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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聚焦技术系统本身而非客户本身来预测产品未来的发展趋势，挖掘客户的隐性需求。方法 

基于 S 曲线四参数法定位插线板的技术成熟度，然后确定应用技术进化法则的优先顺序，进而根据对

应技术进化法则的多条技术进化路线，分析进化的不同状态序列，综合构建高理想度的创新方案。 结

论 设计结果表明，应用 TRIZ 技术进化理论可以较客观地预测产品未来进化可能的结构形态，减少传

统产品创新较强的主观性，据此得到的插线板创新方案，在产品美观、便携、多功能等方面均获得了

明显提升。 

关键词：TRIZ；S 曲线；技术进化法则；技术进化路线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6)14-0025-05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Multi-functional Strip Based on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ory of 

T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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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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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predict the evolutionary trend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system itself rather than the customer, which 

can convert potential need to dominant need. The four parameters methods of S-curve were used to definite technology maturity, 

and the priority of applying technology evolution rule could be selected correspondingly. The technology evolution rule includes 

several technology evolution routes, to analyze the future state sequence of each evolution route, the innovative solutions of high 

ideality will be obtained. Design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ory of TRIZ can objectively predict the possible fu-

ture structure, while the strongly subjectivity can be reduced, and new design obviously improved the appearance, portable and 

muti-func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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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系统的进步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求，而需

求进化又对技术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者之间

形成了一种相互推动的关系。通过对客户购买行为

的分析，可发现大部分需求都是由客户的潜在需求

所引起，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显性需求就显得意

义重大[1]。以往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更多是聚焦在客户

本身，这里尝试基于 TRIZ 理论以技术系统本身作为

焦点展开分析。两者之间若能相辅相成，可为技术

系统未来的改进方向提供有价值的创新指引。 

TRIZ 理论是由前苏联的根里奇·阿奇舒勒于 70

年前创立的，通过对技术系统发展规律的研究，在

分析数百万份高水平专利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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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技术创新方法论，英文名直译为“发明问题解

决理论”。该理论的基础为技术进化论，即技术系统

的进化并非是一种随机模式，而是存在着客观规律

的。在一个工程领域中总结出的进化规律可在另一

个工程领域实现，即进化规律具有可传递性[2—3]。应

用该规律，可以预测进化、发现问题、跨行业解决

问题。这里以目前一款较流行的插线板为例，应用

TRIZ 技术进化理论，首先基于 S 曲线预测产品的技

术成熟度[4]，其次基于特定的进化法则预测产品的发

展趋势， 后基于技术进化路线预测产品可能进化

的具体结构形态。 

1  问题描述 

插线板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虽然已司空见惯但是

又不可或缺的一件产品。无论是企业还是客户多会

主观地认为，插线板已经充分满足了用户的实际需

求，可改进的空间非常有限，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插线板的改变非常小。 

基于 TRIZ 理论，插线板可视为一个技术系统，

技术系统的存在前提是其作为功能载体能够向功能

受体提供功能[5]。从技术进化的角度来分析，当功能

受体发生了改变时，功能载体也必然作出相应的改

变，以符合技术进化法则，即协调性进化[6—7]。插线

板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电压（交流电），而功能受体则

是需要交流电的各类用电设备。以面向生活的便携

式设备为例，主要连接插线板的电器包括手机、平

板电脑、笔记本电脑、MP3、移动电源、电纸书等。

这些设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随着体积的减小，通

常都需要一个外置的变压器模块，而外出同时携带

多个模块显然给用户带来很大的麻烦。兼具交流与

直流供电的多功能插线板见图 1（图片摘自百度），

通过将变压器模块从已有电子设备中裁剪掉，并将

其从超系统内迁至插线板这一技术系统内部，变为

该技术系统的内部组件，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图 1  兼具交流与直流供电的多功能插线板 

Fig.1 Multifunctional strip with AC and DC power 

图 1 针对功能受体的变化作出了协调性改变，

一经推出便很快赢得了客户的良好评价，其他企业

也很快推出非常相似的产品，那么技术系统下一步

又该如何发展？这里尝试从技术进化的角度预测产

品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挖掘出客户的潜在需求，

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产品。 

2  技术系统成熟度的分析 

技术系统就像生物系统以及其他任何系统一

样，都会经历自然界的周期变化，从产生、发展、

兴盛到衰落， 终被其他系统所代替。TRIZ 技术进

化理论认为，技术系统和人一样具有生命周期，并

将其分为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共 4 个

阶段[8—9]。S 曲线四参数法见图 2，为综合评价产品

的发展规律及在进化过程中所处的位置，TRIZ 理论

采用时间与性能参数、专利数量、专利级别、利润 4

条曲线，从图 2 中可以发现技术系统进化的多种规

律性[10]。该 S 曲线可被视为产品技术成熟度的预测

曲线，确定产品在 S 曲线上的位置，就可以评估产

品现有的技术成熟度。 

 

图 2  S 曲线四参数法 

Fig.2 Four parameters of S-curve 

这里据此分析了插线板的技术成熟度，插线板

的插孔数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等性

能参数已经较长时间未有明显变化，可判定处于成

熟期的可能性较大；通过对专利的分析可发现，专

利等级较高的发明专利非常少，而更多集中在外观

等较低级别的专利，而其也保持了稳定的数量，可

判定处于成熟期的可能性较大；利润数据无法从公

开渠道获取，因此用售价作为替代，通过对电商平

台等公开数据分析，插线板售价在很长一段时间保

持稳定，可判断处于成熟期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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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阶段插线板很可能处于成熟期。

经典 TRIZ 理论主要有 8 条进化法则，不同法则在不

同阶段应用的频度有所差异。S 曲线与进化法则的关

联特性见图 3，它标志出了不同阶段所主要采用的一

些进化法则[11]。 

 

图 3  S 曲线与进化法则的关联特性 

Fig.3 Relation between S-curve and evolution rule 

首先重点考虑对应成熟期概率较大的向微观进化

法则，再次可以考虑衰退期或者成长期的进化法则，

但这种关联特性也只能作为参考，像提高理想度法则

实际上贯穿于 S 曲线的整个生命周期。理想度一般描

述为有用功能之和与有害功能之和及成本之和的比

值，技术系统进化的总体趋势是理想度越高越好。 

3  基于进化法则及进化路线的预测分析 

在每个技术进化法则下又包含了多条技术进化路

线，进化路线指出了产品进化的状态序列，其实质是

产品如何从一种核心技术移动到另一新的核心技术，

新旧核心技术所完成的基本功能相同，但新技术的性

能极限提高或成本降低。目前，已经发现的产品进化

路线有 350 多条，典型的进化路线有 20 条[12]。 

3.1  向微观进化法则 

向微观进化法则指出，技术系统及其子系统在

进化发展过程中向着减小元件尺寸的方向发展，即

元件从 初的尺寸向原子、基本粒子的尺寸进化，

同时能够更好地实现相同的功能，其主要用于解决

宏观系统中由于尺寸问题而导致的冲突，而尺寸在

插线板的便携性与提供功能之间恰恰是一个创新的

矛盾点。向微观进化法则的进化路线之一就是分割，

分割是系统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将整体的、单一物

体逐步分割成多个部分。这样的分割基本上可以无

限制地进行到物体转变为真空， 后到“理想系统”。

从本质上讲，分割路线展示的是系统从宏观层次向

微观层次的跃迁。 

插线板同一层级组件主要包括交流模块、直流

模块、开关、电缆等，基于分割的路线，尝试将直

流模块和交流模块分割。此时并未从分析客户需求

角度出发，而是依据分割的进化路线先尝试不同的

分割方案，再评价此方案的可行性及理想度。可分

割的插线板见图 4。 

 
a 正常使用状态            b 分开使用状态 

图 4  可分割的插线板 

Fig.4 Segmentation of strip 

 该方案将直流模块和交流模块分割后，两者既

可以作为独立的技术系统使用，又可连接在一起实

现之前未分割方案的所有功能。该方案很好地解决

了进化过程中尺寸大小的矛盾，客户外出需要携带

哪个模块本来是个很难准确把握的难题，但通过分

割方案，将这种选择权交给了客户。在产品成本略

微增加的前提下，有用功能得到了更大提升，系统

理想度反而得到了提高。 

3.2  向超系统进化法则 

技术系统在成熟期趋向由单系统向双系统及多系

统进化，即将已有的两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单系统集

成，集成后系统的有用功得到加强[13]。但与何种系统

集成，如何集成以往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应用

流程，可依据 TRIZ 九屏幕法[14]，从空间和时间维度分

析当前技术系统、子系统、超系统以及它们过去或未

来的组件资源，看哪些组件可以与当前技术系统相结

合并衍生出新的技术系统。集成了短 USB 线的双系统

见图 5，为插线板的一个典型超系统组件，即 USB 线，

该线可以实现充电及数据传输的功能，但当外出携带

电子设备较多时，携带的 USB 线条数也必然增加，而

且经常缠绕在一起，使用非常不方便。针对传统长 USB

线的不足，之后出现了短 USB 线，其头部和尾部利用

磁性可自动吸合在一起，极大增加了携带和使用的便

利性。但分开的两个系统很容易遗漏其中之一，因而

将短 USB 线与独立直流模块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

技术系统。同理，也可将超系统的移动电源内迁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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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长 USB 线                 b 短 USB 线 

 
c 短 USB 线与独立直流模块的结合 

图 5  集成了短 USB 线的双系统 

Fig.5 Dual system consist of short USB cable and strip 

立直流模块，插电时相当于给移动电源充电，脱离

插座后可独立当作移动电源使用。 

3.3  协调性进化法则 

协调性进化法则是指整个系统沿着各个子系统

互相更协调、系统与超系统互相更协调的趋势发展。

主要包括了形状协调、频率协调、材料协调及参数

协调 4 个方面，形状协调又包含了 3 个方向，即表

面属性协调进化、内部结构协调进化、几何形状协

调进化[15]。其中，表面属性协调进化又包含多条进

化路线。系统、子系统、超系统之间一般通过表面

实现相互间的接触，因此任何元素的表面都是对其

进行改良的重要资源。通过改变表面的微观形状和

特性，可以增强相互之间的作用，表面属性协调进

化路线 1 见图 6。 

图 6  表面属性协调进化路线 1 

Fig.6 One evolution route of surface property coordination

该路线的核心思想是技术系统从“平滑表面”

向“带有突起的表面”、“粗糙表面”、直至“带有活

性物质表面”方向进化。图 6 中示例为汽车方向盘，

从初始的光滑表面，进化到肋状突起表面、点状粗

糙弹性表面、直至可制热表面以满足寒冷天气使用，

当前系统方向盘与超系统人手之间的相互作用日趋

协调。将此进化路线应用到插线板，可得到插线板

侧面磁性吸附 USB 线，见图 7。 

 
图 7  插线板侧面磁性吸附 USB 线 

Fig.7 USB cable being fixed by magnetic of the side surface 

让系统成为具有“活性表面”的插线板，除了

独立直流模块外，交流模块原本未加利用的表面由

内置磁铁而产生表面磁性，可被用来固定更多的备

用 USB 短线，以满足更多充电外设的实际需求。 

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表面属性协调进化路线

2，见图 8，即从相同形状进化到自兼容形状、兼容

形状直至特殊形状。图 8 中雨刮器与玻璃表面形状

的进化协调，就充分说明了此条进化路线。据此进

化路线，既然短数据线要内迁至插线板技术系统内

部，初始状态可能就是表面缠绕或吸附的“相同形

状”，但外露的数据线显然影响美观，因此，进一步

利用系统内部资源，将客户一般不会直接看到的插

线板底部内凹，形成可存放 3 条 USB 短线的“自兼

容形状”，插线板底部表面内凹并磁性吸附 USB 线见

图 9。虽然略微增加了成本，但是整个技术系统的理

想度进一步大幅提高。 

 

图 8  表面属性协调进化路线 2 

Fig.8 Another evolution route of surface property coordina-
tion 

 

图 9  插线板底部表面内凹并磁性吸附 USB 线 

Fig.9 USB cable being fixed by magnetic of the recessed bottom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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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以往在分析客户需求，特别是隐性需求时，设

计师的主观判断通常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有限的开

发时间内，创新方案虽然多但是较难满足客户的实

际需求。而应用技术进化理论则聚焦技术系统本身，

S 曲线、技术进化法则以及技术进化路线等的系统化

应用，可以有效地预测产品未来可能进化的具体结

构形态，为产品创新提供客观的依据。一般而言，

基于 TRIZ所得到的方案的可行性和开发效率均有明

显的提高，若能将聚焦技术系统与聚焦客户两者有

效结合，创新方案可以相互比对、验证、综合，有

可能获得理想度更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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