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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通感多觉叠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完善通感设计理论，探究多觉叠加在产品设

计中的应用流程与方法。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问卷调研、焦点小组等研究方法，以普洱茶

茶饮为设计对象，从用户对普洱茶茶饮的情感体验出发，在主题设定、感知关联、感官综合体验、情感

共鸣等方面进行探讨，补充提出通感设计中以主题性为核心的设计策略，构建通感多觉叠加的产品设计

理论和应用模型。结论 丰富通感设计中的多觉叠加理论，梳理出通感多觉叠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流

程。以琥珀为主题，设计出一款基于个人休闲场景多维度体验的普洱茶茶具与茶包，丰富了用户在普洱

茶饮用过程中的多感官情感体验，对通感多觉叠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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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in Synesthesiain  

the Design of Pu’er Tea Dr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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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in synaesthesiain product 

design, improve the synaesthetic design theory,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method of multi-sensory superpo-

sition in product design.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research, focus group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aking Pu’er tea drinking as the design object, starting from the user’s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Pu’er tea, and 

focusing on theme setting, perceptual association, sensory comprehensive experienc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soon. The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the theme in the synaesthetic design is expored, and the product desig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odel of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in synaesthesiais constructed. The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theory in synaesthetic 

design is enriched, and the application flow of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in product design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theme of amber, Pu’er tea set and teabag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experience of personal leisure scenes are de-

signed to enrich the multi-sensory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Pu’er tea drinking proces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in product designis explored. 

KEY WORDS: synaesthesia design;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Pu’er tea drink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通感”，英文为 Synaesthesia，中文翻译为感觉

互通的意思，指外界信息对不同感官中的一种感官刺

激所引发的其它一种或多种感官反应的现象[1]。通感

最早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出现于语言学，近年来，通感

的生理和心理机理、特征、规律等方面有了深入的研

究[2]。在心理层面上，通感表现为一种基于自身认知

与经验，借助联想与想象，根据一种感官信息对另一

种关联性感官体验进行还原，进而实现不同感官之间

转译的过程。在生理层面上，当人们某种特定的感觉

感受引发神经兴奋时，会激活已有的感觉记忆，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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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同的感觉神经中枢产生暂时性的神经关联，引发

通感[3]。在体验经济的影响之下，人们对于产品情感

化的关注度越发提高，选择贴近用户的感知方式，匹

配合适的用户场景，在满足产品功能的基础上融入情

感是实现感觉转译并形成良好用户情感体验的有效

方式[4]。将通感用于产品设计上，调动多感官之间的

沟通，从而使用户在产品使用时的认知过程更加简

单、熟悉，有效增强用户的整体体验，与产品取得更

好的沟通效果[5]。 

通感分为 3 个层次，分别为感觉挪移、多觉叠加

和意感互通。其中感觉挪移是指在人们的认知经验的

基础上，由一种感觉到另一种感觉的转译。目前的通

感设计研究多集中于通感的第一个层次——感觉挪

移，成果较为丰富。通感的第二个层次多觉叠加则是

通感设计研究的热点，它是基于感觉挪移的基础上，

多种感觉之间的相互转换、相互融合，并通过联想关

联在一起的过程，在产品的情感体验设计中有着重要

作用。而通感的第三个层次意感互通则是在感觉转译

过程中融入人的情感，即由外界刺激获取具体信息，

触发人们主观的记忆感受，进而激发用户情感与思考

的过程[6]。 

1  通感设计中的多觉叠加 

通感设计中的多觉叠加是以用户为中心、针对用

户感官神经上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进行

多种本觉和通觉的置换、叠加、融合，并将其应用于产

品之上的设计[7]。其中“本觉”指诱发用户产生通觉的

外界刺激，“通觉”则为诱发刺激所产生的伴随体验。 

在设计过程中，根据设计对象的用户需求、产品

特点和环境信息，设定恰当的主题，使用户可以通过

不同的感官通道获取多种外部感官信息，根据关联因

素进行不同感觉间的置换，并调动记忆、想象和联想

将多重感觉层层递进，突破不同感官之间的界限，让

用户感受到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相融合所赋予的丰

富信息与情感体验，以此唤起用户体验层面的多层次

“共鸣”[8]，通感设计中多觉叠加见图 1。 

例如，日本设计公司 nendo 设计的一款可以感受

时间的蜡烛，其主题为“落日蜡烛”（Sunset Candle）。

在以“落日蜡烛”为主题的产品体验过程中，伴随蜡

烛的燃烧，烛芯的颜色由暖色渐变为冷色，唤起用户

对周围温度降低的触觉感受；同时蜡烛燃烧时所散发

出的味道也由清新变得浓郁，引发用户对天空中颜色

逐渐变暗、变深的视觉感受。在蜡烛不断燃烧、长度

逐渐缩短的过程中，用户利用视觉、嗅觉信息，不自

觉地激发其他感觉器官进行反馈。通过不同的“本觉”

与“通觉”相互转换并叠加，增强用户在产品使用过

程中的多维度感官感受，从而使用户感受到天色渐晚，

时间渐渐流逝的情感体验，通感多觉叠加案例——“落

日蜡烛”见图 2。 

 
 

图 1  通感设计中多觉叠加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in synaesthetic design 
 

 
 

图 2  通感多觉叠加案例——“落日蜡烛” 
Fig.2  A case of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in  

Synaesthesia: “Sunset Candle” 
 

2  通感多觉叠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通感研究主要分为 3 个层次，其中通感的第一个

层次感觉挪移是通感的基础，而多觉叠加则是在感觉

挪移单一感觉转译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通感多觉叠

加在产品设计中需要遵循主题明确、感觉关联、感官

综合体验、情感共鸣的设计策略。 

2.1  以主题明确为核心 

确定设计目标并选择适当的主题是多觉叠加设

计中的核心。主题应充分考虑设计对象的感官感觉属

性、用户需求、用户行为流程及多感官体验，贯穿设

计的整个流程，确保设计各阶段输出的连贯与统一

性。用户在与主题明确的产品发生交互的过程中，可

以进入产品主题的虚拟体验空间，时刻与主题情景互

动，感受产品所蕴含的感官和情感体验。  

2.2  以感觉关联为关键 

感觉关联是指在通感中“本觉”与“通觉”所表

达的信息在某种属性上相互联系，且通感多觉叠加的

产生需要用户多种感觉相互叠加和融合。因此，在主

题明确的基础上，探寻和把握通感过程中“本觉”与

“通觉”的关联性因素，即转换通道的链接要素，就

显得极为重要。关联性因素的提取是实现多觉叠加感

觉转译的关键[2]。 

2.3  以感官综合体验为特征  

通感的多觉叠加强调综合的感官体验。目前，日

常生活中的产品体验大多被封锁在一种或两种感官

领域中，如在互联网构成的手机、电视、电脑等各种

不同的“屏幕世界”中，获得信息的感官通道多为视

觉和听觉，其他感官几乎被忽略。而基于感官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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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通感多觉叠加设计，则可以通过通感链接唤醒更

多感官体验，从而增强和丰富用户的体验[9]。 

2.4  以情感共鸣为归宿 

情感共鸣是所有通感设计在产品创新中的归宿，

主要指用户在产品体验过程中能够进行不同感觉间

的置换和融合，从而顺利地掌握产品信息，并对设计

所赋予产品的情感感同身受。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

同用户个体的生活经验、思维逻辑、认知能力等不同，

对产品产生情感共鸣的程度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10]，

因此，在通感多觉叠加的设计中，应充分研究用户需

求，并通过设计明确恰当的主题、合理关联感觉、综

合感官体验，才能做到带给用户新奇、丰富的用户体

验[11]。 

3  普洱茶茶饮创新设计实践 

通感多觉叠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需要多种感

官共同参与，而普洱茶茶饮色泽纯净通透、茶香四溢，

入口醇香温厚，将多种感官体验融汇其中，符合当下

用户追求健康体验的心理。然而，过于传统的普洱茶

茶饮缺乏新鲜的体验感，故以普洱茶茶饮的创新体验

设计流程为研究对象，进行多种感觉相综合的设计实

践，从而达到引导用户通过多种感觉叠加、融合进而

体会到设计主题的目的。 

通感多觉叠加在普洱茶茶饮产品中的设计流程

主要是针对用户研究和产品属性的双重研究，即通过 
 

用户研究获取用户需求，并基于感觉挪移中单一感官

通道转译流程的基础上[12]，明确主题设定的核心步骤

和多感官综合特征，以实现将不同感觉间的转译汇入

同一主题方向的目的。通感多觉叠加需要在创新茶饮

的饮茶过程中寻找多种与本觉有共同特征的通觉。通

过相关文献查阅，梳理出以用户研究、主题设定、产

品设计为基础的普洱茶茶饮多觉叠加设计流程模型，

包括对目标普洱茶饮茶用户需求的研究、普洱茶创新

茶饮设计主题的确定和茶饮设计中感官信息的关联

和综合。首先，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构建用户的角

色模型，确定用户群体并理解用户的需求层次；其次，

根据普洱茶茶饮创新设计找寻恰当的关键词，进行产

品感官信息词汇发散，进而定义普洱茶茶饮创新设计

主题；最后，通过感官信息的互联和综合达到多觉叠

加的产品设计目的。通过以上 3 个要素展开通感多觉

叠加的设计实践，构建普洱茶茶饮多觉叠加设计流程

模型，为接下来的普洱茶茶饮设计提供指导依据，通

感多觉叠加产品设计流程见图 3。 

3.1  可行性分析及人群定位 

为获取用户对普洱茶创新饮品的相关态度等信

息，进行第一轮调研，通过调研被试的性别、年龄、

是否喜欢普洱茶、每月喝茶的频率、是否能接受普洱

茶创新饮品等，对用户个人的基本情况、普洱茶饮用

情况，以及普洱茶创新饮品的可行性等进行分析判断。 

本次调研通过网络平台共发放问卷 86 份，被试

年龄分布于 18~68 岁，来自于全国 9 个省市。经筛选 

 
 

图 3  通感多觉叠加产品设计流程 
Fig.3  Product design process with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 in synaesth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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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到有效问卷 82 份，在 82 位用户中，有 75.6%的

用户喝过普洱茶，其中女性较多；男性喝茶频率随着

年龄的上升而逐渐增加，而女性喝茶频率与年龄相关

性较小。相比于男性，年轻女性对普洱茶创新饮品的

期待值更高。由该数据分析得知，普洱茶创新饮品具

有大量的用户需求，且多集中于年轻女性，由此可见

普洱茶创新饮品对年轻女性用户的尝试空间较大。有

97.7%的被调查者对于普洱茶创新饮品都持“愿意尝

试”和“非常期待”的态度，第一轮调研问卷数据分

析见图 4。 

3.2  用户对普洱茶创新饮品的心理需求分析 

通过对产品设计的目标用户进行心理需求分析，

从而挖掘提升用户体验的机会点。以饮用过普洱茶的

用户为调查对象，共 10 人，均为 18~35 岁女性，其

中高级用户（具有国家认证评茶员或茶艺师资质，饮

用普洱茶频率高于每周 2 次，能对茶品质及口感进行

鉴定的用户）2 人，中级用户（饮茶频率为每月 2~8

次，能区分茶的品类及口感的用户）3 人，普通用户

（饮茶频率低于每月 2 次，具备基本饮茶常识的用

户）5 人。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知，多数被试认为普洱茶是

养生且休闲的，饮茶地点多在家中、工作或学习的地

方和茶室，对普洱茶的颜色认知多为熟赭色，从颜色

上可以联想到沉香木或琥珀。他们觉得味道是醇厚且

温润的，可以联想到古木，形体方面可以联想到圆润

的外形。多数用户对普洱茶的认知是圆润的、宁静的、

惬意的，期望普洱茶创新饮品的格调意向是温厚的、

素雅的且有意境的，心理需求问卷数据分析见图 5。 

3.3  普洱茶茶饮设计主题选择 

通过由 8 人的焦点小组（均为普洱茶中级用户）

对设计目标的 3 个关键词：“温厚的”、“素雅的”、“有

意境的”进行思维发散，得出意向词汇后进行五觉的

分类，普洱茶茶饮五觉意向词汇见表 1。 

通过李克特量表对以上主题词语在素雅的、温厚

的、有意境的几个方面进行打分，建立雷达图。选取

最靠近原点的 3 个词：琥珀、湛蓝色、晚钟，并对 3

个关键词进行五觉分析。湛蓝色是一种很有节奏的颜

色，色调虽然明亮，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但是仅

存在于视觉感受，不符合本次多觉叠加的主题要求；

晚钟敲打出了浪漫的情调，傍晚的钟声，伴着夕阳和

黄昏，清新优雅，其视觉、听觉感受较强；琥珀作为

自然界中的生物油脂化石，晶莹剔透、纯净透明，视

觉上呈圆润且不规则形状，颜色为黄色或棕红色，内

部多包裹着气泡、植物碎屑等，触觉上给人以温润且

微涩的感受，闻起来多是树木和油脂的味道，其在五

觉中视觉、触觉、嗅觉感受较强，符合多觉叠加的主

题要求。因此，最后选择“琥珀”作为普洱茶茶饮的

最终主题词，主题词语选取见图 6，主题词图片见图 7。 
 

 
 

图 4  第一轮调研问卷数据分析 
Fig.4  Data analysisof first questionnaire  

 

 
 

图 5  心理需求问卷数据分析 
Fig.5  Data analysis ofpsychological needs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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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普洱茶茶饮五觉意向词汇 
Tab.1  The five sense of intention vocabulary of Pu’er tea 

形 
浪花、细雨、小船、蜜蜂、露珠、珍珠、折扇、海螺、树荫、铃兰花、书籍、油纸伞、年轮、

唐装、木梳、炊烟、团扇、云海 

色 水晶、白瓷、湛蓝色、芙兰迪色系、水墨画、牛奶、枫叶 
视觉 

质 蜜蜡、竹子、古木、羽毛、菩提、阳光、琥珀、玉器 

嗅觉&味觉 沉香木、倒流香、甘草 

听觉 铃铛、古琴、清泉、晚钟、瀑布 

触觉 积木、丝绸、藤编、琉璃、鹅卵石 

 

 
 

图 6  主题词语选取 
Fig.6  Selection of subject word  

 

 

湛蓝色                 晚钟             琥珀 
 

图 7  主题词图片 
Fig.7  Subject picture 

 
 

本次以“琥珀”为主题的设计实践通过对普洱茶
茶包及茶具进行创新设计，在饮茶流程中针对感觉特 
征进行感觉转换分析，从而使用户在体验过程中对产
品进行多重感觉的转换、叠加、融合，进而体会到设
计的主题——“琥珀”。 

3.4  关联因素分析 

普洱茶茶包的整体造型是以天然琥珀为基础，茶
饼为叶片形状，包裹着茶饼的圆润透明糖壳作为茶
包。茶壶和茶杯均由透明锤纹玻璃制成，将杯托设计
为树枝缠绕的形态，茶盘则提取了琥珀的不规则圆润
外形作为形体设计的主要元素。糖壳表面的细微凹凸
和壶具表面的锤纹装饰，可使用户感受到琥珀微涩的
触觉感受，故使用视觉通向触觉。由于普洱茶为发酵
茶，冲泡后会在壶内水面形成淡淡的均匀油脂，壶外
被树枝形态的茶托所包裹，油脂和“树枝”元素可使
用户感受到琥珀的嗅觉感受。经用户研究，多数用户
认为普洱茶陈香微甜的味道和温润平滑的口感会使
他们联想到圆润的琥珀外形，因此，在品茶过程中，
普洱茶微甜醇香的味觉体验和口感顺滑的触觉体验，
可激发用户对琥珀外形的视觉联想，故使用味觉通向
视觉，“琥珀”多觉叠加设计示意图见图 8。 

3.5  感官综合设计 

根据传统普洱茶茶饮的体验过程，在“琥珀”饮
品的设计中，将不同本觉特征进行综合设计，并在饮
用流程中得以体现，饮茶流程见图 9。 

 
 

图 8 “琥珀”多觉叠加设计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ulti-sensory superpositiondesign of “Amber” 



298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4 月 

 
 

图 9  饮茶流程 
Fig.9  Tea drinking process 

3.5.1  入茶 

茶包的整体造型是以天然琥珀为基础，通过对天

然琥珀的外观形态特征进行提取，将普洱茶茶包糖壳

外形设计为不规则团状薄壳，顶部有一直径为 1 cm

的小孔，便于将水注入糖壳。糖壳内含树叶形普洱茶

茶片，每片茶片重约 4 g 左右，可供一人饮用。茶具

为透明锤纹玻璃材质，将茶包放入其中，便于观看茶

包变化的过程。茶具表面的锤纹纹理内含少量气泡的

半透明的糖壳和糖壳表面特有的肌理，使用户联想到

琥珀温润且略微有摩擦的涩感，以视觉形象激发用户

对琥珀产生触觉上的熟悉感，从而使用户体会到琥珀

的触觉感受，茶包效果见图 10。 

在放入茶包的过程中，对其感官接触点进行分

析。传统普洱茶饮品的入茶过程以视觉感受为主，而

在“琥珀”茶饮体验中，用户通过视觉向触觉的感觉

挪移，为普洱茶赋予了琥珀的触觉感受，使视、触觉 

感受得以增强，入茶阶段接触点强度分析见表 2。 

3.5.2  茶晕   

将热水倒入茶壶，水沿茶包顶部小孔注入糖壳并

将茶片浸泡，伴随气泡的排出，水逐渐充满整个糖壳。 
 

普洱茶茶片在热水的浸泡中渐渐晕染出淡淡的熟赭

色，随着茶分子在热水中的不断运动，茶色渐渐充满整

个糖壳，并有通过小孔溢出的倾向，茶晕效果见图 11。 

对茶晕过程中感官接触点进行分析。相较于传统

普洱茶饮品，茶色在糖壳内晕染，如同琥珀沉于水底，

让人心安而宁静，“琥珀”的视觉层次感受得以增强，

茶晕阶段接触点强度分析见表 3。 

3.5.3  茶融 

约一分钟后糖壳逐渐融化，茶色渐渐溢出糖壳。

待糖壳完全融化，壶内茶色已均匀分布，壶外被树枝

形态的杯托所包裹缠绕，如同自然界中的琥珀静卧于

丛林。由于普洱茶为发酵茶，茶面会均匀漂浮一层淡

淡的油脂，而琥珀是由树脂石化而来，气味混合了树

木和油脂的味道，使用户联想到琥珀的气味，茶融效

果见图 12。 

对茶融过程中感官接触点进行分析。传统普洱茶

饮品的茶融过程以视觉感受为主，而“琥珀”使用户

感受通过由视觉向嗅觉挪移，仿佛嗅到了琥珀的气

味，使视觉与嗅觉层次感受更加丰富，茶融阶段接触

点强度分析见表 4。 

3.5.4  品茶 

待茶温后，执茶品尝，茶汤入口醇香微甜、温润

平顺，使用户联想到琥珀圆润的形体特征。此过程以 

  
   

图 10  茶包效果 
Fig.10  Tea bag rendering 

 

图 11  茶晕效果 
Fig.11  Tea blooming rendering 

 

图 12  茶融效果 
Fig.12  Tea bag melting rendering

 

表 2  入茶阶段接触点强度分析 
Tab.2  Contact point strength analysis during the stage of tea bag 

 视觉接触点 听觉接触点 嗅觉接触点 味觉接触点 触觉接触点 

传统普洱茶饮品 ★★★    ★ 

“琥珀”创新普洱茶饮品 ★★★★    ★★★ 

 

表 3  茶晕阶段接触点强度分析 
Tab.3 Contact point strength analysis of tea blooming stage 

 视觉接触点 听觉接触点 嗅觉接触点 味觉接触点 触觉接触点 

传统普洱茶饮品 ★★★     

“琥珀”创新普洱茶饮品 ★★★★★     

 

表 4  茶融阶段接触点强度分析 
Tab.4  Contact point strength analysis of tea bag melting stage 

  视觉接触点 听觉接触点 嗅觉接触点 味觉接触点 触觉接触点 

传统普洱茶饮品 ★★★   ★★★     

“琥珀”创新普洱茶饮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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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品茶阶段接触点强度分析 
Tab.5  Contact Point Strength Analysis of tea drinking Stage 

 视觉接触点 听觉接触点 嗅觉接触点 味觉接触点 触觉接触点 

传统普洱茶饮品 ★★  ★★★ ★★★  

“琥珀”创新普洱茶饮品 ★★★★  ★★★ ★★★★★  

 

 
 

图 13  茶具整体效果 
Fig.13  Tea set overall rendering 

 
味觉特征帮助用户联想到了琥珀的视觉形象，从而体

会到琥珀的视觉感受，茶具整体效果见图 13。 

对品茶过程中感官接触点进行分析。传统普洱茶

饮用时以味觉感受为主，而“琥珀”使用户感受通过

味觉向视觉挪移，赋予了普洱茶琥珀的视觉感受，增

强了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感受，品茶阶段接触点强度分

析见表 5。 

3.6  用户在产品体验中体会到“琥珀”的主题情感 

普洱茶茶包的整体造型是以天然琥珀为基础，包

裹着茶片的糖质半透明壳体和茶具玻璃纹样在视觉

上触发了用户记忆中琥珀握在手中略微有摩擦的涩

感。将茶包放入壶中注水，便可看到水流通过小孔注

入糖壳，茶色逐渐晕染并充满整个糖壳的过程，使视

觉层次得以丰富。待糖壳融化，壶内茶色均匀散布，

水面上均匀地漂浮着一层淡淡的油脂，壶外缠绕包裹

着树枝形态的茶托，唤醒了用户对于琥珀气味的记

忆。且在品茶过程中，普洱茶微甜醇香、顺滑的口感，

激发了用户对琥珀外形的联想。在以“琥珀”为主题

的茶饮体验过程中，用户的视觉、味觉感受触发着触

觉、嗅觉和视觉器官不断进行反馈，并叠加融合，打

破了传统茶饮仅停留于视觉和味觉的体验，从而使用

户从多感官通道感受到产品的主题——“琥珀”。 

4  结语 

通过研究通感设计中多觉叠加在产品设计中的

应用，完善通感设计理论，补充提出通感设计的主题

性策略，梳理归纳出多觉叠加的产品设计流程。通过

视、听、嗅、味、触多层感觉的转译、叠加与融合，

打破以视、味觉为主的茶饮体验局限，设计出一款具

有多感官情感体验的普洱茶茶具与茶包。在产品外形

上，通过提取主题元素融入于产品的形、色、质，丰

富表达“琥珀”茶饮的审美意象；在产品使用上，树

枝缠绕的茶托等细节设计，为用户提供了行为交互的

乐趣；在情感体验上，通过产品的多觉融合传达形式

让用户与产品产生情感沟通，增强作品感染力，并对

用户的感官体验进行补充与丰富，为用户增添了生活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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