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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o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empty nest elderly users by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poka-yoke in product desig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oka-yoke and analyze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ka-yo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interpret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ka-yoke for produc-

tion according to the user-oriented use process. Further focus on the user group,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poka-yoke 

into the use of products of empty nest elderly is point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

racteristics by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empty nest elderly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state.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pty nest elderly,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de-

sign principles of poka-yoke, which are function simplification, multiple guarantee, error mitigation and high efficiency 

level to improve the us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product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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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一词来源于对“雏鸟飞走，老鸟独守母巢”

的形象比喻[1]。目前，我国没有对“空巢老人”范畴

做出标准界定，各界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根据

不同学科特点，空巢老人的范围存在些许争议。社会

学相关论文对空巢老人的定义做过详细探讨，其中最

大争议点在于是否应该根据老人有无子女来定义空

巢老人。在设计学的视角下，笔者认为“空巢老人”

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从设计的角度出发，为所

有居住环境只有老人的家庭解决问题。基于这一观

点，在本研究中，将空巢老人定义为身边无子女、亲

属等人一起生活的 60 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包括失独

老人、丁克老人、单身老人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我

国空巢老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加，民政部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16 年年底，我国空巢老人已经接近 1 亿

人。我国空巢老人居住环境相对较为封闭和独立，在

遭遇突发状况时面临着比非空巢老人更大的危险，而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得不到及时救治也常常给这一群

体造成严重的伤害[2]。日常生活中空巢老人在使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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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因生理机能减退，易出现产品使用不当的问题，

存在很大安全隐患，错误的操作也会给其心理带来一

定程度的伤害。产品应该成为为空巢老人生活提供便

利的媒介而不是给其生理和心理造成负担的源头。为

了对人为差错进行控制，在 1961 年丰田公司提出了

防呆法。本文从防呆法的角度出发，通过将防呆法实

施方法引入产品设计之中，对空巢老人使用的产品设

计提出合理化建议，尽可能减少产品使用差错对空巢

老人造成的生理及心理负担。 

1  设计视域下的防呆法 

1.1  防呆法概述          

日本质量管理专家新乡重夫（Shingeo Shingo）

根据自身从事现场质量改进的丰富经验，在工业质量

管理中首创了防呆法（Poka-Yoke）的概念。Poka-Yoke 

是日语舶来词，中文直译为防呆法[3]。可以理解为即

使再愚钝的人来使用也不会发生错误。在方法推行之

初，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有视操作者为呆傻的意

味，因此防呆法又被称为防错法、愚巧法。李广泰在

著作《防错、防误与防呆措施应用技巧》[4]中对防呆

一词中的“呆”做了解释，认为“呆”表示一种状态，

类似于人的惊呆、傻眼等。造成的结果是一时呆住了，

不知怎么办才好。与防错和防误相比，防呆要显得笼

统一些，涉及领域广，牵涉事物杂，应用难度也相对

较大，措施应用得当所产生的效果也更为理想。笔者

总结前人观点，选择使用“防呆法”这一中文表述，

并对其定义进行了扩充，即在设计学背景下，面向用

户的防呆法理念，是在产品设计时充分考虑用户的特

征及可能出现的差错，一方面希望用户可以正确地使

用产品，避免在使用过程中的人为差错；另一方面希

望用户在面对产品时，通过设计的引导，不会因无人

指导不知如何使用而呆住。笔者认为“防呆法”的表

述在本研究中更为贴切、全面，并无贬义及否定用户

之意。 

人为差错是一个在任何时间、地点及环境中都有

可能产生的行为，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也发展出

了诸多与防呆法相类似的概念，如设计学中的通用设

计理念。防呆法创立之初是希望通过行为约束来预防

矫正，让操作者在不需要过多注意力也不需要过多经

验与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可以准确无误地完成操作[5]。

通用设计是以普通大众的需求为基础，进一步考虑如

高龄者、儿童等少数特殊群体的需求特征，让所有群

体都可以轻松使用产品或设施，两者在目标上是相通

的。相较于通用设计理论，防呆法是为制造而提出，

在生产实践之中诞生的理论，有着更强的实操性与更

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 70 多年来的生产作业经验，

已归纳总结出许多标准化的实施方法与改善手段，可

以直接用于生产制造与设计改进。如果说通用设计是 

 
 

图 1  防呆示例 
Fig.1  Poka-Yoke sample 

 

近乎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那么防呆法可以看作是通

往这一理想的实践钥匙，能够更高效地使产品或设施

达到共通性这一理想目标。防呆法主要通过一些限制

方法的运用来避免错误的产生，突出特点是利用简单

和低成本的方法来降低错误率，提高生产效率。防呆

示例见图 1。当操作者需要完成将零部件与卡槽相对

应的操作时，若零部件与卡槽形状颜色相同，则很难

快速准确地将其一一对应。利用防呆法对这一现象进

行改善，一是可以通过改变零部件与卡槽的形状，使

其对应；二是可以通过改变零部件与卡槽的颜色，使

作业者容易进行正确辨认。防呆法最初是为制造而提

出的理论，目前主要应用在工业制造及其管理领域[6]，

而工业制造所生产的产品，大多数都是以用户为最终

服务对象。在产品设计阶段尝试引入防呆法，可以减

少用户对产品的学习成本，设计出更便于用户使用的

产品，防止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由于人为差错而对用户

身心造成伤害。  

1.2  面向用户的防呆法分类 

曾就职于日本丰田汽车总部的青木干晴提出了

面向生产作业的主要防呆法与辅助防呆法分类[7]，笔

者对其分类思路按照面向用户的产品使用流程进行

了解读，主要防呆法可以分成以下两种： 

1）源头防止的防呆法。是运用于产品使用前的

防呆策略，从源头防止用户因使用而出现的差错。数

据线是电子产品的常用配件，数据线接口见图 2。普

通 Micro USB 数据线为单面使用的阶梯形接口，使用

前需仔细区分接口正反。但数据线接口体积较小，阶

梯形状不明显，对于视力不佳的用户而言并不好辨

认。反复插拔尝试不仅会对数据线接口造成损伤，也

会影响用户的操作体验。因此很多厂家将数据线接口

转换为扁圆形可双面使用的 Type-C 接口，使用时无

需区分正反，这一设计在提升用户操作体验的同时，

从源头上消除了使用差错出现的可能，这便是源头防

止的防呆法的体现。 

2）减小损失的防呆法。是在产品使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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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线接口 
Fig.2  Data line interface 

 

即使出现操作失误，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的防呆策

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

会出现一些无意识失误，针对误操作删除相片这一情

况，以苹果手机系统为例，系统相册会在删除时弹出

提示框让用户进行二次确认，在照片删除后也不会彻

底删除，而是会在类似电脑系统中“垃圾桶”的文

件夹中默认保留 30 天，以此来减小用户找回照片的

成本。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防呆法，还有以下两种辅助防

呆法。 

3）保障安全的防呆法。为了避免用户在使用过

程中因操作失误而造成对产品或用户自身的伤害，在

使用步骤中，可以通过防呆法来规避由于疏忽大意带

来的潜在危险。 

4）提高效率的防呆法。防呆法可以减少或消除

用户使用出错的可能，不出错的使用一方面能让用户

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用户的使用

效率。 

基于以上 4 种类型的防呆法，在产品使用流程中

充分考虑到使用的“预防”与“善后”，照顾到用户

生理及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防呆设计建议，让用户

在使用中即使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学习也能够正确地

使用产品，哪怕操作出现了错误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 
 

果，防呆设计分类见图 3。 

2  空巢老人使用产品引入防呆法的必要性 

不同用户群体行为习惯和对产品的需求有一定

的差异，同一设计方法面向不同用户群体展开设计，

所获得的成效也会不尽相同。因此笔者将用户群体进

一步聚焦，选择居住环境较为独立封闭，生活中大多

无人照料的空巢老人群体进行进一步分析。 

从空巢老人心理特征来看，空巢老人与子女、亲

友交流的机会较少，特别是丧偶及失独老人，因缺少

倾诉对象，情感更加脆弱。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常见的

问题是“不会用”以及“用不对”。面对操作复杂的

电子产品，即使存在使用需求，空巢老人依旧会产生

一定的抵触情绪，甚至拒绝使用；另一方面，产品使

用过程是否顺畅也会对使用者的心理造成影响。在产

品使用的过程中一旦遇到问题，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

就容易产生一种无助感，这一无助感进一步发展则可

能转变为焦虑、抑郁等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8]。因为

害怕出错，使得他们抗拒使用操作复杂的产品，这也

使得许多产品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远不及年轻人。利

用防呆法的实施思路进行产品设计，针对空巢老人在

产品使用过程中“不会用”以及“用不对”的环节进

行改进、优化，能够让空巢老人毫无心理负担地使用

产品。 

从空巢老人生理特征来看，进入老年期后，当老

年人的肢体活动能力与肌肉力量减退到一定程度，就

会产生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障碍[9]，如肢体关节活动

范围降低、手部握力减弱等。这些减弱导致老年人对

于使用需要花费一定力气来操作的产品时，常常造成

独立使用困难，稍有不慎还会导致关节损伤、骨折等

更为严重的后果。特别是空巢老人在无子女或旁人监

督指导的情况下，感知能力降低也成为了很多产品使

用相关惨剧的祸根。防呆法一方面让没有任何操作经

验的用户可以轻松操作产品，另一方面约束用户，防 

 
 

图 3  防呆设计分类 
Fig.3  Poka-Yoke desig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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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防呆设计原则 
Fig.4  Poka-Yoke design principles 

 

止用户因不正确的使用而造成伤害。通过防呆法的改

良，可以减少甚至消灭因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而造成

的无意识疏忽及不良后果。因此无论是从空巢老人心

理还是生理特征角度，在产品中引入防呆法都是十分

必要的。 

3  基于空巢老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防呆设

计原则 

为尽可能降低产品使用差错对空巢老人造成的

不良影响，结合空巢老人生理和心理特征，从 4 类防

呆法的视角出发，提出以下 4 条空巢老人使用产品的

防呆设计原则，见图 4。 

3.1  功能简化原则 

精准地发掘空巢老人的使用需求，避免不必要的

功能设计。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无法及时照护及关

怀，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找不到可以求助的

人，会产生深深的无助感，让老人们感到力不从心。

太多过于复杂的功能对于空巢老人来讲会提升他们

学习的难度[10]，加大开发成本的同时也会增加产品使

用失误的可能。以电视遥控器为例，看电视是空巢老

人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之一，电视遥控器的好用与否

直接影响着老人们的电视使用体验。传统按键密集型

遥控器上按键分布密集，有大量按键对于空巢老人而

言属于低频使用甚至从不使用的功能。贵州广电推出

的“父母乐”机顶盒配套遥控器，对按键密集型遥

控器的按键功能进行了精简，保留了老年用户高频

使用区域的按键，对中低频使用的按键功能进行了

归类合并，去掉了不属于电视核心功能的按键。电

视遥控器见图 5。这一改良设计使整个遥控器从视觉

上更易于识别，从功能上对于空巢老人用户来说更

精准实用。 

3.2  多重保障原则 

空巢老人因身边缺乏有产品使用经验人士的指

导，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没有足够的使用经验，即使子

女曾教授过使用方法，但记忆力的减退使得他们需要

多次反复操作才能形成深刻印象。因此会在产品使用

中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操作，这使得误操作的可能性将

大幅提升。同时或依顺序执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

才能完成工作是防呆法的主要实施方法之一，可以通 

 
 

图 5  电视遥控器 
Fig.5  TV remote control 

 
过动作之间互相约束避免操作失误对生产作业造成

影响。将这一方法运用到空巢老人使用产品的设计之

中，可以从产品使用流程着手，实施多重保障原则，

适当限制某些交互操作，在产品操作上设置一定的双

重认证步骤。即使操作中的某一步因注意力不集中或

理解偏差出现差错，另一步操作也会在相互制约下失

去作用，不会对最终使用结果造成过大影响。 

3.3  失误缓和原则 

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使用差错不仅会对用户也会

对产品造成损伤。虽然防呆法旨在最大程度地避免差

错的产生，但避免差错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

念，在设计时也要有良好的容错机制，如果不能完全

排除错误的发生，那么也可以通过方法来缓和差错发

生后对人机带来的损害。从“人”的角度来看，空巢

老人在产品使用中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使用出错容易

造成负性情绪甚至给其生理上带来伤害，这些都会极

大地打击他们使用产品的积极性，甚至对产品产生畏

惧、反感的心理，最终放弃使用产品。将人为差错所

产生的后果降到最低，并且让空巢老人能够从错误状

态中脱离出来，可以让空巢老人对产品产生信任感。

从“机”的角度来看，产品在材质的选择上应尽量选

择防摔、耐磨等特性的材料，防止用户无意间损害产

品。用户对产品偶尔的不恰当操作，产品能给予一定

的正向反馈，在延长产品使用周期的同时用户也更愿

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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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老有所依”拐杖 

Fig.6  Cane for “Elderly with Love”  
 

3.4  高效层别原则 

这一原则是在产品设计时通过层次化的设计来

提高产品的使用效率。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品应做

到不需要空巢老人在产品上寻找使用方法，而是通过

产品形态引导空巢老人更轻松地使用产品。产品在外

形和配色选择上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意

义或内容，并尽可能使用较为显眼的颜色；以线条粗

细或形状加以区别划分出不同的作业区域。拐杖是老

年人常用的辅助类产品，笔者团队设计的“老有所依”

拐杖见图 6。面对老人肌力减退这一生理现状，在拐

杖的中部采用加宽凹陷的造型，并且在手柄和加宽凹

陷处附有硅胶垫，颜色选用高饱和度的橙色，通过与

拐杖主体颜色及材质的差异产生层别，区分功能，更

高效精准地引导老人用户在起身时双手握住拐杖手

柄，膝盖关节处以拐杖为支撑点，利用杠杆原理将起

身时的力转移到拐杖上，让即使没有子女在身边的空

巢老人也可以像有人辅助一般能够轻松起身。 

4  结语 

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老年人都是一个特

别需要被陪伴的群体。由于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的转

变，空巢老人这一群体比例越来越大。工业制造管理

领域的防呆法思想对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使用产

品的设计能够提供很好的实施思路，在产品设计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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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简化、多重保障、失误缓和、高效层别 4 个维

度进行防呆设计的思考，可以提升空巢老人的产品使

用体验与生活品质，使其更有自信和尊严地使用产

品，对空巢化社会的发展能够带来正向的社会影响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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