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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确定心理学的研究是家具安全设计发展的基础。方法方法 以产品安全设计理论为基础，并

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例，从心理学的各种角度，对家具安全设计及其要点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提出基于

心理学的家具安全设计程序要点。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家具安全设计是从使用者角度进行的隐患

预防设计，要求在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形态设计等各方面灵活应用心理学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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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determined the psychology research w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fety

design of furniture. Method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theory of product safety design，it made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about concept of furniture safety design combined with relevant theory and examples. 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furniture safety design 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of hazard prevention design，it required us flexible

psychology knowledge application in material selection，structure design and for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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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日，我国第一个将儿童家具作为专门

类别规定的标准——《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开始实

施，标准主要围绕安全问题对儿童家具产品生产提出了

具体要求，促进了儿童家具设计和生产的进步与发展。

1 家具安全设计概念

儿童家具安全设计已经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

重视，那么，在其他家具中是否就没有安全问题了

呢？基于传统的工业安全理论结合工业设计、人机工

程学等理论，可以得到家具安全设计的概念，那就是

以家具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以人的安全问题为核心，基

于符号学、产品语义学、材料学、人机工程学、设计学、

心理学等学科的系统性家具产品设计。主要在家具

产品的生产、设计两个领域，控制和避免对使用者造

成伤害和损失，从而确保使用者物质、精神和情感等

各方面的安全体验[1]。

2 基于心理学的家具安全设计

家具的安全设计包括内在安全设计和外在安全

设计。内在安全设计指家具内在结构、材料、力学性

能等的安全设计；外在安全设计指家具形态、材料、功

能等的安全设计，包括家具对人体行为、动作、习惯等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5 卷 第4期

2014 年 02月48



第35卷 第4期

的适应性设计、保护性设计及心理安全设计等。

2.1 感觉影响下的家具形态安全设计

家具的安全设计首先表现在形态的安全设计，只

有在外在视觉安全前提下的设计，才能使消费者产生

购买欲望。家具的形态安全设计包括3个方面：形状的

安全设计、色彩的安全设计以及质感的安全设计。

认知心理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感觉心理、

知觉心理、记忆心理、思维心理等。感觉是人对直接

作用于本身的感觉器官的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过

程。不同形状可以在视觉上给人不同的感觉心理，如

圆形圆润、亲近，象征圆满，给人安全、浪漫的心理感

受，不易造成机械伤害，见图1；多边形、不规则形棱角

分明，给人个性、冷酷的感觉，但容易造成伤害，见图

2。形态的安全设计还体现在家具的支撑部位，如与竖

直的腿相比，向外岔开或展开的多条腿（三条以上）不

易倾倒，给人的知觉心理带来稳定、安全的感觉心理[2]。

根据叶克士·杜德逊法则，工作难易程度不同，因

而要求有与其适应的情绪水平；情绪水平过低或过高

都不利于工作达到最佳状态，即色彩不合理的办公家

具会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影响工作效率和状态，间

接的也会影响人的安全与健康[3]。例如黑灰蓝等冷色

调家具给人冰冷、忧郁的感觉，令使用者镇定，但长期

使用让人心理产生幽闭和恐惧的不安全感，一般不适

合涂刷在民用家具上[4]。红黄橙等暖色给人温暖、热

情的感觉，令使用者兴奋、有激情，但不宜在办公家具

中大量使用[5]。

家具的不同质感也会影响使用者的心理安全意

识，例如玻璃材料无论是否经过特殊处理，由于常见

于建筑领域，其安全性无论在力学、生理学、心理学等

各方面，实用性与木质材料相比都较低[6]。物质心理

学认为玻璃是透明的、能被砸碎的，而木材通常坚硬、

不透明，可用于支撑或雕刻，布艺材质由于与人体接

触时间长，属于日用品以及服装材料，更符合人的安

全需求，这与人们对材料的记忆心理有关。

2.2 空间知觉影响下的家具功能安全设计

家具功能的安全设计包括两个方面：合理性和适

度性。合理性指家具功能本身是不是使用者所需要

的，是不是能满足基本功能需求。功能不合理不仅不能

提供帮助，反而可能给人造成某些伤害。

空间知觉是客观事物的空间特性在人脑中的反

映，它包括形状知觉、大小知觉、深度知觉、方位知觉

等。多功能家具是一种在具备传统家具初始功能的

基础上，实现其他新设功能的现代家具类产品。多功

能家具区别于传统家具的4个显著特征是：机电一体

化技术的融合、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新材料的应用、精

巧的可调式构造。一件家具至少具备其中一个特征，

才可称为多功能家具，见表1。例如，多功能坐卧类家具

的设计，往往在基本的坐卧功能基础上，结合按摩、变

形、折叠等功能，在设计时使用遥控设备、机械结构。

机械结构往往具有一定的疲劳系数，有一定的使用环

境和次数要求。同时多种功能的并存，也影响了人的

空间知觉，使人在方位知觉等容易产生错误判断的方

面，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设计心理学

指出：每当产品的功能种类超出控制器的数量时，就

容易出现操作问题。

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出发，家具的功能设计不能盲

目追求新奇。面向青年人的小户型可以适当使用多

功能家具，年龄层次较多的家庭就不适合使用多功能

家具了[7]，即功能的安全设计应考虑适用人群以及人

的知觉反应。

图1 三足桌

Fig.l Three foot table

图2 树形椅

Fig.2 Tre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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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知觉理解性影响下的结构安全设计

结构是功能的物质载体，结构的安全设计涉及家

具的使用周期、整体稳定性以及单体强度等问题，是

家具可用、耐用的保障。对于结构的安全设计，稳定

性是最基本的原则。

家具的安全设计往往涉及到其结构的合理性，复

杂的功能导致家具结构也极其复杂。在折叠结构里，

除门、盖、推拉件及五金件外，家具内部不应在正常使

用载荷下产生危险的挤压、剪切点。如果家具存在折

叠机构或支架，应有安全止动或锁定装置，以防意外

移动或折叠。

翻门、翻板、移门、折门这些结构虽然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便利，丰富了橱柜类的界面形式，但是也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要注重家具中翻门或翻板的关闭

力是否达到力学要求。

人在知觉中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感知的事物

进行加工处理，并用词语加以概括，赋予它明确的含

义，从而标示出来的特性，称为知觉理解性。对于具有

旋转结构的家具，应注重其承重限度，即在使用功能上

应注意与其常用对象质量相配合。在家具的结构设计

方面，核心结构应内置，根据知觉理解性，外置的结构

容易在外观上带有指示性或暗示性的造型，一旦可移

动性结构被拆解，就会发生安全事故。也有一些家具

设计旨在趣味性，结构本身就会产生晃动。吊椅见图

3，在入座过程中由于吊椅座面较高，很多人会觉得不安

全，在特殊人群的使用过程中也会成为安全隐患，因此，

在家具的设计过程中应在材料、结构、功能、尺寸等各方

面，全面考虑人的知觉理解性。

2.4 发散式思维影响下的家具安全设计

感觉和知觉只能使人们觉知当前的具体事物，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思维则不然。由于思维的

概括性和间接性，人以感性材料和非感性材料为媒

介，可以认识那些没有直接作用于人的种种事物，

也可以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借助于思维，人

的认识能够从个别中看到一般，发散式思维使人们

从现象中透视本质，从偶然中洞察必然，从现存的

事物中推测过去，预见将来。多功能床见图 4，很

多床的设计出于对增加储物空间的需要，将床头设

计为展示柜，但是由于思维定式的影响，在睡眠时

人们很忌讳头顶或床上方有悬浮的实体，因此该设

计存在心理安全隐患。

3 心理学在家具安全设计中的早期应用

我国虽然没有较早提出心理学的学科概念，但是

这方面的成功家具设计却很早就出现了。例如，在心

表1 从功能的角度举例多功能家具

Tab.1 The example of multi-functional furniture from a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

种类

床榻

椅凳

箱柜

桌案

框架

门屏

新设功能举例

多媒体、推拉、按摩、

变形

旋转、升降、折叠

、移动

自动开关、升降、

消毒

旋转、升降、移

动、变形

多层、升降、移动、

遥控

调温、隔音、自动

开关

产品举例

壁床、隐形床、折叠床

升降折叠茶几、升降

折叠餐桌

防霉衣橱、升降柜、保

险箱

旋转餐桌、自动

麻将桌

遥控窗帘、自动

百叶窗

自动门、音乐墙、

淋浴屏

初始功能

坐卧

坐靠

贮存

支撑

悬挂

格挡

图3 Maia吊椅

Fig.3 Maia hanging chair

图4 多功能床

Fig.4 Multifunctional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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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上一般把对外界事物的不正确的知觉称为错觉，

其种类包括长度错觉、大小（对比）错觉、形状错觉、形

重错觉等，错觉虽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在家具设计

中善加利用错觉现象的表现形式，反倒可以提高人们

的心理安全感。在传统明清家具中当圆柱直径与方

材边长相等时，由于断面形状不同，对零件的大小也

有一定影响，其透视的大小效果也不同。方材往往比

圆柱显得粗壮，这是一种透视错觉，采用方材柱形零

件（如脚），易得到平实刚劲的视觉效果，而采用圆柱

零件则更能显示圆润的美感效果。为了避免错觉，通

常将方材的正方形断面直角改为圆角或带内凹线的

多边形，以减少对角线的长度，改变透视形象，使其具

有圆柱的圆润感，从而提高心理安全感。

4 基于心理学的家具安全设计程序要点

4.1 用户研究和设计调研

心理学中思维被区分为直达思维与旁通思维。

直达思维是指对思维问题的解决，始终不离问题的情

境和要求。唐纳德·A·诺曼曾说：以用户为中心的设

计是避免犯错误的一个根本途径。在进行家具设计

前，应先通过问卷调查、街访、场景影响因素，模拟分

析用户使用的经验和心理，通过该步骤可以使设计者

了解各种导致安全问题的因素。

4.2 概念设计

旁通思维通过对问题情境和条件的分析、辨识，将

问题转换成另一等价问题，或以某一问题为中介，间接

地去解决思维任务。旁通思维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如类比、模拟、移植、置换、代替、侧向、逆向等，因此

安全问题的解决可以依赖新技术的应用与移植。例

如，2001年奥地利的百隆家具五金公司，研发将阻尼技

术应用于家具五金上，可以说是典型的安全设计，现在

安装在柜体上的闭门阻尼或隐藏式闭门阻尼器，使柜

门在关闭时安全、轻盈；阻尼抽屉导轨在抽屉完全关闭

前30 mm，起缓冲阻尼效果，直到抽屉缓慢关闭，有效地

避免了噪音、机械损害，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8]。

4.3 模型建立与环境模拟

家具的安全设计一定要通过实物模型进行模拟

使用，其中包括不同使用场所、周围环境及习惯性动

作的模拟甚至力学分析。需要通过反馈原则，使设计

师知道某一操作能否产生安全、有效的操作，以及操

作所产生的结果。这个过程用以评估新产品的实际

性能，以使使用者能够撤回不正确的操作[9]，或是减少

那些不能逆转的操作的危险度。该程序对于多功能

家具是必不可少的。

5 结语

安全对任何设计都是必不可少的伦理要求，这里

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从使用者的角度进行隐患

预防设计[10]，在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形态设计等各方

面，灵活应用心理学等知识，可以说心理学的研究是

家具安全设计发展的基础。当然，家具是一种工业产

品，制造过程对于产品的长期安全使用十分重要，只

有选用环保的材料，释放的有害气体达到标准，才能

实现家具产品完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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