极 较积极 / 

D1 较消极 较消极 / 

D2 / / / 

D3 较积极 较积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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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更清晰地分析出各个造型特征形式对 3 种

造型意象意象的影响：（1）座椅轮廓向上收敛，有利

于运动感和美观感，反之则有利于安全感；（2）座椅

腰部支撑的分割在与靠背结合部形成转折时，能提升

运动感、安全感，腰部支撑分割线延伸至肩部，则会

减低运动感、安全感；（3）纵向线条比横向线条更能

够提升美观感；（4）适当复杂的分缝线类型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运动感和安全感。 

5  设计验证 

笔者选择对运动感、安全感、美观感有积极作用

的几何造型特征设计一款 SUV 主座椅，见图 5。首

先选用 A2B1D2 作为原型，在保证几何造型特征的前 

提下增加设计元素，丰富造型。由于座椅轮廓收敛性

对运动感、美观感的作用，与对安全感相反。因此当

座椅轮廓向上收敛时，在靠背上部，在腰部支撑的转

折点，通过分缝线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背部，形成局

部扩张线条，这种做法能够在运动感、美观感和安全

感之间达成较好的平衡。 

选取市场已有的三款 SUV 座椅提取线稿，作为

参考样本。选取另外的 100 名 SUV 用户和设计师对

几款座椅的主要感性意象评分，等级设置与前面的调

研相同。结果显示运动感评分：设计样本>参考样本

2>参考样本 3>参考样本 1；安全感评分：设计样本>

参考样本 3>参考样本 1>参考样本 2；美观感评分：

设计样本>参考样本 3>参考样本 2>参考样本 1。 
 

 
 

图 5  样本设计 
Fig.5 Sample design 

 
 

 
 

图 6  检验样本 
Fig.6 Test sample 

 

6  结语 

本文以 SUV 座椅造型设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语义分析、感性意象研究、逻辑回归等感性工学的相

关方法，分析得出 SUV 座椅造型特征对运动感、安

全感、美观感 3 种感性意象的影响作用。通过重组造

型特征的设计验证，证明本次研究结果为 SUV 汽车

座椅的造型设计提供了设计方法和评价依据，对其他

产品设计领域的感性工学研究也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造型的几何特征，用户对于汽车座

椅色彩、材质要素对于感性意象的作用需要在未来进

步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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