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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中餐在不少国家与地区广受欢迎，调味料选用是中餐烹饪的重要环节，决定着菜品的口味，

为了让现代人做菜很好地把握调味料的选用种类和分量多少，设计了一种体积小巧、使用方便的智能调

味器。方法 通过访谈法获得原始用户需求，设计调查问卷，再运用数理统计和 Cronbach α 系数信度检

测的方法对原始用户需求进行筛选得出最终的用户需求并对其重要度进行计算，工业设计师将最终的用

户需求转化为设计特性，从而构建出智能调味器的 HOQ，以设计特性相关性和设计特性重要度排序为

依据，从整体体积、混料结构与形态、外观造型、功能系统设计和色彩搭配度 5 个方面进行智能调味器

创新设计。结果 该智能调味器具备了体积小巧、混料方便、外观造型美观、功能系统合理和色彩搭配

度好等特点。结论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统计方法和 HOQ 的创新设计方法可以对新产品创新设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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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ZHENG Lin-xin, LI Qian, SUN Hua-feng, LUO Qi-hao, DU Jia-yu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food is very popular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Seasoning sel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food cooking, which determines the taste of the dishes. To make modern people grasp the type and quantity of 
seasoning selection, an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with compact size and convenient use is designed. Through inter-
views, the original customer needs were obtained, and then the original customer needs were gained by questionnaire,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Cronbach α reliability testing. The final customer needs were screened ou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nal customer needs was calculated. The industrial designer transformed the final customer needs into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thus constructed the HOQ of the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and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rder of characteristic importance,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was carried 
out from five aspects: overall volume, mix structure and shape, appearance, function system design and color matching. 
The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ct size, convenient mixing, beautiful appearance, rea-
sonable function system and good color matching. The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method and HOQ's innovative design me-
thod adopted in this paper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innovative design of new products. 
KEY WORDS: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HOQ; innovative design 

中餐因多样性和良好的口味受到世界各国人民

的喜爱。中国菜系讲究选料、切配和烹饪等技艺，其

制作工艺较复杂，调味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调味是指

多种调味品根据不同的比例相互融合的复杂过程，不

同的调料具有不同的口味，同样的调味品由于配比的

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目前菜肴的调味状况全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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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经验，导致在公众中推广困难[1]。现代的年轻人

虽然拥有烹饪兴趣，但是他们的烹饪技术不娴熟，难

以把握调料比例，最终因做出的菜肴口味欠佳而降低

了整个烹饪过程的体验度，因此，需要对用户的调味

需求进行挖掘，设计出一款解决此问题的智能调味

器。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velopment, 以

下简称 QFD）是把顾客或市场的要求转化为产品设

计要求的一种方法[2-3]，QFD 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质量

屋（house of quality，以下简称 HOQ），最近几年，

HOQ 在很多行业被拓展与应用[4-15]，有效提升了用户

满意度。本文针对菜品调味难以把握的情况，利用

HOQ 的产品创新设计方法，对智能调味器进行了产

品创新设计。 

1  质量屋和设计特性获取 

HOQ 理论的具体结构见图 1。HOQ 理论主要用

来确定用户需求和相应产品或服务性能之间的联系。

将用户的需求进行收集并输入到质量屋的基本框架

之中，通过对输入信息进行分析评价得出输出信息，

从而将用户需求转换为设计特征等等，HOQ 是 QFD
方法的简化工具，是通过矩阵框架进行直观表达形 
式[16]。与传统的设计相比较，HOQ 提供了在产品开

发过程中具体实现这种需求的转换工具，将顾客的需

求转换成产品和零部件特征，并配置到制造的过程，

有效地减少了设计周期与开发成本。 
 

 
 

图 1  HOQ 理论的具体结构 
Fig.1  Concrete structure of HOQ theory 

 
设计特性重要度求解过程与方法：（1）获取客户

需求，确定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设计特性，本文运

用访谈法对人群进行调研，大量收集与本设计相关的

原始客户需求；（2）获取用户重要度，通过专家将（1）

中的重复及相近的指标进行删除与归纳，应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对初选后确立的各项指标进行重要度评价，

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中每项设计要素采用 1-2-3-4-5
比例标度进行正向给分，分数越高则设计要素越重要

且越有价值，最后运用 SPSS 数理统计获得各项设计

要素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从而确立各项设计要素重要

度 iK ,另外，对评测结果采用 Cronbachɑ系数进行信

度检测，若最终的各项指标的ɑ大于 0.7，则符合信

度要求，对 Item-correlation 值小于 0.4 的用户需求进

行删除，最终结合指标重要度均值获得顾客满意需求

重要度评级；（3）评估设计特征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关

系，输出关系矩阵Ｒ，第 i 个用户需求与第 j 个产品

设计特征之间的相关程度为 ijR 。学者顾立白曾使用

0,1,3,9；0,1,4,9；0,1,5,9；0,1,6,9；0,1,3,5 与 0,1,2,4
共六种比例标度，对 10 种产品进行统计验证，有力

证明了采用标度 0,1,3,5 描述用户需求与产品工程特

性关系最为有效[17]，故本文用 0，1,3，5 比例标度，

其分别代表无相关、弱相关、中相关、强相关关系；

（4）确定设计特征之间的自相关关系矩阵 P ，强相

关表示为◎；正相关表示为○；不相关表示为空白；

负相关表示为 X；强负相关表示为 XX；（5）计算第 j
个产品设计特征的重要度，其中 m 为用户需求数目，

m

j i ij
i=1

I K R  (i 1,2,3, ,m)   。 

2  智能调味器用户需求及重要度研究 

中国菜品多种多样，所涉及的调味品种类繁多，

本研究将主流调味品作为研究对象，物理形态大致分

为粉状、颗粒状、液体状、膏状和需要物理加工的调料。 
中国各地由于其历史、地理位置和气候等等原因

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不同地域的饮食各有特色，

不同的菜系有着不同的烹饪方式，其调料的使用也是

千差万别，为了保证问卷以及实验的准确性，本文针

对附近地域进行研究设计，尤其是江浙地域。 
为了获得智能调味器的用户需求，同时保证需求

信息具有良好的针对性、期望性和理想化，本研究通

过大量用户访谈，广泛获取用户需求信息。通过访谈

获得 36 项原始用户需求描述，用户原始需求描述见

表 1，专家将重复与相似的需求进行筛选，确立了 12
项用户需求，用户需求筛选分类见表 2，设定 80 份

问卷且问卷采用 1-2-3-4-5 比例标度，对 12 项用户需

求进行重要性评价，为提高问卷可靠性，问卷 40 份

发放给设计专家，20 份发放给无做菜经验的用户，

20 份发放给有做菜经验的用户，被试年龄跨度在 18
岁至 70 岁，设定问卷发放的男女比例 1∶2。另外，

通过运用 SPSS 软件对 12 项用户需求的相关参数进

行计算，用户需求重要性数理统计结果见表 3，各项

属性 α 大于 0.7，符合信度要求。但个性化和时间显

示的 Item-correlation 值小于 0.4，对其进行筛除。最

终获得顾客满意度为：安全可靠 4.38，整体尺寸小

3.18，造型协调 2.60，舒适性好 4.04，易用 4.26，智

能控制 4.02，维修方便 3.96，风格协调 2.92，计量效

果好 4.16，低碳环保 3.02，成本合理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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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户原始需求描述 
Tab.1  Description of user's original requirement 

用户原始需求描述 
1.调料存储全面 19.触感好 
2.流线型外观 20.触屏灵敏 
3.比例合适 21.可靠性好 
4.外观美观 22.维修方便 
5.唤起愉悦感 23.价格合理 
6.趣味性 24.耗电少 
7.比例协调 25.整体体积小巧 
8.时尚感 26.安全性好 
9.科技感 27.工作噪声小 
10.个性化 28.进料方便 
11.自动配料 29.存量提醒 
12.计量准确 30.智能化控制 
13.自动混料 31.按键容易控制 
14.自动清洗 32.控制面板高度合适 
15.简洁 33.语音提示功能 
16.时代感 34.接料装置取放方便 
17.故障率低 35.计量速度快 
18.操作方便 36.时间显示功能 

 
表 2  用户需求筛选分类 

Tab.2  User requirements screening classification 

12 项用户需求 
1.安全可靠 17-21-26 
2.整体尺寸小 25 
3.造型协调 2-3-4-7-8-9-15-16 
4.舒适性好 5-6-19-20-27-31-32 
5.易用 18-28-34 
6.智能控制 11-13-14-29-30-33 
7.维修方便 22 
8.个性化 10 
9.计量效能好 1-12-35 
10.低碳环保 24 
11.成本合理 23 
12.时间显示 36 

 
表 3  用户需求重要性数理统计结果 

Tab.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importance of user demand 

用户需求 Mean Item-total 
correlations 

Alpha if Item 
deleted 

安全可靠 4.38 0.584 0.784 
整体尺寸小 4.30 0.482 0.737 

造型协调 4.26 0.579 0.749 
舒适性好 4.04 0.553 0.721 

易用 3.90 0.604 0.801 
智能控制 4.02 0.699 0.762 
维修方便 3.96 0.602 0.736 

个性化 2.38 0.304 0.877 
计量效果好 4.16 0.625 0.805 

低碳环保 3.02 0.537 0.749 
成本合理 2.60 0.512 0.835 
时间显示 2.18 0.256 0.781 

3  HOQ 模型构建 

针对用户需求，邀请 10 位工业设计师根据专业

知识进行设计特性提炼，将 50%以上专家共同认可的

设计特性保留，其它比例的设计特性删除，以简化设

计分析过程。最终用户需求转换为的设计特性有：指

示灯、整体体积、储料结构与形态、混料结构与形态、

外观造型、操作面板、按键结构与形态、功能空间配

置、功能系统设计、智能按键、语音提示装置、维修

盖板、色彩搭配度、材料与工艺、计量结构设计、功

率设计共 16 项。设计特性确定之后，采用 0,1,3,5 比

例标度判定用户需求与设计特性间的相互关系，最终

构建出智能调味器 HOQ 见图 2，设计重要度排序为：

整体体积>混料结构与形态>外观造型>计量结构设 
计>储料结构与形态>功能系统设计>色彩搭配度>按

键结构与形态>功能空间配置>维修盖板>语音提示装

置>操作面板>功率设计>指示灯>智能按键>材料与

工艺。在质量屋的屋顶自相关矩阵中，操作面板和按

键结构与形态之间存在负相关，功能空间配置与整体

体积呈强相关。 
 

 
 

图 2  智能调味器 HOQ 
Fig.2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4  设计策略与方案确定 

重要度排序靠前的设计特征为本产品创新设计

需要重点考虑的区域，本文为了解决人工计量不准

确、各调料比例不协调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智能调味

器设计，将位于重要度排序前列的整体体积、混料结

构与形态、外观造型、功能系统设计和色彩搭配度 5
项内容在开发中进行重点设计。 

整体体积外观造型。智能调味器的使用环境为厨

房，厨房空间十分有限，很多的餐具以及小家电放置

在厨房内，为此，智能调味器放置形式为可以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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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上，也可以悬挂在墙壁上，确定产品的大小为

300*300*400 mm 的小型家电；外观造型设计需要满

足人机工程学，从上到下依次确定结构为调料盒、主

体、混料结构和残料盘，主体前侧设交互界面，主体

与残料盘之间设计成 U 字形，以方便用户进行界面

操作以及接料杯放取，智能调味器整体设计见图 3。 
 

 
 

图 3  智能调味器整体设计 
Fig.3  Overall design of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混料结构与形态。选用生活中常用的调料放入到

调料盒中，形式为粉末状、颗粒状、液体状、膏状和

其他需要加工的调料，其他需要加工的调料（如姜蒜

等）需要预先处理成膏状或颗粒状才能放入调料盒

中。混料形式采用接料杯逐一收取不同品种的调料，

通过搅拌杆的搅拌使得接料杯内的不同调料达到均

匀混合的状态，卡手上的卡凸可以有效防止接料杯的

掉落，卡凸结构见图 4，为了保证接料杯顺利移动收

取各种调料，搅拌杆为上下伸缩形式，当接料杯需要

移动时，搅拌杆收缩到主体内，当接料杯复位且调料

需要搅拌时，搅拌杆伸出到接料杯内转动进行调料搅

拌，调料盒为两排设计结构，数量优选为 7 个，为了

方便接料杯进行调料进行收集，主体下侧中部设置有

旋转杆，旋转杆不仅可以进行 180°旋转，还可以在

主体下侧中部左右移动，旋转杆旋转时，接料杯由位

置一旋转到位置二，接料杯位置旋转示意见图 5。 
功能系统设计和色彩搭配度。根据用户需求与智

能调味器的质量屋分析，智能调味器功能系统设计见

图 6，用户将常用调料和预处理好的调料放入到调料

盒中，系统分为手动和智能两种工作模式。手动模式：

用户需要选择调料并输入出料质量就可以出料，手动

确定是否需要搅拌，接料杯移动到相应的调料盒正下 
 

 
 

图 4  卡凸结构 
Fig.4  Structure of clipping 

 
 

图 5  接料杯位置旋转示意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rotation of feeding cup position 

 

 
 

图 6  智能调味器功能系统设计 
Fig.6  Design of functional system of  

intelligent seasoning device 
 

方，最后通过判断是否结束来确定是否继续选择调

料，由此满足用户手动出料的需求。智能模式：用户

选择内置的菜品，输入用餐人数，此处设定为成年人

和儿童两种人群，成年人与儿童的调味量比例为 2∶

1，程序自动计算出相应蔬菜质量和调味料质量，显

示屏进行做菜步骤提醒，用户根据提醒进行炒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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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序根据炒菜步骤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出料，显示

屏进行提醒，如果用户均选择为否，可以快速地浏览

整个做菜步骤，如果选择为是，智能调味器进行出料，

程序根据炒菜步骤确定是否需要搅拌并进行显示屏

提醒，最后通过是否完成用户可以确定是否退出炒菜

步骤提示，完成炒菜。智能模式进行调味料质量计算

并进行炒菜步骤提醒，可以满足大众的口味需求。调

料盒可以方便添加调料，不同品种调料可以根据用户

需求通过计量结构进行计量，收集的调料能自动均匀

混合，用户操作通过触摸屏进行操作；在色彩搭配方

面，主体采用不锈钢材质，调料盒为白色烤漆颜色，

卡手和残料盘采用浅灰色塑料，接料杯为透明塑料，

使得智能调味器总体色彩与厨房搭配较为和谐，同时

外观美观大方。 

5  结语 

本文通过访谈法广泛获取顾客的原始需求，专家

对顾客的原始需求进行筛选得出 12 项用户需求，采

用李克特 5 点量表法进行问卷设计，运用 SPSS 软件

对用户需求重要度进行数理统计分析，获得可靠的数

据，工业设计师根据用户需求提炼出设计特性，采用

0,1,3,5 比例标度判定用户需求与设计特性间的相互

关系，构建出智能调味器的 HOQ，获取了设计特性

相关性和重要度排序，最终从整体体积、混料结构与

形态、外观造型、功能系统设计和色彩搭配度 5 个方

面创新设计了一款智能调味器，填补了市面上智能调

味器的缺口。本文采用的分析和创新设计方法，为产

品创新设计提供了指导，提升了用户对产品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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