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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造型设计或工业设计，是一门最终形成于现代化工业时期，涉及技术和艺术两大领域的新兴交叉
学科。
作为一种现代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产品功能、结构、材料、制造工艺以及产品
的形态、色彩、表面处理、装饰工艺等，同时还包括与产品有关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人的生理、心
理等各方面因素。
它综合运用现代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手段，使现代工业产品尽可能地给使用者带来高效、舒适、美
观的享受，最充分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工业造型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工程设计，因为它在充分考试提高产品结构性能指标的同时，还必须充分
考虑产品与社会、产品与市场以及产品与人的生理、心理相关的种种要素；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艺术设
计，因为它在强调现代工业产品形态艺术性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产品形态与功能、产品形态与生产相
统一的经济价值。
所以，工业造型设计是科学技术、美学艺术、市场经济有机统一的创造性活动。
    本书是在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并结合作者多年的工业造型设计教学与实践的基本上编写的。
书中较全面地论述了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本书为“面向21世纪设计专业系列教材”，既可作为高等学校设计专业或机械类专业工业造型设计课
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专门从事工业造型设计人员的参考用书。
考虑到机械类专业学生的特点，在附录中增加了色彩构成基础和形态构成基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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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产品的适用性　　产品的适用性是从人机关系的角度研究产品和机器设备与人之间最适宜的
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方法，从而确定产品和机器设备最合理的使用方式。
合理的使用方式是衡量产品功能与形式的主要标准。
成功的设计产品会使人感到好用、适用、安全、可靠，会赢得市场，给企业带来效益；反之，产品将
被淘汰。
产品的合理使用方式要合乎自然与客观规律，要与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相协调。
如便于使用、清洗的玻璃杯；使用方便、省力的各种工具；舒适的座椅；便于操纵的各种机器设备的
控制器等。
只有认真研究和解决产品与人相关的各种功能的最优化，才能使人更方便、准确、迅速、有效地使用
产品。
产品的合理使用方式作为人性化原理的重要内容，已成为现代工业产品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般设计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身体尺度有关的设计　　（1）产品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部
分或部件的形式和尺度，应与人体的生理特点和尺度相协调。
如人手直接拿、握的各种工具手柄、按钮的形状和尺度，应适合于人手的解剖生理要求。
再如汽车方向盘的直径、自行车车把的宽窄，都应使人在扶、握过程中感到舒适、方便。
座椅的设计要合乎人体腰椎的生理曲线等。
　　（2）机器和设备中供人操作、控制的部分，应根据人体尺度设计其高度。
如各种机床的操纵装置应配置在人手可及和姿势自然的位置上。
要根据不同的工作姿势设计工作高度。
桌、椅、家具的设计高度都要以人的身体尺度为依据。
　　（3）工作空间要适合人体活动范围。
特别是头、臂、手、腿和脚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空间。
如汽车驾驶室的空间大小要适宜，要让司机的各种操作都感到舒适方便。
　　2．与人的肌力、体力相关的设计　　（1）产品和机器设备的操纵力应在人生理用力的范围内，
力的大小要适宜。
如，家用暖水瓶盛水量的多少应选在适合人提起、搬动的用力范围；机器和设备的手柄、操纵杆的操
纵力应与操作者的体力相适应，但是操纵力也不应太小，不然将使人操作的反馈信息减弱，也不利于
操作，如按键的弹性力过小，使人不容易感知，则会引起误操作。
　　（2）工作时的身体动作应自然，身体姿势与力的作用相协调，动作幅度、强度、速度和节奏要
相互协调，避免机器设备给人带来过度的肌肉紧张和疲劳。
　　3．与视觉有关的设计　　（1）机器设备中的显示装置、控制仪表等与人观察有关的设计应满足
人的视觉特性。
如与视觉分辨率有关的清晰度的设计，与色视觉有关的色彩设计，与视野、视距有关的布局设计等，
都应有利于人能清晰、迅速、可靠地获得各种显示信息。
　　（2）机器设备显示信息的变化频率、变化方向应与控制信息的变化频率和方向一致，这种协调
性可以使人较为方便地观察和操纵，减少差错。
　　（3）机器设备的色彩设计，要和机器设备本身的功能、使用环境相统一。
如高温车间的设备不宜使用暖色调，使用冷色调就会使人感到舒适；重点部位、警示部位的颜色要醒
目，利于辨认。
由于色彩能使人联想而产生感觉，对于大型设备，上部用浅色，下部用深色，则可以增强设备的稳定
感。
此外，机器设备的合理配色还可以增强机器设备的美感，使人感到舒服。
　　（4）环境照明应为人提供最佳的视觉感受。
如亮度、颜色、光的分布等都要适宜肉眼的观察，不应有眩光和不合理的反射。
　　4．与产品结构功能有关的设计　　一般来说，产品的用途决定产品的物质功能，而产品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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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又决定产品形式。
因此产品的功能设计应该体现出功能的科学性、先进性、操作的合理性及使用的可靠性，这主要应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适当的功能范围　　现代产品发展方向逐步趋向于多功能、自动化，这
同时也导致了产品的结构复杂，因而也使得产品设计复杂、制造困难、维修不便，同时，也提高了产
品的制造成本。
因此，在进行产品的设计时，必须对产品进行全面的分析，使其功能适当且完善，或将产品做系列化
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工业产品在进行功能设计时常采用仿生原理。
我们知道，生物体是大自然造就的最合理的结构与形式，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生物体本身对技术所
作的最理想的解答。
例如，拱形建筑物就是模仿了蛋壳的受力原理；雷达则是蝙蝠的声纳探测原理的具体应用。
　　（2）优良的工作性能　　工作性能包括产品的机械性能（如：强度、刚度、稳定性等）、物理
性能（如：导电性、导热性等）、化学性能（如：腐蚀性、稳定性等），以及准确、牢固、耐久、高
速、安全等各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
工业产品的工作性能一般较易为人所重视，因为它直接显示产品的内在质量。
必须指出的是，工业产品的造型设计亦应与工业产品的工作性能相适应，比如，对于高精度、性能优
良的产品，其外观应让人感到精密。
如录像机、照相机等。
　　（3）科学的使用功能　　工业产品的物质功能只有通过人的使用才能体现。
现代产品的高速、精密、高效等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操作者精神和体力负担的加重，这就要求
设计师在设计时必须考虑产品形态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
即操作时的舒适、安全、省力和高效已成为产品结构和造型设计是否科学和合理的标志。
具体地讲，产品的适用性要求造型设计者在产品的结构功能设计时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协调。
　　①物与物的协调　　物与物的协调首先是产品各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彼此之间配合的关系应该相
互协调。
这主要可通过工程技术设计来解决。
其次是产品中各零部件间的和谐关系，使产品在外观上呈现出整体的统一、简洁、和谐。
这主要由工业造型设计来完成。
例如，在减速器设计中，其齿轮、轴以及箱体空间，通过合理的调整传动比，可使减速器体积减小。
　　②人与物的协调　　人与物的协调包括：身与物的协调，即产品造型设计应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
求，使人在使用时感到轻便省力、舒适、安全。
如：工作台的高度规定为1 060mm，就是根据人体工程学的原理而确定的。
同样，桌椅高度、操作空间等都应具有合理的尺度。
其次还包括心与物的协调，即产品造型设计对人的心理作用，使产品所产生的心理效应与产品的功能
相协调，同时给人以美感、安全感、舒适感。
在处理心与物的协调时，应注意区别不同的人对造型提出的不同要求。
一般来说，使用对象不同，造型设计亦应有所区别。
　　③物与环境的协调　　物与环境的协调是指工业产品与空间环境的协调关系。
产品的使用环境是造型设计的考虑因素之一，在不同的环境中，产品应具有一定的差异造型，造型必
须与具体环境中的气氛相协调。
使人产生有利于工作、生产和生活的心理反应。
如：会议室、图书馆、常采用灰色调的室内空间，使人感到安静沉着。
对于固定不动的产品，应考虑与周围环境设备在“形、色、质”等方面的协调。
而经常移动的产品，应考虑使产品在移动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如汽车、火车的水平矩形车身，给人以稳定的感觉；水平流线型装饰，又能给人以速度感。
　　第三节　可靠性原理　　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产品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称为可靠性。
产品的可靠性是衡量人们信赖和接受产品与否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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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靠性或可靠性过低的工业产品使用中因容易失效而经常出现故障，甚至带来不安全因素。
因此，产品的可靠性及其可靠性设计与人机工程学一样，是现代工业产品设计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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