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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羌绣发展面临传承困难、创新意识淡薄、产业化程度低等问题展开研究与分析，提出

基于数字化保护与产业化应用的羌绣服务设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资源的整合和羌绣应用平台的搭建，

满足绣娘与羌绣爱好者的学习、售卖需求，实现羌绣的长足发展。方法 基于改进的 SIFT 针法图样特征

提取方法进行 AI 针法识别、形状文法与图像拼接算法实现 DIY 纹样设计、定性定量的用户研究方法，

分析目标群体在体验羌绣过程中的使用需求，并将其转化为羌绣服务设计平台的具体功能。梳理绣娘与

羌绣爱好者的不同使用需求和流程，建立绣娘与绣友两种移动端模式，设计相应的信息架构与人机界面，

最后利用改进的整体评估可用性问卷对交互原型进行评估。结论 搭建了可实现羌绣数字化保护与产业

化应用的羌绣服务设计系统，改变羌绣教学传承模式，提供多元化销售渠道，引入机绣完善羌绣产业化

模式，实现羌绣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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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vice Design of Qiang Embroidery Based on Digital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YANG Lei, ZHANG Xin, HU Hui, QIU Y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Qiang embroidery in inheritance, in-

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low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proposing a service design model of Qiang embroidery based 

on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resources and the establish-

ment of Qiang embroidery application platform, it can meet the learning and sales needs of the embroiderers and Qiang 

embroidery enthusiasts, and realiz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Qiang embroidery. The improved SIFT stitch pattern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realize AI stitch recognition; shape grammar and image stitching algorithm were used to 

realize DIY pattern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user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needs of target 

groups in the experience of Qiang embroidery and transformed them into specific functions of the Qiang embroidery ser-

vice design platform. The different use needs and use processes of embroiderers and Qiang embroidery enthusiasts were 

reviewed; two mobile terminal modes of embroiderers and Qiang embroidery enthusiasts were established; the corre-

sponding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and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were designed, and finally the interactive prototype im-

proved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improved overall evaluation availability questionnaire. The service design platform of 

Qiang embroidery for realizing the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Qiang embroidery is built, and it can 

change the teaching and inheritance mode of Qiang embroidery,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sales channels, and improve the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of Qiang embroidery by introducing machine embroidery, and realize the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Qiang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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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提出了“要重视少数民族文

化保护和传承”“坚定文化自信”等指导意见；十九

大也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

为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部分写进报告中，同时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等问题[1]。羌绣

作为羌族文化的代表，在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2 大地震后，羌绣资料遭

受大规模损坏和遗失，羌绣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迫在眉

睫。而羌绣作为小型非遗文化，其发展一直面临诸多

困境，面对手工艺产业化转型的艰难进程与消费群体

审美需求的不断提升，羌绣的数字化保护与产业化道

路更需要借助现代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帮助，构建羌绣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模式[2]。 

1  相关背景 

1.1  现有状况 

羌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羌绣作为羌

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整个民族民俗文化、劳动文化的

缩影，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对于只有语

言没有文字的羌族而言，羌绣相当于羌族的文字符

号，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然而传统手工艺与

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使羌绣的发展面临重重困

境[3]：（1）传承人的断层。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人选定要求严苛，加上羌绣制作工艺复杂，学习难

度大，新的传承人培养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只有通过

长期练习和严格考验才能满足认定要求，导致了传承

人的断层[4]。（2）传承方式单一、创新意识淡薄。由

于羌族缺乏文字，羌绣技艺传承主要依靠母女、姊妹

之间手口相传。近年来得到政府扶持，以补贴方式开

办羌绣培训班，传承单一的情况有所缓解[5]。但是由

于线下授课成本高、课程缺乏连贯性，传承效果并不

尽如人意。绣娘对羌绣传统图案的运用多是借鉴，产

品同质化严重，制作内容单一，缺乏设计创新能力，

绣品质量低廉。（3）产业化程度低，绣娘收入微薄。

目前羌绣多采用手工刺绣，存在效率低、工作周期长、

绣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手工绣制的现状难以得到

产业化提升。加之绣娘收入微薄，售卖渠道信息闭塞，

仅靠羌绣难以维持生计[6]。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借鉴现代技术、设计手法、

成熟的商业模式为传统手工艺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

思路，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系统正成为一种高效的解

决手段。如何切实有效地推广传播羌绣文化、解决绣

娘居家就业、实现其自身更高的经济价值和艺术价

值，带动羌族区域经济的提升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1.2  用户调研 

用户调研阶段，针对普通消费者和专业羌绣手艺

人设计了两套访谈问卷。对于普通消费者通过线上调

研（定量研究），搜集有效问卷 334 份。问卷从用户

特征、接触认知、宣传平台、渠道购买、深入体验、

设计需求 6 个方面展开调研，用 SPSS 软件计算问卷

的克朗巴哈 α 系数，其数值为 0.859，大于 0.7，表明

该问卷信度水平较高[7]。问卷数据见图 1。 

通过调查问卷数据可见：（1）在接受调查的人群

中，92.69%的用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羌绣的可能性

极低，说明在接触认知、宣传平台方面，羌绣的宣传

推广十分薄弱。（2）在渠道购买、设计需求方面，

85.71%的用户认知方式倾向于线上了解新事物，能实

现个性 DIY 设计定制、售卖是用户的需求点。（3）

在深入体验方面，如果能得到及时并准确的疑问解答

和详尽的同步操作教学视频，45.36%的用户愿意进行

羌绣学习。 

在定性研究中，主要以绣娘为典型目标人群进行

深入访谈，内容涉及羌绣的传承、收入、售卖、期望

等方面。调研目标用户样本 11 人：其中普通绣娘 8

人，专家绣娘 3 人。根据尼尔森关于可用性测试的经

典理论，6~8 人便可以找到产品 80%以上的可用性问

题，11 名访谈样本量可满足研究需求。在专家用户

访谈中，通过与羌绣省级非遗传承人陈云珍老师的深

入交流，发现在羌绣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年轻人接触

羌绣文化少，且羌绣属于手工艺品，很难在短期内实

现有效收益，成为阻碍羌绣传承和发展的主要障碍，

解决固定可靠的销售渠道是关键。综合定量定性分

析，羌绣的传承保护、刺绣研习、推广传播、价值收

益、售卖渠道等是目前绣娘的迫切需求，为下一阶段

用户画像与需求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设计依据。 

2  用户角色模型与功能转化 

2.1  用户角色模型 

通过相关利益关系人分析，将目标用户分为绣娘

与羌绣爱好者。羌绣爱好者又细分为对羌绣有学习需

求者和购买需求者，分别建立角色模型，用户角色模

型见表 1。 

2.2  需求分析与功能转换 

针对不同目标用户进行需求分析，结合调研数

据，提炼并将其转化为架构羌绣 APP 的具体功能[7]，

目标用户需求分析与功能转换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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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问卷数据 
Fig.1  Questionnaire data 

 

表 1  用户角色模型 
Tab.1  User role model 

用户 基本信息 需求 

绣娘 年龄：52 岁 

职业：普通家庭妇女 

绣龄：41 年 

希望能有一个集中售卖羌绣的平台利于自己销售； 

希望能够见识并学习到更多的纹样，学习方便； 

设计出好看新颖的纹样，制作更多样的绣品 

学习需求者 年龄：28 岁 

城市：上海 

职业：CMF 设计师 

绣龄：0 

希望能有一个平台可以系统地学习羌绣相关的知识； 

有老师解答自己在绣制过程中的一些疑问； 

希望自己所设计的纹样能为绣娘提供参考，让现在市面上的羌绣作品在保

有自己特色的同时，更符合现在大众的审美 

购买需求者 年龄：25 岁 

城市：苏州 

职业：自由工作者 

绣龄：0 

希望能有一个专门可购买羌绣的平台，不用再耗费大量的精力在绣品的搜

索阶段； 

购买平台中能有精准的羌绣分类标签，自己能高效地找到所需要的绣品 

 

表 2  目标用户需求分析与功能转换 
Tab.2  Target user needs analysis and function conversion 

用户 绣娘 学习需求者 购买需求者 

用户定义 希望通过售卖羌绣制品获得一定

收入 

对羌绣相关设计有想法 对绣品有需求，想要方便快捷购买

羌绣产品 

用户特征 只会传统的羌绣设计；对售卖绣品

有强烈需求 

绣文化爱好者；想要一个整合性的

专业平台学习羌绣 

对羌绣成品有明确购买需求；不方

便实地采购 

用户痛点 线上售卖方式太复杂，线下专卖店

抽成太多且竞争大；设计纹样的能

力有限，绣制的图样固定 

没有一个系统性专业的平台学习羌

绣；实地学习成本太大；学习过程

中的疑问得不到及时解答；纹样设

计没有实体化的机会 

购买羌绣的渠道有限；寻找绣品耗

时耗力，无法高效快捷找到期望类

型的绣品 

功能转换 基于大数据构建的纹样库，包含传

统纹样以及用户 DIY 纹样；提供绣

品售卖平台 

基于纹样库的纹样个性 DIY 功能；

AI 针法识别功能，并提供视频教学；

纹样预览功能；答疑、交流论坛 

线上实物预览和纹样 DIY 预览功

能；标签筛选功能；联系绣娘、机

绣厂定制绣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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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羌绣服务设计方案 

3.1  方案描述与商业模式 

为完善羌绣传承模式，稳定羌绣售卖渠道，结合

互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算法、图形图像处理

等技术，融合服务设计理念，提出基于数字化保护与

产业化应用的羌绣服务设计系统[8-9]。运用服务设计

中的共创原则，引入羌绣爱好者与专业设计师羌绣纹

样创作功能板块，完善羌绣纹样库；在商业模式中，

增加设计纹样使用版权费，实现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

的价值共创；借鉴电商平台的现金池模式，进行其他

收益项目拓展，满足平台稳定收益与长效发展。 

服务设计不是解决个体的问题，而是塑造一套服

务系统，考虑到系统中利益相关者的需求[10]，除了线

上平台的打造，结合当地旅游资源，进行线下羌绣体

验店的融合，游客在体验刺绣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免费

工具与专业指导，优秀作品可进行收藏和线上展示售

卖。游客的体验时长，可以转化为线上积分享受购买

优惠和折扣，增加用户粘性，为线上平台引流。游客

的刺绣作品，通过专业绣娘完善后以游客专属礼的形

式在特殊节日对游客进行回馈，打造出羌绣服务设计

的峰值体验。由于网络平台上的客户都是分散的且忠

诚度较低，建立快闪体验店可让羌绣多渠道深入人们

的生活，弥补实体店分布不均、数量稀少的弊端，深

入各城市景区，以快闪的新兴模式实现羌绣文化的普

及和推广。构建羌绣数字化保护与产业化应用移动

端，开创基于刺绣针法的数字化羌绣纹样保护模式。

打造可靠的羌绣设计学习交流社区，建立与机绣厂、

绣娘、设计师、第三方平台以及政府合作平台，打通

羌绣文化商品上下游产业链，完善羌绣的产业化模 
 

式[11]。通过该平台，满足绣娘与羌绣爱好者使用过程

中不同的用户需求，梳理平台可落地的服务设计商业

画布，见图 2。 

该羌绣服务设计平台在搭建过程中对绣娘端（卖

家端）与绣友端（买家端）分别进行了信息架构，卖

家端、买家端的信息架构见图 3。 

绣娘端：绣娘可通过 AI 针法识别匹配的针法介

绍，再根据配套视频、图文答疑进行针法学习。绣娘

进行 AI 针法识别流程，AI 识别交互线框见图 4。识

别后进行针法学习流程，查看教程交互线框见图 5。

终 DIY 设计新纹样并在设计交流论坛中补充新纹

样，完成绣品后在平台上售卖。 

绣友端：羌绣爱好者可在 APP 上学习感兴趣的

羌绣知识，在线上商城 DIY 定制、购买羌绣商品，

在交流论坛区分享自己的创作等。买家可在平台纹样

库中选择纹样元素进行组合，形成自己的 DIY 纹样，

DIY 设计交互线框见图 6。生成成品预览后，选择心

仪绣娘绣制完成。 

3.2  方案特色 

3.2.1  服务设计系统打造 

该系统以绣娘和羌绣爱好者为中心，协同机绣

厂、设计师、第三方品牌、政府部门等多方利益相关

者，实现服务设计价值共创。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形

成羌绣服务设计闭环[12]。以线下体验吸引游客对羌绣

的关注，体验刺绣过程，打造专属羌绣作品。通过将

体验时长转化为线上会员积分，为线上平台引流。结

合快闪店形式，实现羌绣文化的普及和推广，打造羌

绣数字化纹样保护、扩大羌绣文化输出、改善羌绣学

习体验、促进产业化转变和实现绣娘价值提升的多功

能服务系统[10]，并绘制系统图，见图 7。 

 
 

图 2  商业画布 
Fig.2  Business can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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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卖家端、买家端的信息架构 
Fig.3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seller and buyer 

 

 
 

图 4  AI 识别交互线框 
Fig.4  Interactive wireframe of AI recognition 

 

 
 

图 5  查看教程交互线框 
Fig.5  Interactive wireframe of 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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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DIY 设计交互线框 
Fig.6  Interactive wireframe of DIY design 

 

 
 

图 7  系统图 
Fig.7  System diagram 

 

3.2.2  技法教程  

用户使用移动端根据需求轻松自主学习。教程由

专业的羌绣老师提供，涵盖视频、图文教学与答疑多种

交互形式，改变了传统的羌绣教学模式，令羌绣的教

学模式更灵活，解决了线下教学弊端，教程界面见图 8。 

3.2.3  AI 针法识别 

用户利用 AI 针法识别扫描绣品，获得其具体针

法示范讲解。提出了一种以导向滤波作为尺度变换函

数的特征提取模型。此方法以传统尺度不变特征变换

（SIFT）作为基础模型，将其中的高斯尺度变换函数

以导向滤波尺度变换函数代替，加强边缘像素之间的

算法响应程度，从而精确提取针法纹样的关键特征

点[13]。实验表明，算法得到的图案关键特征点能够在

图样的边缘部分得到很好的提取效果，同时匹配准确

率能够达到 90%以上，AI 针法识别界面见图 9。 

3.2.4  DIY 设计 

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单元纹样 DIY，通过图案智

能组合得到满足预期的羌绣再设计纹样。利用形状文

法推演规则抽取纹样基元，在约束条件下形成羌绣纹

样因子库。通过因子库，选取设计基元、颜色空间，

在推演规则下创新设计全新的羌绣纹样。融合图像拼

接算法智能生成符合羌绣特征构图、配色规律的新纹

样，DIY 设计界面见图 10。 

3.2.5  纹样库与交流论坛 

纹样库涉及羌绣的传统图案、色彩、纹样部分。

收集羌绣纹样，建立纹样库，提取典型民族特征，形

成设计语言以供用户参考。结合纹样 DIY 设计与论

坛交流功能，为绣娘与设计爱好者提供沟通、交流、

分享和答疑的平台，加深用户的参与感与传承意识，

实现数字化传承，纹样库界面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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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教程界面 
Fig.8  Interface of tutorial 

 

 
 

图 9  AI 针法识别界面 
Fig.9  Interface of AI stitch recognition 

 

 
 

图 10  DIY 设计界面 
Fig.10  Interface of DI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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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纹样库界面 
Fig.11  Interface of pattern library 

 

表 3  影响因素集合 
Tab.3  Se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编号 影响因素 编号 影响因素 

1 整体上，使用这个 APP 系统比较简单，对其使用难

易程度感到满意 

12 这个 APP 系统的设计交流论坛对我很有帮助 

2 这个 APP 的界面设计很美观 13 这个 APP 系统的信息分类很准确 

3 这个 APP 系统提供的针法教学种类齐全 14 这个 APP 系统的信息推送方式很合理 

4 这个 APP 系统提供的 DIY 设计满足日常刺绣需求 15 这个 APP 系统的信息搜索标签很全面 

5 这个 APP 系统提供的绣品购买或销售功能能拓宽售

卖渠道 

16 这个 APP 推荐的机绣厂可靠性高 

6 这个 APP 会员积分制能增加用户粘性 17 这个 APP 系统的绣娘端售卖系统便于日常管理、掌握

销售状况 

7 这个 APP 的功能涵盖了目标人群 18 这个 APP 系统的绣友端为我提供了多种作品落地形式

8 这个 APP 系统的 AI 针法识别结果能匹配到相应教程 19 这个 APP 系统对羌绣的推广作用很大 

9 这个 APP 系统的针法教学答疑清晰易懂 20 这个 APP 系统的商业模式很合理 

10 这个 APP 系统 DIY 设计生成的新图案符合我的喜好 21 整体上，我对这个 APP 系统是满意的 

11 这个 APP 系统定制绣品实物符合我的预期   

 

4  可用性评估实验 

4.1  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该羌绣服务系统，通过 Axure RP 构建

APP 原型程序。邀请 28 名用户，包括 14 名绣娘与

14 名普通用户，其中普通用户包含 8 位学生与 6 位

手工艺爱好者。使用改进后的整体评估可用性问卷

（Post-Study System Usability Questionnaire，PSSUQ）

进行评估，问卷采用 7 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进行量化[14]。该问卷主要用于评估用户对计算机系统

或应用程序的感知满意度，符合本文评估用户对该羌

绣 APP 平台满意度的目的[15]。运用问卷第三版并进

行修改，为用户提供“非常同意、同意、比较同意、

一般、比较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7 个选项，

分值分别为 1—7 分，分值越低表示满意度越高，根

据专家意见一共确定了 21 个影响使用 APP 感受的评

估因素集合，影响因素集合见表 3。 

4.2  实验数据分析 

再次使用 SPSS 软件计算了此份问卷的克朗巴哈

系数 α 值为 0.878，达到 0.8 以上，表明调查问卷信

度水平较高。该问卷中的 1—7 项、8—15 项、16—

20 项和 1—21 项集合的平均值分别对应问卷的系

统、信息、界面和整体质量 4 个评估指标，分数范围

为 1—7 分，以 3.5 为中位数指标，分数满意度越低

表示满意度越高，越高表示满意度越低。问卷的各项

分数平均值，各变量和重要指标数据见表 4，从该问

卷的各个单项和 4 个重要指标来看，其指标分数值均

低于 3.5（取值均仅保留两位小数），表明用户对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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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变量和重要指标数据 
Tab.4  Data of the variables and important indicators 

变量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均值 2.43 2.82 2.07 2.86 2.18 1.86 2.43 2.86 2.86 

变量编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均值 2.86 2.46 2.79 2.64 3.21 3.36 2.43 2.93 2.43 

变量编号 19 20 21 系统质量 信息质量 界面质量 整体质量   

均值 2.43 3.32 2.79 2.38 2.88 2.72 2.67   

 
绣 APP 系统感到满意。 

5  结语 

在文化产业市场蓬勃繁荣的背景下，对于非遗文
化的保护不仅是政策导向需求，也植根于人们不断提
升的文化自信中，更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本文旨在探索基于数字化保护与产业化应用的羌绣
服务设计系统，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形成良性运转的闭
环，解决羌绣在传承保护与手工艺转型方面的难题。通
过对羌绣服务设计方案的可行性验证，对其他刺绣针
法、传统手工业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不断发展的
社会潮流中，为传统手工艺找寻更多切实有效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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