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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挖掘湛江本地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其作为小家电产品造型创新的切入点，再以雷州石狗为

原型，设计一种面向青年消费群体的电热水壶造型方案。方法 应用感性工学产品造型研究中的常用方

法——归纳总结法、SD 问卷调查法、SPSS 数据分析，基于感性意象的造型设计流程，即设计目标的确

立、研究样本库的建立、目标意象与样本关联性的分析、产品造型创新的实施，建立 SD 法，传达产品

意象的理论体系。总结雷州石狗头面部、躯干、形态、花纹及配饰的特征，并归纳出电热水壶造型的四

类特征八个要素，进而建立意象描述与特征要素的对应关系，结合参考样本，设计电热水壶造型。结论 
通过感性意象词汇问卷实验，构建较完整的造型设计实验，验证和探索了结合地域文化特征进行小家电

造型创新设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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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ing Design of Electric Kettle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HEN Lu1, SU Yan-li2, ZHU Wei1 
(1.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2.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cavate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Zhanjiang and design an electric kettle 
modeling scheme for young consumers, with the modeling innovation of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Leizhou stone dog as the prototype. The common methods in the product modeling research based on perceptual 
engineering (induction method, SD questionnaire survey, SPSS data analysis, modeling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percep-
tual image, namely, the establishment of design goal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sample library, the analysis of target 
image and sample rele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duct modeling innov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D method) 
were applied to conve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roduct im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ce, trunk, shape, pattern and 
accessories of Leizhou stone dog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eight elements of the four types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c-
tric kettle modeling were summed up. The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image descrip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electric kettle modeling was designed with reference samples. A more complete model-
ing design experiment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experiment of sensory image vocabulary to verify and ex-
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novative modeling design of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in combination with regional cul-
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sensible engineering; electric kettle; industrial design 

在当今设计领域，将地域文化与城市生活结合的 产品设计研究与日俱增。一方面，为了探讨如何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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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特征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学者们进行了诸多研

究。如杨静对陕西汉唐景区进行实地调研，提出了旅

游纪念品造型设计方面的建议[1]；罗仕鉴、董烨楠探

索了中国传统器物在产品创意设计中的表达方法[2]。

另一方面，探讨如何完成从人文感知到物理形态的正

确映射，较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应用感性工学，建立消

费者的需求意象与设计要素之间的转换模型，相关研

究如罗仕鉴、潘云鹤提出了若干在产品设计中运用感

性意象理论的技术方法[3]；黄程等人在手表造型设计

中探索的设计方法[4]；苏建宁等人基于感性意象进行

的一系列产品造型优化设计研究等[5]。基于此，本文

将探索湛江地域文化特征和小家电造型设计的结合

方式[6]，对旅游纪念品、节日礼品的改良创新提供了

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流程 

感性工学中进行产品意象造型设计的一般过程

如下。 
1）选取初始样本。此阶段经收集、分类、对比

和筛选等过程，选择目标产品的初期样本，并运用形

态分析法进行解构[7]，建立具有差异性造型要素的产

品样本库，常用已投入市场的同类产品图片为样例。 
2）收集意象词汇。此阶段的应用方法有类目层

次法、KJ 分析法、归纳法等，以此得出可用于产品

设计、关于造型要素的文字说明，通常为形容词或形

容词组。 
3）建立形态与语义影响实验。此阶段通过聚类

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多元尺度法等，计算样本形态 
 

要素与意象语义的关联，为后续设计师进行交互设计

和用户调查提供依据。 
4）意象评价。此阶段借助测试、统计和分析等

技术，得出设计要素和造型意象的正确映射，常用方

法有 SD 法（语义差分法）、眼动实验[8]、多元回归

法等。 
5）设计实施。此阶段应用所构建的语义与要素

的对应模型，通过产品建模和仿真试验，实现产品意

象空间到物理空间的转化，完成设计方案。 
意象造型设计流程见图 1。 

2  电热水壶造型创新实验 

2.1  设计思想 

雷州石狗文化是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海滨城市—

—湛江所特有的人文景观。石狗文化是湛江民俗的经

典代表，当地人民认为石狗图腾蕴含呈祥报喜、驱邪

镇魔、喜迎宾客的美好寓意，具有“南方兵马俑”的

美誉[9]。然而，由于宣传力度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

资源开发缺乏规划等因素的制约，石狗文化并未得到

很好的开发和利用。雷州石狗雕塑见图 2，图片来源

为百度。 
小家电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它的外部形态已

成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10]。具有民族个性

和地域文化的产品不仅更加符合本土用户的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与价值观念，而且可作为传播地方文化

的新载体[11]。综上，本文结合以雷州石狗为原型的电

热水壶造型研究实例，为地方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提

供一种思路和理论依据。 

 
 

图 1  意象造型设计流程 
Fig.1  Image modeling desig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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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雷州石狗雕塑 
Fig.2  Leizhou stone dog sculpture 

 
2.2  初始样本选取 

通过网络、宣传册、商场、杂志等渠道收集到涵

盖不同品牌和不同价位的四十六幅具有代表性的电

热水壶样本图片。综合考虑产品外观造型相异原则，

经工业设计专业教师筛选，最终选取三十二幅图片组

成样本图库。 

2.3  意象词汇收集 

针对产品形态创建语义库，经历两个步骤：（1）

通过字典、书籍、网络等渠道广泛收集用来形容电热

水壶产品外观设计印象和感觉的意象语义，为了方便

后续 SD 调查问卷统计，将收集的意象词汇以反义词

词对的形式表达出来，共四十四组；（2）整理与修改，

尽量避免使用重复词义和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最终

筛选出语义词汇共二十组，建立感觉特性基础词库。

初始的造型感觉特性意象语义词对见表 1。 

2.4  形态与语义影响实验结果 

应用问卷调查法，以青年人群为目标群体，统计

并挑选出高分布频率的意象语义（选择百分比在 50%
以上且认为该词对能够表达消费者对产品形态的感

知），最终得到五对意象语义：传统的—现代的（投

票率为 71%）、实用的—观赏的（投票率为 68%）、创

意的—平常的（投票率为 65%）、轻便的—厚重的（投

票率为 64%）、低档的—高档的（投票率为 55%），供

后续 SD 实验使用。 

2.5  语义差分实验结果 

设计 SD 调查问卷，将三十二张电热水壶样本图

片按照初步选定的五组意象词汇进行评价，具体实验

过程如下。 
1）语义差分量表的建立。运用筛选出的五组感

性形容词和三十二幅产品样本图片，建立五级语义差

分量表。 
2）样本图片的感性评价。选择机械工程和工业

设计专业本科生一百五十名，共发放问卷一百五十

份，回收一百五十份，均为有效问卷。选取使用过

电热水的一百四十三人的问卷予以统计。这一百四

十三人的男女比例为 62∶81，其中女性居多。受调

查群体均为 18~24 岁的年轻人，符合本文的产品设计

定位。 
3）样本图片的定性分析。将问卷调查结果利用

Excel 软件进行初步分析，求得三十二个样本在五组

意象词汇项目上的平均分，整理出得分最高的代表性

样本，部分意象及其代表样本见表 2。 

2.6  意象词汇相关性分析 

从五组感觉形容词中选择总体感觉评价形容词

创意的—平常的，将其余四项意象词组与之作相关性

分析。结果得出，在四项意象词组中，与创意的—平

常的意象相关的词对为低档的—高档的、实用的—观

赏的、轻便的—厚重的，而传统的—现代的与其不相

关。应用 SPSS 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部

分语义的相关性见图 3。 
根据分析中相关系数的正负，可将样本调查问卷

结果理解为电热水壶“创意”的意象与“轻便”、“观

赏”、“高档”相关；“平常”的意象与“厚重”、“实

用”、“低档”相关。实验结果与消费者对产品的印象

描述基本符合，因此，本文将从具有与目标意象相关

感性描述的代表样本中选择造型参照。 

 
表 1 初始的造型感觉特性意象语义词对 

Tab.1  Semantic word pairs of initial modeling sense characteristic image 

朴素的—华丽的 低档的—高档的 传统的—现代的 严肃的—幽默的 
正式的—休闲的 本土的—国际的 创意的—平常的 实用的—观赏的 
轻便的—厚重的 高雅的—俗气的 易用的—难用的 细致的—粗犷的 
大众的—个性的 活泼的—呆板的 力量的—温和的 女性的—男性的 
圆润的—刚硬的 时尚的—古典的 流线的—几何的 古朴的—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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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意象及其代表样本 
Tab.2  Some imag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samples 

语义意象 代表样本 语义意象 代表样本 

传统的 

  

现代的 

  

低档的 

  

高档的 

  

创意的 

   

平常的 

  

实用的 

   

观赏的 

 
 

轻便的 

   

厚重的 

  
电热水壶图片来源于网络搜集 

 

 
 

图 3  部分语义的相关性 
Fig.3  Some semantic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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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意电热水壶造型实例 

3.1  造型要素与意象词汇关联性的建立 

按照电热水壶四部分特征，即壶嘴、壶体、壶盖、

把手的形状，对三十二幅样本图片进行分类，将每个

造型特征分为两类，得到四个特征和八类造型要素。

将图片库中的电热水壶样本图片按照类型划分，得出

样本造型要素与语义的对应关系，见表 3。 

3.2  目标意象与造型要素关联性的解读 

在研究样本中，具有长壶嘴、流线壶体、分离式

壶盖的样本更具“观赏性”；开放把手的样本设计更

具“创意”；流线壶体、分离式壶盖更能体现“轻便”

的意象；而具有“高档”意象的样本通常具有短壶嘴、

流线壶体和开放式把手。 
综合上述实验所得到的电热水壶造型意象，从代

表样本中选出后期设计的参考样本，见图 4。经分析，

参考样本的造型要素具有一定的规则：（1）壶嘴或长

或短，长嘴更能体现“观赏性”，短嘴造型更多样和

灵活；（2）壶体均为流线型，且多呈现上小下大的近

锥体曲线；（3）壶盖用分离式能体现“轻便”的意象，

而整体式能体现“创意”；（4）把手“高档的”多为

开放式把手，造型生动。 

3.3  雷州石狗造型特征的提取 

1）头面部。为了使产品有趣、可爱，选取狗这

种动物的典型面部特征，即半球形鼓出的眼睛，高耸 
 

表 3  样本造型要素与语义的对应关系 
Tab.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ample modeling  

elements and semantics 

要素 
壶嘴 壶体 壶盖 把手 意象词 

长 短 直线 流线 整体 分离 封闭 开放

观赏 **   **  ** * * 
创意 * **  *** ** *  ***
轻便 * **  ***  *** * **
高档  **  ** * *  **

 

 

的眉骨，向前突出、开阔大张的嘴部，扁方的头形，以

及分布在面部两侧、较大的耳朵，加以提取。 
2）躯干及形态。结合电热水壶圆柱形的壶体形

状，在众多姿态中，选取石狗最古老、常见的形态——

蹲坐式，作为造型特征。 
3）花纹及配饰。根据年代的变迁和不同的象征

意义，对石狗造型审美也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也体现

在各式各样的纹饰上。本文提取了云雷纹作为造型要 
素。石狗面部的云雷纹见图 5，图片来源于百度。 

3.4  造型设计图 

产品造型效果见图 6。设计方案结合前文实验得

到的参考样本照片，选用了相应的造型要素：（1）壶

嘴选用短嘴式，为了结合石狗面部纹饰，将“云雷纹”

中三角形的雷纹变形为壶嘴；（2）壶体选用近锥体流

线型，以期具有小巧、轻便的意象；（3）壶盖采用分

离式，结合石狗面部耳朵的形状，以期具有一定的观

赏性；（4）把手采用半开放式，考虑到开放式把手更

多被当作“高档”意象的设计，同时为了保证结构的

合理性，在不影响视觉感受的前提下增加了与壶体的

连接部分。 
为了体现古朴的风格，水壶材质拟选用陶瓷材

质。然而，由于观感较为厚重，所以容量设计为１Ｌ

以下，以期能符合“轻便”的意象。 
 

 
 

图 5  石狗面部的云雷纹 
Fig.5  Facial patterns of stone dog 

 

 

 
图 4  参考样本 

Fig.4  Referenc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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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产品造型效果 
Fig.6  Product modeling renderings 

  

4  结语 

本文以小家电创意设计为主体，力图结合地域文

化特征进行创新。依据感性工学产品意象传达的流

程，利用 SD 问卷调查，结合 SPSS 软件分析，进行

了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产品造型设计，提出了基于地域

文化特征的电热水壶造型设计过程和方法。这符合区

域经济发展需求，具有较好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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