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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源于对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社会融入问题的关注，探讨其生活方式转变与轮椅设计需
求的关系，通过体验设计的提升，促进目标群体生活信心的重建。方法 在理解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
体特征和社会融入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本分析和用户访谈结果，改良 AIOD 生活方式测量模型，
建立该群体生活方式的测量维度。基于测量模型维度，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统计分析建构该群体的生活
方式并进行细分。以生活方式测量结果为依据，结合 CUE 体验设计框架，输出轮椅体验设计机会点。
结果 研究发现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可细分为积极乐观型、安稳生活型、消极懈怠型，从包
容各类型方式的角度出发提出适应多元化生活方式的轮椅设计策略，进行可控性、有效性、易用性、感知
性和认可性等方面的优化轮椅体验，满足生活转型产生的新需求，进一步促进生活转型积极心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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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b Disabilities from the Lifestyl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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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festyle change and wheelchair design needs of the 

youth with acquired lower limb disabilities based on the concern about th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fe confidence of target group through experience design.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youth groups with acquired lower limb disabilities 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issues and combined with 

network text analysis and user interview results, the AIOD lifestyle measurement model was improved, and the measure-

ment dimensions of the group's lifestyle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model dimension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the lifestyle of the group was constructed and subdivided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lifestyle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E experience design framework, the wheelchair experience 

design opportunity points were output. As a resul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ifestyle of the youth with acquired lower limb 

disabilities could be subdivided into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types, stable life types, and negative slack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ness of various types, a wheelchair design strategy adapting to diverse lifestyles was proposed. 

The wheelchair experience was optimized in terms of controllability, effectiveness, ease of use, perception and approval to 

meet the new needs of life transform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during the life trans-

form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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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下肢残疾是指由于非先天性因素，如外部

环境、自身疾病等，导致下肢生理功能障碍或完全丧

失，需要依靠下肢助行产品进行移动的缺陷[1]。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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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国肢体残疾青年人数大于 720 万，其中后天致

残群体占比高达 90.57%[2]，人数逐年上涨。随着肢体

残疾群体生活与社会的潜在接触面逐渐扩大，其在参

与主流社会时面临的障碍问题不断涌现[3]。获得性下

肢残疾青年所遭遇的不公平社会互动及其生活方式

的转变都使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经历着心理

创伤[4]。轮椅作为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与外界交

往极其重要的物理纽带，辅助着该类人群重新融入社

会[5-7]，并实现自我价值。 

2021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
发展规划》中指出，要通过科技助残手段激发残疾人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残疾人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安全感[8]，“科技面向”和“幸福面向”
为我国残疾人生活服务产品的创新指明了方向。目前
关于轮椅设计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少，但是针对获得性
下肢残疾青年的轮椅设计研究较为匮乏，多是针对老
年人、儿童、运动员等群体进行设计[9-11]。现有成果
主要从造型的改进[12]、结构的优化[13]、功能的创新[14]、
新技术的应用[15]等物质性角度展开，较少关注用户的
情感诉求[16]和实际生活体验，人文关怀缺失。因此本
文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对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
体进行分析，探寻目标群体的生活特征和差异化需
求[17]，提出基于生活方式的轮椅体验设计策略并进行
针对性设计，帮助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构建积极
心理、重振信心，实现良好的社会融入。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思路 

本研究以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生活方式转变为

切入点对轮椅设计进行创新，聚焦获得性下肢残疾青

年的轮椅早期使用体验问题，识别需求并展开设计。

主要思路是将 AIOD 生活方式测量模型和用户体验

结构（CUE）模型相结合，输出复合维度的设计策略。 
 

具体思路是通过对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网络数据收

集和访谈获得相关语料，对用户生活方式测量维度进

行划分，再统计并分析用户的生活方式特征和潜在需

求，结合体验设计层次结构提出针对性设计策略，最

终输出设计方案，研究框架见图 1。 

1.2  AIOD 生活方式测量模型与研究 

生活方式是指某一特定群体或社会整体在日常

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征。AIOD 生活方式测量模型基

于 AIOD 量表进行目标群体生活方式的测量。此生活

方式量表由 Plummer 于 1974 年拓展后提出，包括四

个主要维度：活动（Activities）、兴趣（Interest）、观

念（Opinion）和人口统计变量（Demographic）[18]。 

目前，AIOD 生活方式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

消费行为学等学科领域中被广泛应用，通过对不同时

代、不同环境下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进行研究，洞察消

费者特征，从而提出促进市场发展的观点和可行路

径。近年来，有部分研究者开始探索生活方式研究在

产品设计创新中的应用价值[19-20]，在产品设计领域的

研究逐渐增多。张颖等[21]针对 90 后年轻群体展开调

研，将生活方式测量模型与市场细分方法应用于产品

设计领域，科学地获取用户需求，从不同侧重点出发，

提出产品创新设计策略与实例。张凌浩等[22]在产品功

能及技术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生活方式理论模型探讨

了用户行为特征与产品联系的新机会点，从而形成新

的产品定义，提升了产品的用户体验，并通过设计实

例进行了验证。李璨汐等[23]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

通过用户访谈和用户行为视频研究方法，结合人机工

程学，发现用户的真实需求，改善空间的使用效能，

贴合用户的生活习性，提升用户的体验感。可见生活

方式理论在设计领域对用户需求的分析得到了广泛

的实践和可行性验证，但尚未有研究者针对某一特定

人群细化生活方式测量维度。因此，本研究尝试将生

活方式测量模型与大数据内容分析进行结合，针对获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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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性下肢残疾青年建构合理测量维度，并将用户体验

模型引入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的轮椅设计中，用

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满足该群

体由于生活方式转变而产生的新需求，进而提升产品

的用户体验。 

2  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的生活方式分析 

2.1  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生活方式的测量维度分析 

在现阶段运用生活方式测量模型的相关设计研

究中，多数以 Plummer 的 AIOD 生活方式测量模型为

依据，为相关产品开发提供设计机会点。值得注意的

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形式、内容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

变，生活方式的测量维度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互

联网的发展影响着残疾人的生活方式，新媒体技术的

发展使得残疾人更加便捷地与主流社会进行无缝衔

接，网络文本成为残疾青年群体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

之一[24]。据此，笔者认为按照原有方法的子维度进行

测量不完全适用于当代获得性残疾青年群体生活方

式的建构，因此提出重新构建获得性残疾青年生活方

式测量的子维度内容。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的子维

度建立通过网络文本分析和用户访谈相结合作证、补

充的方法进行。 

2.1.1  相关主题网络文本分析 

本研究选择年轻人经常浏览的网络平台作为语

料的主要来源。豆瓣社区和微博社交平台就是很好的

例子。选取近五年中出现的“获得性”“轮椅青年”

“轮椅男孩”“轮椅女孩”作为关键词，获取相关的

新闻报道与用户发帖。通过预处理的方式对无关数据

进行清洗，尽可能地确保分析的可信度与准确性，最

终得到近 2 000 条有效文本信息。 

通过借助 Python 软件对所得具体文本内容进行

词语切分、词性标注、词频计算、加权计算和特征

选择等处理，再经人工校对，最终得到主题语料库

的高频词（如表 1 所示）和聚类主题词（如表 2 所

示），由此实现对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当代生活方式的

概览。 

2.1.2  用户访谈 

本次采用半结构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对目标群

体进行用户访谈，以获取该群体生活方式的微观研究

数据。通过网络平台搜寻并筛选目标用户，最终选取

6 名用户作为访谈对象，选出具有典型特征的用户回

答以得到关于生活方式的洞察，见图 2。访谈主要涉

及生活方式、使用轮椅需求和体验的相关内容。通过

对用户的访谈调研，进一步从微观角度了解获得性下

肢残疾青年的生活方式特征，获得了相应关键词，便

于下文对该群体生活方式测量维度的建立。 

表 1 “轮椅青年”主题语料库中排名前 20 位 

的高频词与词频 
Tab.1 Top 20 high-frequenc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subject corpus of "wheelchair youth" 

排序 词语 词频 排序 词语 词频 

1 轮椅 0.072 11 能量 0.023 

2 冬残奥会 0.062 12 志愿 0.023 

3 大学 0.061 13 分享 0.021 

4 工作 0.052 14 命运 0.020 

5 学习 0.04 15 感动 0.019 

6 无障碍 0.035 16 努力 0.018 

7 比赛 0.031 17 励志 0.018 

8 成绩 0.028 18 照顾 0.016 

9 考入 0.027 19 梦想 0.015 

10 精神 0.025 20 幸福 0.014 

 
表 2 “轮椅青年”主题语料库前 20 位的 

聚类主题词及权重 
Tab.2 Top 20 clustered subject words and their weights in 

the theme corpus of "wheelchair youth" 

排序 词语 权重 排序 词语 权重 

1 轮椅 1.252 0 11 分享 0.531 2

2 残奥 0.775 3 12 高考 0.521 0

3 运动员 0.651 4 13 旅行 0.509 0

4 无障碍 0.651 0 14 感动 0.504 7

5 健儿 0.631 1 15 命运 0.499 6

6 励志 0.616 2 16 能量 0.984 6

7 学习 0.615 5 17 照顾 0.982 8

8 行走 0.561 5 18 梦想 0.483 2

9 大学 0.550 9 19 温暖 0.465 2

10 工作 0.549 1 20 偶像 0.443 0

 

2.1.3  测量维度确立 

综合上述，通过网络文本分析和用户访谈结果，

确定生活方式的测量维度。梳理归纳所得网络文本聚

类词汇和用户访谈关键词，将 Plummer 的 AIOD 生活

方式测量量表作为参考，构建生活方式维度的映射图

（如图 3 所示），并总结出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生活

方式的测量维度，见表 3。在所构建的测量维度中，

依据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使用轮椅后所产生的外显

行为，探寻不同价值观下引导的行为活动，寻找行为

发生背后的原因。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对某一主题或

周围事物感到兴奋，并能持续关注的程度是兴趣维度

的表现。活动和兴趣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支配时间的方

式，而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对外界刺激的解释、期望

和评估源于观念，这体现出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年

龄、收入和职业等是人口统计变量的主要测量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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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典型用户访谈的生活方式信息洞察 
Fig.2 Lifestyle information insight based on typical user interviews 

 

 
图 3  生活方式维度映射图 

Fig.3 Lifestyle dimension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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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生活方式维度 
Tab.3 Lifestyle dimensions of the youth with  

acquired lower limb disability 

活动 

（Activities） 

兴趣 

（Interest） 

观念 

（Opinion） 
人口统计变量

学习 家庭 社会事件 年龄 

工作 成就 自我相关 受教育程度

社交 智能产品 轮椅 收入 

娱乐休闲 健身 未来 职业 

出行 娱乐休闲     

运动 媒介     

  社交     

 

2.2  生活方式测量数据分析 

2.2.1  基于 AIOD 的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问卷

调研 

本次问卷以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为重点研

究对象，参考吴垠提出的中国居民分群范式（China- 

VALS）的研究成果进行问卷设计[25]。将所得网络文

本分析和用户访谈数据与目标群体生活方式的 15 个

维度相对应（如表 4 所示），设计出包含 20 个获得性

下肢残疾青年生活方式 AIO 陈述句的调查问卷。采

用 Likert 五点量表对问卷进行测量，1 分为“非常不

同意”，3 分为“中立”，5 分为“非常同意”。 

本次调研通过目标人群的帮助进行问卷发放，共

计发放 245 份，有效问卷 230 份，有效率为 93.88%。

通过有效性测试检验，KMO 值为 0.786，Bartlett 球

面检验的卡方值为 1 485.450，显著性 P＜0.001，本

次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2.2  因子分析 

对于本问卷，运用 SPSS 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提

取出公因子，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提取的公

因子进行旋转，按照常用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共提取

了 7 个公因子，由表 5 可知，7 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

贡献率为 69.094%，经过旋转后的解释贡献率分别为

10.969%、21.350%、31.522%、41.556%、51.164%、

60.729%、69.094%。 

对提取的 7 个公因子采用 Cronbach α 系数检验

因子内部各变量间的一致性。经检测如表 6 所示，问

卷各公因子的 Cronbach α 系数均在 0.65~0.8，证明问

卷各因子之间数据可信度良好。 

通过对因子的实际意义进行分析，进行因子命名： 

Y1 取名为“休闲娱乐”因子，源于所述因子贡献

率和样本反应率最高，以及其与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 

 

表 4  生活方式维度与生活方式测量语句对应关系表 
Tab.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ifestyle dimension and lifestyle measurement statement 

活动（Activities） 兴趣（Interest） 观念（Opinion） 

测量维度 测量语句 测量维度 测量语句 测量维度 测量语句 

学习 5 家庭 19 社会事件 3 

工作 5、20 成就 20 自我相关 1、8、14、18、19 

社交 6 智能产品 9 轮椅 1、2、3、6、7、17、18

娱乐休闲 6、10、12 健身 15、16、17、18 未来 19、20 

出行 2、6 娱乐休闲 11     

运动 12、15、17 媒介 4、5、10     

    社交 13、14     

 
表 5  方差解释分析 

Tab.5 Analysis of variance interpretation 

总方差解释 

初始特征值 提取荷载平方和 旋转荷载平方和 
成分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总计 方差/% 累积/% 

1 4.330 21.650 21.650 4.330 21.650 21.650 2.194 10.969 10.969 

2 2.130 10.651 32.301 2.130 10.651 32.301 2.076 10.381 21.350 

3 1.781 8.905 41.206 1.781 8.905 41.206 2.034 10.172 31.522 

4 1.617 8.083 49.289 1.617 8.083 49.289 2.007 10.034 41.556 

5 1.458 7.289 56.579 1.458 7.289 56.579 1.922 9.608 51.164 

6 1.401 7.005 63.583 1.401 7.005 63.583 1.913 9.565 60.729 

7 1.102 5.511 69.094 1.102 5.511 69.094 1.673 8.365 69.094 

8 0.786 3.932 7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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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公因子 Cronbach α 值 
Tab.6 Cronbach α values of each common factor 

公因子 Cronbach α 

Y1 0.682 

Y2 0.764 

Y3 0.750 

Y4 0.740 

Y5 0.696 

Y6 0.682 

Y7 0.788 

 
的休闲娱乐活动有关；Y2 取名为“自我发展”因子，

源于所述因子与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的未来规划有

关；Y3 取名为“时尚新潮”因子，源于所述因子与

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息息相关的时尚新潮内容有关；

Y4 取名为“运动”因子，源于所述因子与获得性下

肢残疾青年对于运动的关注有关；Y5 取名为“媒介

意识”因子，源于所述因子与购物、网络分享生活，

以及对应轮椅的媒介态度有关；Y6 取名为“安全健

康”因子，源于所述因子与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对安

全出行和自身健康的关注内容有关；Y7 取名为“社

交意识”因子，源于所述因子与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

的社交意识有关。 

2.2.3  聚类分析及细分族群特征描述 

根据上述 7 个因子，采用 K 均值聚类分析法对研

究结果进行分类。为确保族群内样本的合理性，经过

有效验证，当聚成 3 类时的人群分配效果更合适。根

据各项因子聚类得分情况，可归纳出以下 3 类差异化

的生活方式族群特征。 

1）第一类族群命名为“积极乐观型”，有 80 人，

有效测试人数占总数的 34.78%。这一族群偏好丰富

的休闲娱乐活动，在过程中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注重

运动的同时也注重自我发展，对时尚新潮的事物也比

较喜欢，这部分青年通常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2）第二类族群命名为“安稳生活型”，有 136 人，

有效测试人数占总数的 59.13%。这一族群安于现状，

7 个因子的关注度都较为平均，在基本安全健康和媒

介意识方面略微突出，其余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3）第三类族群命名为“消极懈怠型”，有 14 人，

有效测试人数占总数的 11.08%。这一族群除了对媒

介意识和安全健康这两方面关注度略高之外，其余几

个方面的关注度相比于前两类族群较为微薄。对时尚

新潮的事物不感兴趣，不喜欢通过休闲娱乐进行社

交，拒绝运动，更不关注自我发展。 

以上 3 类族群都对安全健康和媒介意识方面表

现出较强的关注度，说明这两方面是获得性下肢残疾

青年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生活方式测量模型得到获得性下肢残疾青

年的 7 种类型生活方式特征，包括：安全健康、媒介

意识、时尚新潮、休闲娱乐、社交意识、运动、自我

发展，并且聚类为 3 种类型，分别为：积极生活型、

安稳享受型、消极懈怠型。这 7 个因子对应的轮椅设

计需求分析如表 7 所示。 
 

表 7  基于用户生活方式测量模型的设计需求分析 
Tab.7 Design requirement analysis based on user  

lifestyle measurement model 

AIO 特征分析 设计需求分析 

对健康、安全的追求 
目标用户对轮椅的安全、自

身安全与健康有较高要求 

对网络媒介的依赖 
目标用户主要通过网络进行

信息的获取 

对时尚潮流、个性自由

的追求 

目标用户对个性化的产品和

流行的元素有较高追求 

注重休闲娱乐 
目标用户重视生活中的休闲

娱乐活动 

注重社交生活 目标用户注重社交 

对运动的关注 
目标用户对乘坐轮椅运动有

一定期待 

对自我未来发展的关注 目标用户注重自己未来的发展

 

3  基于生活方式的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轮

椅体验设计策略 

综上所述，本文在了解了用户过去能力、经历、

理想期许，以及找到用户对出行轮椅设计之间的体验

设计需求、感知期待的基础上，需要基于用户现有生

活行为和体验要素进行设计，从而通过产品对人的行

为进行劝导，满足用户的社会融入体验需求[26]。因此，

本文结合 Mahlke 等在研究中提出的用户体验结构模

型（Components of User Experience，CUE）[27]，建构

本文基于生活方式研究的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

的出行轮椅用户体验结构模型（如图 4 所示），从目

标用户群体便利出行、促进社会融入的交互系统设计

特征出发，结合前文实证研究中分析出的积极生活、

安稳生活、消极懈怠 3 类不同生活方式的用户特征，

涉及出行、运动、社交的生活情境，对应用户体验的

实用特征和非实用特征感知的 5 个维度，对轮椅设计

提出以下 5 个方面的设计策略，从而促进获得性下肢

残疾青年群体的情感体验提升。 

3.1  可控性维度——增强用户的人机融合 

轮椅的可控性需以用户为中心，从轮椅自身的稳

定性和辅助用户稳定操纵轮椅的能力方面体现。轮椅

自身的稳定性是本产品的基础性保障，良好的稳定性

可以让轮椅适用于各种环境，用户可以获得安全性防

护，从而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因此轮椅自身尽可能

使用较大的轮子和合理的重心分布，形成具有一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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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的轮椅用户体验结构模型 
Fig.4 Wheelchair user experience structure model for the youth with acquired lower limb disabilities 

 

裹感的造型形态会带来安全感，增加外部智能传感器

和智能感知摄像头，自主感知用户所处环境并进行预

判断处理，实时保证在可控范围内安全、稳定地运动。

对轮椅增加智能引导，在用户使用的前、中期实施教

学类驾驶辅助，同时增加语音助手来辅佐用户的安全

操作，并通过加入人工智能模块以学习用户的操作习

惯，循序渐进地引导用户安全稳定地操作轮椅，整体

提升用户心理和生理的安全性体验。 

3.2  有效性维度——提升用户的使用效率 

轮椅需要在有效性维度满足前文聚类分析所得 3

类不同生活方式特征人群的设计需求。多元化生活方

式的整合，可以提升产品的有效性，综合提升用户的

产品体验感，不断加深他们对产品的依赖程度。因此

轮椅在满足代步、助力、安全提示等基础性功能的前

提下，应进一步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如将轮椅模块

化、配件标准化、产品配置化等，尽可能应对多元化

生活方式。不同选配的轮椅适应不同的用户，按照用

户自身心理预期提供配置，减少无用功能，极大限度

地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通过轮椅升高调节来帮助用

户达到尽可能站立的状态，使其又可以重新进行高处

取物、与站立者交流、下肢活动，不再会有过多的心

理压力，在减少负面情绪的同时大幅提升效率。配套

APP 可以作为附加功能为用户提供帮助与支持，APP

中增加经验分享和定制化平台，供用户交流互动，不

断优化自身轮椅的有效性。 

3.3  易用性维度——促进用户对新生活的适应 

对于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易用性是操作轮

椅的基本需求。杰出的易用性设计，可以让初期的用

户快速上手操作，尽可能地缓解技能学习压力，让内

心的负面情绪最小化。要依据用户的认知和行为习惯

考虑设计，如简化控制器、人性化的脚架、可调节座

椅优化，提高用户的舒适性和便利性。青年群体对高

科技功能有较好的接受度，智能化的运用对轮椅易用

程度会有明显的提升，如自主行驶、线上经验分享学

习平台、产品操作错误提示（人工智能和语音助手）

等，也会大幅提升用户对轮椅的操作和理解，降低用

户的学习成本[28]。面对青年群体，APP 操作学习端采

取游戏化思维进行设计，通过有趣的形式促进用户的

内生动力，有效减少用户学习和适应时间，达到愉悦、

高效、快速学习的目的。 

3.4  感知性维度——触发用户情感体验 

由于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经历了由正常人

向残疾人的转变，因此他们在生理和精神层面都更加

敏感，需要慰藉。产品在功能和视觉上的设计将会直

接影响用户对产品的整体感知，包括产品的形态、构

造、配色和界面设计等，都会不同程度地触发用户的

情感体验。产品的感知作为用户体验的核心要素，多

感官接触建立起了用户与轮椅之间的情感链接，产出

具有情感意义的轮椅。圆滑柔美的有机曲线贯穿整体

设计，年轻、活泼的色彩运用，给予用户舒适、愉悦

和轻松的情感体验。柔性座椅和包裹形态座桶，采用

碳纤维复合材料做外壳，能给用户更多的心理暗示和

信赖感。 

3.5  认可性维度——稳定用户与产品的情感关系 

认可性维度主要来自产品整体系统的有形性体

验。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需要不断获取新潮美观的事

物来填补生活，需要反复不断地从前 4 个维度获取满

足，并不断优化乘坐及使用体验。轮椅外观需满足不

同用户强调自我的喜好，体现出一定的个性化、定制

化及趣味性。如同智能电子产品般的配置化再搭配

APP，贴合当下年轻群体的特质，能满足年轻人的生

理和情感需求。经过用户与轮椅之间的反复交互和情

感积累，会使用户对轮椅的认同感也不断提升，从而

形成特定的情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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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目标群体多元化生活方式的轮椅设

计实践 

根据上述设计策略进行基于目标群体多元化生

活方式的轮椅体验设计实践，轮椅产品的功能对应如

图 5 所示。 
 

 
 

图 5  轮椅产品功能转化图 
Fig.5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diagram of  

wheelchair products 
 

4.1  轮椅硬件设计 

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群体希望轮椅不仅是自己

的代步工具，他们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为了激励

用户正向发展，满足用户的娱乐属性和社交属性，在

轮椅的造型设计中，摆脱了轮椅的固有印象。整体设

计体现智能化，运用简洁整体的造型设计，采用半包

围的座椅作为轮椅的最终形态，增加了用户的安全感。

同时借鉴概念车的设计元素，让轮椅更像是移动工具。

整体的色彩采用银色，简洁且增强了轮椅的科技感与未

来感。在轮椅的局部，车轮、椅背、坐垫部分选择带有

彩色的装饰性颜色，最终设计形态如图 6 所示。 
 

 
 

图 6  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轮椅设计 
Fig.6 Wheelchair design for the youth with acquired  

lower limb disability 

为了让目标用户在使用轮椅的过程中快速上手

并适应操作，增加助力驱动功能，辅以力矩传感器感

知进行实时智能调节，提升实际操控感。通过在轮椅

内部增加液压装置和智能控制模块，使用户通过语音

或操纵杆便能轻松调节，可实现椅背的升高调节和轮

椅辅助用户直立功能（如图 7 所示）。椅背的调节可

以满足用户背部的支撑需求，缓解用户长期乘坐轮椅

的疲惫感。当用户想与周围站立的人交谈时，可以将

隐藏绑带拉出扣到另一端锁紧，固定好腿部、腰部及

胯部，调节升高座桶变为直立模式，使自己与周围人

处于大致平齐的高度，这样可减轻轮椅用户的心理压

力。同时直立也可以促进轮椅用户下肢的血液循环，

有利于身体健康。为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

在椅背位置可以进行 DIY 创作，在呈现美观效果的

同时还能改变周围人的视觉焦点，使其不再过多关注

轮椅本身的功能性，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图 7  椅背的升高调节状态及轮椅直立辅助状态 
Fig.7 Elevated adjustment state of the chair back and the up-

right assistance state of the wheelchair 
 

由于轮椅用户日常生活和出行会携带一定自身

所需的物品，且需要手机完成导航和对轮椅进行控

制。为了整合多元的生活方式，在考虑轮椅外观和功

能的设计时，增加了配件部分的设计，如图 8 所示。

这些轮椅配件可根据获得性下肢残疾青年的使用需

求进行安装，以应对不同的使用场景。 

除上述设计外，还在轮椅前端配置微型摄像头，

可以对周围的环境与路况进行检测，同时结合人工智

能算法，进行安全提示。安装压力感应装置，当轮椅

感知到用户的坐姿出现问题，会及时进行语音反馈。

进一步考虑增加一键召唤和座椅加热功能，提升用户

的体验感。 

4.2  移动端应用设计 

移动端 APP 与轮椅协同使用，由“产品设置”“运

动记录”“无障碍地图”“圈子”“我的”5 个信息功

能页面构成主要内容，如图 9 所示。在“产品设置”

信息功能页面中，除了有用户轮椅展示界面外，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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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轮椅配件展示 
Fig.8 Wheelchair accessories display 

 

 
 

图 9  移动端 APP 界面 
Fig.9 Mobile APP interface 

 
含轮椅的灯光、高度、安全提示、座椅加热、手动/

电动操作模式切换等基本功能。“运动记录”信息功

能页面包含用户每周乘坐轮椅运动的情况统计、个人

排名、等级积分显示等。积分可以在“我的”信息功

能页面中兑换相应的轮椅特效，以解锁独特的灯光与

音效。“运动记录”信息功能页面会显示手动操作时

长，有效地记录用户使用轮椅运动的目标达成状态。

“无障碍地图”信息功能页面内有导航功能、区域内

无障碍设施，以及无障碍公共交通工具乘坐等的直观

提示。“圈子”信息功能页面不仅为用户提供轮椅的

使用指南和操作指引，也提供了生活记录、分享、交

友等活动推荐。“我的”信息功能页面包括个人信息、

“我的等级”、消息、设置等功能。 

5  总结 

促进社会融入源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融入

既是一种过程，也是期望实现的目标。获得性下肢残

疾青年群体对生活中接触内容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提升，需要系统性、过程性、步骤性的实践推进。

本研究从轮椅设计切入及用户生活方式特征着手进

行实证研究，针对轮椅提出可控性、有效性、易用性、

感知性和认可性 5 个维度的创新性设计策略并进行

设计实践，从实证研究中探讨了推进获得性残疾人群

出行服务及设计实践的开展方向，并为相关设计策略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关于获得性残疾群体不同层次、

不同类型的相关实践研究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需要

通过更多科学和有效的方法介入，也需要超越研究层

面进行相关实践的开展，使研究成果作为丰富残疾人

群生活、增强社会融入与健康福祉的重要资源，帮助

残疾群体适应快节奏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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