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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卷烟包装结构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之间的关系，使设计师在进行包装结构设计时

能更好地把握包装结构的设计要素。方法 运用感性工学中的语义差异法，调查消费者的感性意象，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包装结构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之间的关系模型，对所建模型进行诊

断和检验。结论 此模型可拟合二者的关系，可用于评价包装结构设计的感性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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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garette packaging structure and kansei image, which can help 

designer to grasp the major factors when designing. It investigates consumer with 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 and mul-

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hich is used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packaging structure and kansei image. The experi-

ment approves that the model is consonants with actual by comparing. It can be used to guide designer to grasp the major 

percep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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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是一门涵盖了工程、艺术、心理等诸

多学科的综合学科。感性工学亦是将工程学、统计

学、设计学、心理学综合应用的科学[1]。感性工学

理论起源于日本[2—3]，是以消费者为导向，把消费

者对产品所产生的感觉和意象转化为设计要素的

技术[4]。如何在解决包装保护功能的同时满足消费

者日益增高的精神需求，设计出更加新颖有效的包

装产品，就需要深入研究消费者的感性需求与包装

设计之间的关系。 

目前，许多学者、设计师从产品设计角度对感

性工学进行了相关研究，将感性意向与包装设计结

合的研究很少。这里从卷烟包装结构创新设计出发，

首先采用感性工学的语义差异法来得到样本的感

性意象平均分[5]，其次通过市场调研与分析，得到

卷烟包装结构设计要素，将设计要素编码，最后利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卷烟包装结构设计要素

与感性意象之间的关系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诊断和

检验[6]。此模型可以提高设计要素筛选和方案设计

的效率。 

1  感性意向调查 

1.1  代表性实验样本的采集  

通过收集整理市场现有卷烟包装产品和包装

创意设计作品，得到海量样本库。观察比较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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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形结构雷同的设计，得到了 20 个代表性样

本，其中用于模型实验的样本 17 个，用于模型验

证测试的样本 3 个。在图像处理软件中对样本进行

了图案模糊和去色，排除了图形、色彩对包装结构

感性意象调查的影响。 

1.2  感性词汇的筛选 

经过与烟草公司、设计师探讨创意定位，搜寻

杂志、网络的广告用语，调研消费者的感性需求，

共收集了 100 个感性词汇，初步筛选出了 44 个。

设计调查问卷，对 120 名被试者进行词汇分类调查，

得到了 44 个词汇的相似系数矩阵。运用 SPSS 统计

分析软件（SPSS 统计分析包括一般线性模型、聚

类分析、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多重

响应等几大类）对相似系数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

和聚类分析[7]，得出了代表性的词汇 7 个，它们分

别是高档、便捷、美观、实用、新颖、稳重、精致。 

以下使用新颖--传统、便捷--繁琐、实用--花哨

3 组感性形容词为例，介绍了关系模型的建立过程。 

1.3  感性意象调查 

感性意象调查采用语义差异法，是感性工学中

常用的态度测量技术[8]。实验采用 7 级语义差异量

表，由 3 组感性词汇和 20 个样本组成，样本的语

义差异量表节选见表 1。语义差异量表中得分越高，

越接近左侧感性词汇，反之，越接近右侧感性词汇。

通过 120 份调查问卷对 20 个样本的语义差异量表

调查，得到的卷烟包装结构的感性意象得分见表 2。 

表 1  样本的语义差异量表节选 
Tab.1 Rating of sample's perceptual image 

样本 意象调查 

新颖  3  2  1  0  -1  -2  -3  传统

便捷  3  2  1  0  -1  -2  -3  繁琐

实用  3  2  1  0  -1  -2  -3  花哨

表 2  卷烟包装结构的感性意象得分 
Tab.2 Perceptual image score table of cigarette packaging structure 

样本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颖-传统 0.51 1.69 0.89 -0.1 -0.06 1.67 1.53 1.47 1.88 2.1 

便捷-繁琐 1.41 1.18 0.75 1.65 0.92 1.63 1.16 1.18 1.51 0.59 

实用-花哨 1.29 0.25 0.49 1.82 0.65 1.47 0.82 0.57 0.63 -0.04 

样本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新颖-传统 1.57 1.9 1.27 1.19 0.85 1.58 0.62 1.75 1.17 1.4 

便捷-繁琐 1.84 1.46 0.06 1.23 0.52 0.29 0.92 1 0.38 0.62 

实用-花哨 0.47 1.13 -0.06 1.1 0.52 0.4 1.02 0.87 0.42 0.85 

 

2  卷烟包装结构设计要素的提取和编码 

调研中，共提取了 8 项包装结构设计要素，烟

草包装的结构设计要素见表 3[9]。 

从中可以看出 3 点：（1）在售的常见卷烟纸质

硬包结构，大多为六面体形态，前后主包装面面积

较大，上下、左右 4 个次包装面面积较小，次包装 

表 3  烟草包装的结构设计要素 
Tab.3 Structure design factors of cigarette packaging 

类目 设计要素 设计要素的类型及代码 

开口 
开口面积 A 小面积开口 a1 大面积开口 a2  

开口位置 B 长边开口 b1 短边开口 b2  

盖子 

盖子位置 C 单边盖 c1 双边盖 c2  

盖子连接方式 D 连接式盖 d1 分离式盖 d2  

盖子种类 E 滑盖 e1 摇盖 e2 罩盖 e3 

盒形 盒子形状 F 常规六面体 f1 异形 f2  

其他 
纸盒类别 G 固定纸盒 g1 折叠纸盒 g2  

辅助结构 H 有间壁 h1 无间壁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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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展示效果较差，被调查者不能明显感知其区别，

因此，这 4 个面都归为小面积；(2)与各包装面结

合的有长边，中边，短边，其中被调查者对短边和

中边的区别不明显，都归为短边；(3)卷烟包装的

辅助结构还有开窗、提手等，由于样本中无此类辅

助结构，因此不做考虑。 

卷烟包装结构造型要素的编码过程是根据表 3

中的分类，将具备小面积开口 a1 的结构，编号设

置为 1；不具备的对应编码设置为 0[10—12]，依次对

20 个样本的 8 项设计要素逐个进行编码，卷烟包

装结构设计要素编码举例见表 4。  

表 4  卷烟包装结构设计要素编码举例 
Tab.4 Coding examples of cigarette packaging structure's 

design factors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e3

1 0 0 1 1 0 1 0 0 1 0

f1 f3 g1 g2 h1 h2    

1 0 0 1 0 1    

3  卷烟包装结构与感性意象关系模型的建立、

分析、诊断与检验 

3.1  关系模型的建立 

利用数据分析软件 SPSS 对设计要素和感性意

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了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

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13]。 
以“新颖—传统”感性意象为例建立模型：自变

量是 a1～h2 的 17 个设计要素，自变量输入值是 17

个测试样本的编码值，即矩阵[17，17]；因变量是

表 2 中序号 1-17 测试样本感性意象“新颖—传统”

的评价值，使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14]，包装结构

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回归模型的部分参数见表 5，

使用相同方法，建立了另外两个模型。 

根据表 5 中常数项和回归系数的取值，得到的

“ 新 颖 — 传 统 ”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如 下 ： Y ( 新 颖 — 

传统 )=2.316-0.553g1(固定纸盒)-0.479c1（单边盖） 

表 5  包装结构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回归模型的部分参数 
Tab.5 Part parameter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s of packaging structure and kansei image 

感性词汇 设计要素 回归系数 Adjusted R2 Sig. F 值 DW 值 VIF Tolerance 

新颖— 

传统 

常数项值 2.316 

0.805 

0.000 

74.70 1.981 

  

固定纸盒 -0.553 0.004 1.022 0.979 

单边盖 -0.479 0.009 1.004 0.996 

常规六面体 -0.379 0.034 1.024 0.977 

滑盖 0.516 0.012 1.136 0.961 

  
-0.379f1（常规六面体）+0.516e1（滑盖）；同过程

得到“便捷—繁琐”、“实用—花哨”线性回归方程如

下：Y（便捷—繁琐）=1.074-0.445e2(罩盖)+0.155e1（滑盖）

+0.297d1（连接式盖）；Y(实用—花哨)=0.848-0.492d2（分

离式盖）+0.476e2（摇盖）-0.775f2（异形）+0.661a1

（小面积开口）。 

3.2  关系模型的分析 

由“新颖—传统”线性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包装

结构元素有固定纸盒、单边盖、常规六面体，能引

起用户的传统感觉，滑盖元素能给用户带来新颖的

感觉。由“便捷—繁琐”线性回归方程中，罩盖的系

数绝对值最大，说明“便捷”与盖子的种类关系最大，

且带有罩盖的卷烟包装结构在使用时会很不便捷。

由“实用—花哨”线性回归方程说明，分离式盖和异

形的卷烟包装结构很不实用，摇盖和小面积开口的

包装结构会很实用。  

3.3  关系模型的诊断 

在模型拟合程度的评价中，表 5 的 Adjusted R2

接近 1，表明此方程的拟合良好；在模型显著性检

验中，F 值较大说明 F 检验显著，此线性方程可用；

在模型多重共线性检验中，方差膨胀因子 VIF 小

于 2，并接近于 1，容许度 Tolerance 大于 0.5 且接

近于 1,故可判断模型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

题；在方差齐性检验中，学生化残差散点图中的

各点大致均匀分布在纵轴 0 点上下，近似说明残

差的分布与自变量、因变量均无关系；在残差的

正态性检验中，P-P 图显示样本点呈一条围绕第一

象限对角线的直线，残差的直方图显示残差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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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正态分布[14]。 

3.4  关系模型的检验 

将预测样本的设计要素编码代入到所得的方 

程中，得出感性意象的模型预测值。计算表 2 中测

试样本 18～20 的实际调查值和模型预测值的均方

误差，来检验模型能否模拟感性意象与卷烟包装结

构之间的关系。均方误差 MSE 的公式为 

 
* 2[ ( ) ]i iY YMSE n


  （Yi 是调查问卷得到的

感性意象得分；Yi
*是模型得到的感性意象值；n 是

样本个数）。经过计算得到，均方误差分别是 0.088、

0.091、0.082。表明 3 个模型的误差均较小，都在

允许的范围内。 

4  结语 

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到的卷烟包装结构设计

要素与感性意象间的线性模型，经过模型显著性检

验、拟合程度检验和共线性检验后，表明了线性回

归模型能够评价感性意象与包装结构设计要素之

间的关系。 

关系模型作为一种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地缩减

设计调研的数量和周期，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关

系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作为设计依据和创意指导，为

设计师获得最佳设计方案提供可靠的参考和帮助[15]。

关系模型将感性量化，以感性意象引导理性设计，

开辟了包装结构设计的新途径，进一步丰富了感性

工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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