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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栅格系统方法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发展现状、应用范式及创新途径。方法 从网页界面

设计的特点与规律出发，分析其作为一种视觉传达媒介在交互方式与设计流程上的特性，研究栅格系统

方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对栅格系统发展现状与应用范式的归纳分析，

探讨其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创新途径与发展方向。结论 栅格系统本质上是一种可以数学描述的界面设

计方法，能够指导网页元素的布局与信息内容的组织传达，有效提升网页产品的用户体验。信息技术软

硬件的发展对网页界面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从典型栅格系统的扩展应用、响应式网页设计方法的

推广完善等方向探索创新。同时，栅格系统方法能够从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学习模型建立等方面，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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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pplication paradigm and innovative approach of grid sys-
tems in web interface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web interface design, its peculiarities in inter-
active mode and design flow as a visual communication medium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inductiv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application paradigm of grid systems, the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in web interface design were discussed. The grid system is essentially an interface design method that can be mathemati-
cally described. It can guide the layout of webpage element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ontents, which effec-
tively improves the user experience of web products. A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new requirements 
on web interface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extended application of typical grid systems and the promotion of 
responsive web design methods. Meanwhile, the grid system method can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field, in terms of unstructured data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model esta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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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

及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页界

面作为一种人机交互媒介，其信息传播方式、设计方

法与实现技术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扁平化设计的流

行、标准化组件的普及、前端开发框架的创新发展等

对网页界面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设计方法已

无法满足需要。栅格系统方法最早应用于平面设计当

中，能够有效指导网页界面布局设计，提高信息传达

效率，提升界面秩序性与阅读体验，并保证网页开发

过程的规范性，对网页界面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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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栅格系统概述 

1.1  历史发展 

栅格系统，被称为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瑞士

平面设计风格，是一种针对版式布局与信息组织的设

计方法。该方法源起于传统印刷出版物设计中的几何

网格，在国际主义风格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吸收来自

于构成主义、风格主义和包豪斯的设计思想，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德国与瑞士得到了较好的探索和

完善，发展为完整的系统，成为二战后平面设计的重

要方法之一。它将理性与秩序性带入设计当中，针对

信息传达主体中的各种元素，用一种科学化的数学描

述，指导其版式布局与信息组织，在规范设计的同时，

又为设计的创造性留下了充足的空间[1]。 

1.2  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 

信息时代的发展并未导致栅格系统方法过时，在

设计领域内的应用愈加广泛。栅格系统广泛应用于建

筑空间设计与印刷版式设计中，在现代书籍装帧设计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使书籍装帧具有版面稳定

性、信息组织性和阅读关联性[2]；同时，在企业型录

的设计中能够有效提升秩序性、规律性、条理性、简

洁性等[3]。栅格系统不断应用于新兴信息媒介的设计

中，例如操作系统界面设计、网页界面设计及移动设

备界面设计[4]等。始于 Windows phone 7 系统的 Metro 
UI 设计语言，创新性地使用了磁贴布局方式，通过

与扁平化设计风格的配合，在保持美观性的同时能够

高效传达信息内容，向人们展示了基于栅格进行信息

布局设计的魅力。 
栅格系统广泛应用于网页界面设计的实践中，这

与后者的媒介特点及其设计过程密不可分，具体到网

页界面设计中的栅格系统可以描述为：依据规律性的

几何网格来指导网页元素布局与信息组织传达的设

计方法[5]。 

2  网页界面设计的特点与规律 

2.1  基于视觉传达的设计规律 

不管是印刷版式设计、包装设计，还是网页界面

设计，都属于视觉传达设计的范畴，其界面中主要包

含文字、图形与色彩 3 个方面的元素，需要对这些界

面元素进行艺术化处理与布局编排，将设计意图以视

觉化的形式呈现给用户。除了这些显性的界面元素

外，界面结构布局、视觉流程等内容也是视觉传达设

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隐藏性的界面信息[6]，特别

是界面的结构布局设计，可以影响各界面元素的呈现

顺序与视觉权重，也可以影响它们的相互关系，更可

以产生独特的界面风格与秩序感，是视觉传达设计的

重要内容。 

2.2  与传统印刷版式设计的差异 

2.2.1  信息载体的不同 

网页界面设计与传统印刷版式设计的区别，首先

在于信息载体的不同。印刷物以纸质载体为主，其版

面尺寸是固定的，同时信息的传播依托于出版物的发

行与流通，设计内容的传播与变化较慢。网页界面的

信息载体则是以浏览器为主的数字化媒介，其不同的

地方在于：（1）界面尺寸千差万别，不同查看设备、

不同浏览器窗口、不同应用场景的网页界面尺寸往往

不同，凭借浏览器的滚动，网页界面在横向与纵向上

都有无限延伸的可能；（2）通过网页展现的信息其传

播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导致信息发布周期短，对设

计效率的要求高；（3）网页中信息内容的展示不局限

于静态的文字、图片等形式，可以是动态的、多维的、

时空关联的可视化形式[7]。 

2.2.2  交互方式的差异 

传统印刷物与用户信息交互的方向是单向的，用

户只是信息传达的受众。网页界面的交互方式有不同

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网页中信息内容与用户的

交互是双向的，用户不仅可以进行信息的输入并获取

及时的反馈，还能影响随后出现的页面内容，信息获

取效率及情感体验远高于传统印刷物；（2）网页版面

的连续性允许内容设计上的连续性，超链接跳转等方

式增加了信息之间的关联，这些都让网页界面的设计

有了更大的创意空间；（3）网页所面向的用户数量是

巨大的，将页面元素进行更好的布局与组织，以实现

更明确的设计重心呈现与更快的用户注意力捕捉，是

设计过程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8]。 

2.3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流程 

Jesse James Garrett 在《用户体验要素》一书中阐

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网页设计方法，依据界面主体功

能及用户信息需求的不同，将网页分为功能型的平台

类网页与信息型的媒介类网页，并提出了网页界面设

计的流程模型，即从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架

层、表现层 5 个层面，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概念到

实现的顺序开展网页界面的设计[9]，5 个层面所对应

的设计内容见图 1。网页界面设计流程的独特性，是

其他信息传达媒介所没有的，栅格系统方法可以作用

于结构层、框架层、表现层的设计过程，对信息布局

设计起到重要作用。 

3  栅格系统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应用范式  

3.1  基于比例的栅格系统 

基于比例的栅格系统，是较早使用、布局原理也

相对简单的栅格系统，比如基于“黄金分割”的栅格

系统。“黄金分割”作为一种数学比例，广泛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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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雕塑、绘画、平面设计等领域，在一条分为两

段的线段中，假定较短部分与较长部分长度之比等于

较长部分与总长度之比，这个比例即为“黄金分割”，

其数值为 0.618。具体到网页界面设计中，依据“黄

金比例”计算页面导航区域与内容区域的宽度，以页

面宽度为 960 px 为例，得到导航区域宽度为 366 px，

内容区域宽度为 594 px。 
 

 
 

图 1  网页界面设计的流程模型 
Fig.1  Process model of web interface design 

 
相较于“黄金分割”这种传统的“无理数”比例

规则，基础的 3 列或 4 列栅格系统则更加常见。英国

设计师 Mark Boulton 研究了 3 列栅格，在页面设计中

采用 250 px 与 750 px 的页面布局，并能继续扩展为

6 列设计。 
基于比例的栅格系统的优点在于可以简单快速

的指导网页设计，适合于信息层级分明、展现内容较

少的网页，如美国国家地理网站的首页。同时，针对

网页尺寸可能变化的情况，可以按比例动态布局，即

将布局的尺寸单位由 px 改为 em 或%，再将页面按“黄

金分割”或“三等分”的比例布局。 

3.2  基于固定间隔的栅格系统 

网页界面设计中的栅格系统，狭义上即为基于固

定间隔的栅格系统，即通过间隔将页面划分为若干相

同宽度的列，并作为基础单元网格，通过不同数量的

列组合，满足多样化的设计需求[10]。 
定义页面的宽度为 w，列宽度为 c，间隔宽度为

g，页面外边距宽度为 m，栅格列数为 n，得到式（1）： 
     1 2w c n g n m     

 
（1） 

g 的宽度往往为 m 的 2 倍，将 c+g 记为 C，可得

式（2）： 
   w C n   （2） 

由式（2）不难看出，页面的宽度与栅格列数决

定了此种栅格系统的使用方式，这其中应用最广泛的

是 960 栅格系统，由 Nathan Smith 在 2008 年提出，

并建设专门的网站进行推广，其应用于宽度为 960 px
的固定尺寸页面中，栅格列数 n 可以是 12，16，24
等，能够保证设计内容的灵活性，同时凭借其对较小

尺寸屏幕的适配，时至今日仍然被众多网站所使用。 

3.3  等宽度栅格系统 

等宽度栅格系统不再用固定间隔划分栅格，而是

将 整 个 页 面 划 分 为 若 干 等 宽 度 的 单 元 网 格 。 Bryn 
Jackson 就提出了一种“8 点栅格”的栅格方法，将页

面划分为宽度 8 pt（pt 为与屏幕显示设备有关的尺寸

单位）的栅格，界面各元素的尺寸、内外间距等都采

用 8 的倍数进行设计。采用这种方式，在保证界面秩

序性的前提下，能够减少设计规划的时间，并能适配

多种显示器尺寸，如用户使用较多的 1024，1280，

1360，1440，1600，1920 px 的屏幕尺寸。Material 
Design 的设计规范中也定义了 8 dp（dp 为移动设备

界面开发中的尺寸单位）的栅格系统，见图 2，所有

组件都与宽度为 8 dp 的基准网格对齐，文字排版则

与宽度为 4 dp 的基准网格对齐。 
 

 
 

图 2  Material Design 的栅格系统 
Fig.2  Grid system of Material Design 

 
3.4  图标栅格系统 

图标是网页中重要的信息表达元素，可以用于信

息提示、导航引导、辅助操作等场景，其设计方法与

规范对于网页界面设计也很重要，栅格系统理论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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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于指导图标设计。Material Design 中图标设计

的栅格系统见图 3，为移动端设计服务的图标库如

Iconfont、Anticon 等也都有自己成熟的图标栅格系

统，它们约束了图标的最大尺寸与单位，并从图标的

视觉重心与感观大小出发，归纳出正方形、圆形、矩

形 3 种典型的图标形态，用于降低图标外观的不同导

致的图标大小差异。 
 

 
 

图 3  Material Design 的图标栅格 
Fig.3  Icon grid of Material Design 

 

4  栅格系统应用的创新途径 

4.1  960 栅格系统的发展 

栅格系统方法不是万能的和不变的，需要不断基

于网页界面尺寸的发展进行调整，才能更好的发挥作

用。960 栅格系统推出时能够很好地适配最大宽度为

1024 px 的显示器，能够帮助网页设计者们快速地构

造以下栏栅数目的布局原型：9+3，3+3+3+3，4+4+4，

10+2 等，体现了栅格系统方法的灵活性与规范性。

随着信息技术软硬件的发展，不同尺寸显示器的市场

占有率已经发生变化，依据 Statcounter 网站的统计结

果，安装 Windows 系统的用户其使用最多的屏幕分

辨率是 1366 px×768 px，其次是 1920 px×1080 px，变

化情况见表 1。 
 

表 1  屏幕分辨率市场占比统计 
Tab.1  Market occupation of screen resolution 

市场占有率  

2009 年 2018 年 
1024×768 37.83% 4.22% 
1280×800 19.25% 4.77% 
1366×768 2.15% 28.26% 
1400×900 7.88% 6.97% 
1600×900 0.51% 5.74% 
1920×1080 0.6% 18.46% 

 
不难看出，960 栅格系统已经不能够满足大部分

网页界面设计的需要，要尝试寻找更合理利用屏幕

区域的栅格系统。1200 px 宽度的栅格系统，能够适

应用户使用最多的 1366 px×768 px 显示器，其栅格

列数可以选择 12，16，24 等，正逐渐被更多的网站

采用，比如 Alexa 统计的全球访问排名前 10 的 www. 
taobao.com 与 www.jd.com 网站，它们在宽度尺寸为

1366 px 的屏幕显示中，均采用了 1200 px 的栅格系

统，见图 4。 
 

 
 

图 4  1200 px 栅格的应用 
Fig.4  Application of 1200 px grid 

 
在一款面向 B 端产品的界面设计实践中，笔者 

发现用户使用的设备尺寸更加统一，均为 1920 px× 
1080 px，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固定间隔的栅格系

统方法，建立 1920 px 的栅格系统，见图 5，其中列

宽度为 134 px，间隔宽度为 24 px，页面外边距宽度

为 24 px，栅格列数为 12。 
随后的界面设计工作依据此 1920 px 栅格系统进

行，页面效果图见图 6，可以得到结论：此栅格系统

能够满足多样化的网页界面设计需求，页面布局与信

息组织灵活，不同子界面之间能够保持用户体验的规

范和统一。 

 
 

图 5  1920 px 栅格 
Fig.5  1920 px grid 

分辨率/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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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20 px 栅格系统应用实践 
Fig.6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1920 px grid 

 
4.2  响应式网页设计 

栅格系统方法在网页界面设计中的应用，更多针

对特定数值宽度的界面，无法同时满足尺寸各异的浏

览器与显示设备的设计需要，特别是智能移动设备的

普及，移动设备界面的尺寸及交互方式差异明显，用

户在移动设备上查看网页时问题较多，用户体验下降

明显。针对这种情况，Ethan Marcotte 提出了响应式网

页设计的解决方法，通过将弹性图片、弹性网格布局与

媒体查询技术的整合，在不同尺寸屏幕上实现网页内

容的动态调整，确保不同用户看到的页面信息都是相

同的，用户体验是一致的，正逐步成为网页设计的重

要思路。微软中国网站就采用了响应式设计，以屏幕

宽度 1920，1440，1084，768，540 px 为页面动态调整

的断点，见图 7，可以看到除了页面结构发生调整外，

网页中导航方式、字体大小、图片内容等都发生了变化，

用户在不同尺寸屏幕上均能获得良好的用户体验。 

 

 
 

图 7  微软中国网站的响应式设计 
Fig.7  Response design of Microsoft-China website 

 
4.3  栅格系统与人工智能 

计算机硬件性能的不断提升，云计算、大数据、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知识图谱等领域的技术进步，

推动了人工智能科学的新一轮发展，AlphaGo 智能

“选手”在围棋比赛中的压倒性胜利，突显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新领域内的应用潜力。人工智能与设计的关

系、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内的应用等成为众多学者新

的研究方向，栅格系统作为一种指导界面版式布局与

信息组织的设计方法，将艺术美感与设计原则，用数

学描述的方式展现出来，能够为人工智能与设计之间

的创新应用发挥作用。 
杨绪勇、梅涛等[11]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图文排

版设计中，将版式布局、颜色主题、视觉权重、文字

语义、设计原则、认知理解等设计知识与经验，在统

一的框架内进行数学化的描述，并构建基于主题的设

计模版库，在用户输入主题资料与文本语句后，实现

图文内容的自动设计。针对图文元素的布局设计，共

定义了 16 种常见的版式布局模版，对于不同的主题，

在以栅格系统为底图的“画布”上，可以从整体角度

实现对视觉权重、字体大小、颜色主题、尺寸限制等

设计知识的数学描述，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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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shion" template                b "Food & Drink" template 

  

图 8  栅格主题设计 
Fig.8  Design of grid theme 

 
电商促销活动成为当下消费者聚焦的盛会，前期

往往需要设计师进行大量的设计工作，在此背景下，

阿里巴巴公司旗下的设计团队于 2016 年“双 11”期

间，通过一款名为 “鲁班”的人工智能产品，“设计”

了 1.7 亿张 Banner 界面，大大提升了设计效率与商用

效益。开发团队提出了“风格、手法、模板、元素”

组成的数据模型，借助栅格系统的方法，将 Banner
中各元素的大小、布局位置和元素间关系的进行数学

化描述，实现设计思维与数据思维的转换，在此基础

上通过风格学习模块、行动器及评估网络的作用实现

亿级数量的 Banner 界面设计，见图 9。 

 

 
 

图 9  “鲁班”系统设计模式 
Fig.9  Design pattern of "Luban" system 

 
5  结语 

栅格系统方法能够有效指导网页界面设计，规范

各元素的布局呈现，在为网页界面设计提供范式的同

时，又不过分约束设计师的创造力。同时栅格系统能

够通过调整不同栅格尺寸与分割方法，适应新的界面

设计需求，并依靠对设计过程中非结构化数据的数学

描述，为智能技术在设计领域内的探索应用，提供方

法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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