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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当下“安全问题”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致力于从人的感觉的角度出发，探究进一

步提升产品安全性的方法与原则。方法 通过对产品设计中安全与时代发展关系的梳理，以及从心理学

角度对人的感觉特征进行研究，探讨感觉与安全之间的关联性，然后，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总结出通过感

官特征来提高产品安全系数和用户心理安全感的主要方法和原则。结论 提高产品安全系数和用户心理

安全的主要方法有：增强视觉识别（针对视觉信号弱的产品）；转化为视觉识别（针对不可见和不易被

感知的抽象概念产品）；结合多重感官通道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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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Security in Product Safety Design 

JIANG Mu, YANG Shan, LIN Ho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Sinc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ecurity problem”, the work aims to further discuss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percep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eeling and security was explored by sort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 the product design and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perception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he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 analysis, the main methods and principles to improve product’s safety coefficient and user’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were summarized through the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methods to improve product’s 
safety coefficient and user’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re as follows: 1. Enhance visual recognition (for products with weak 
visual signal); 2. Convert to visual recognition (for abstract concept products that are invisible and not easily perceived); 
3. Design with multiple sensory channels. 
KEY WORDS: product design; security; perceived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审美品位的日益提升，
对于使用的产品，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生产之物”，
而是“设计之物”。不论是“生产之物”还是“设计
之物”，其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都是“安全”。不仅要
做到物质层面的安全可靠、保证用户使用操作的安全
规范，而且要满足使用者的心理安全感。然而，由于
使用者受到自身经验、教育水平以及认知习惯等因素 

的影响，在产品使用过程很难达到安全可靠，所以必

须从人类的共同感觉层面出发，探索产品安全设计的

问题。 

1  产品设计安全的概述 

产品设计就是一项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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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其旨在帮助人们解决生活或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以满足不同的需求，设计最大的特点便是处理产

品与人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局限于产品与人，

还与周边环境，乃至与人类、地球环境的总体有关[1]。

而在设计时，不仅要通过设计解决问题，而且要避免

因设计而产生新的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了不可忽视的

安全问题。 
对于“安全”的概念理解，在《安全文化百问百

答——理论·方法·应用》中说到，“安”指不受威

胁、没有危险、太平、安适、稳定等，可谓无危则安；

“全”指完满、完整或指没有伤害、无残缺，可谓无

损则全[2]。 而“安全”在英文中翻译为“safety”，《韦

伯斯特词典》对其的解读为“处于安全的环境中免受

伤害或损失”，其大体解释都是“不受伤害的、没有

危险的”[3]。然而，其实安全是相对的，它不是一个

准确的指标或者确定的数据，而是人类思维所产生的

一个抽象概念。因为“绝对安全”从科学上来说是不

存在的，所以所谓的安全状态是具有动态特征的，它

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正如徐德蜀等人在《安全

文化通论》中谈到的，人们随着社会文化、科技进步、

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程度而对安全需求的水平和质

量具有不同的标准，并且随着时代的改变会有新的内

容[3]。 
人类在各个发展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安全问

题，从远古时代，人类只能被动规避的天灾，到农业
经济时代由于科学和技术局限导致的“人祸”，再到
工业时代，虽然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空前发展，但是却
对环境、生态等造成了极大危害，从而埋下的会威胁
到人类自身生存的安全隐患，以及到如今的信息时
代，人类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电子、网络产品对自身生
理和心理上造成的隐性伤害。 

马斯洛曾对人的需求进行了整理和排序，认为需
求层次从高到低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
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五个级别，针对他所处的
时代，将安全需求位列于生理需求之后，认为人在满
足一切生存需求之后才会产生安全与安全感的需求，
但是在如今物质产品日渐丰裕的情况下，不少学者认
为安全才是第一需求要素，或者与生理需求处于同一
等级，而人们对安全需求的不断提升也促进了安全设
计的发展。 

2  感觉与安全 

所谓一件产品给人带来的“可靠性”、“安全性”、

“舒适性”等，都属于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人的一

种基本生理要素。沈德力在《基础心理学》中谈到感

觉“是过去的经验在头脑中的反映”[4]，是大脑对感

受器——如眼、耳、鼻等感官所接收到的刺激或者信

号产生神经冲动的过程。换言之，人的感觉就是对所

面临的环境的一种反映，是人们趋利避害的一种重要

且有效的手段。在设计中，产品是面向真实用户的，

因此关注并且重视人的感觉，是设计必须关注到的部

分。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也曾强调过，人是一套极精

密的接受器官，同时又是一个图像生成器官，它配备

了活跃的记忆重播系统。人大脑中生成的图像是通过

多个感觉刺激和重生的记忆复合的景象。这就是设计

师需要致力的领域[5]。只有在设计的过程中了解并且

运用人的感觉特征，才能更好地提高产品的“可靠

性”、“安全性”、“舒适性”。 
感觉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部感觉，有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种。这些感受器主要位于

身体表面。视觉主要受到光的刺激，从而来感受色彩、

造型、活动轨迹以及空间位置等物质特征和环境特

点，一项研究表明，信息总量的 70%~80%是通过视

觉获得的[6]，因此，在设计产品时，设计师考虑最多

的是产品的视觉效果；听觉主要受到声波的刺激，从

而来感受声源位置、音强大小、音调高低以及不同音

色等，安全警报以及有语音提示等功能的产品都是依

据人的听觉特征来设计的，特别是在当代的汽车等产

品设计中，系安全带提醒、雷达检测到路旁有人提醒，

都是通过声音来给人以警示；而味觉是由刺激舌苔与

口腔粘膜上的味觉细胞即味蕾所引起的感觉，一般而

言有甜、酸、咸、苦等不同的味觉感受；嗅觉是由于

物质的气体分子与鼻腔粘膜相接触，从而产生的感

觉，能够区别不同的气味。然而对于天然气、煤气等

主要燃烧物质为无色无味且易燃易爆的气体时，如果

发生泄漏则不易被嗅觉所感知，容易引起严重事故。

因此生产工厂会特意在这类燃气中加入不同剂量标

准的加臭剂，以便可以通过人的嗅觉及早发觉燃气泄

漏，从而立马采取相应措施；而触觉主要是依靠皮肤

触觉感受器与外界接触来感知所接触外界事物的特

征，比如常见的冷暖、凹凸。触觉在设计中也是重要

的研究内容，关系到设计产品材料的运用。还有一类

感觉的感受器位于人体内部，如肌肉等运动组织的深

处以及内部器官的表面，主要反映了人体各部分运动

和内部器官发生的变化等，包含了运动觉、平衡觉和

机体觉。其中运动觉主要是受身体肌肉、肌腱和关节

之间的控制，能够感受到身体各部分的状态和位置；

平衡觉主要依靠内耳的半规管和前庭来感受头部位

置和身体平衡状态；而机体觉能反映机体内部状态和

各种器官的状态。这几类感觉主要与运动类产品的设

计有很大的联系，是鞋类、运动类产品安全设计所考

虑的重点内容。例如许多平底鞋和高跟鞋的设计，没

有考虑人脚底弧度特征和平衡觉问题，在穿着者脚底

受力点不对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与行走平

衡，脚掌与身体会自动调整一定的角度和姿势，长此

以往存在形成平底足和骨盆前倾的风险。 
尽管感受器官会对刺激作出相应的反映，但也会

随着环境的稳定而逐渐变得习惯，同样的刺激在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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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的条件下可能就不会再引起感官的关注，如“入

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

其臭”。这种感觉的适应，虽然能让人调节自身，融

入和适应不同环境，但是容易让人的感觉认知降低，

忽视环境中潜在的安全问题，因此设计师应当把握不

同感觉的适应性和绝对感觉阈限，才能避免安全问题

的产生。 
与此同时，还应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宏观角度

来看待人的安全信任感与产品安全设计的问题。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费农（Vernon）于 1966 年 5 月首次提

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谈到，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

的，这个周期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四个不同的阶段[7]，当一个新产品经过设计开发被推

上市场的时候，会经历一个销售量逐渐增大，并且扩

张速度越来越快的成长期，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该

产品的安全感受，是处于一个观察期，当产品刚刚进

入市场，可能因为销售需要的各种宣传，会引导用户

相信这是个安全可靠的产品，但是经过市场的检验，

该产品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那么根据该安全问题的

严重程度，人们对于该产品的安全信任感也会产生不

同程度的下降，而出现的安全问题不严重的产品，会

通过设计改良或优化后重新推向市场，并且再次努力

取得用户对产品的安全信任感，使产品愈加成熟地进

入市场，同时随着产品逐渐进入成熟期，用户对于产

品的安全感也是逐步提升并且趋于稳定的；而对于那

些出现的安全问题比较严重的产品，会在用户心中留

下完全“不安全”的感受，因此可能会逐渐退出市场，

夭折于成长期。而对于产品设计师而言，提高用户对

产品的安全信任感无疑有助于产品在市场上的发展。 

3  通过感官特征提高产品安全性 

3.1  增强视觉识别 

视觉是五感中最强大的感官，将视觉识别信号弱

并且需要提醒或者注意的不安全因素转化为可被识

别的视觉要素，是产品安全设计中最常见，也是最有

效的方式。众所周知，与人的视觉系统关系极为密切

的便是颜色，不同的颜色会引发人们不同的心理感受

和情感体验，甚至影响人的行为。德国著名艺术家约

翰内斯·伊顿曾说，在眼睛和头脑里开始的光学、电

磁学和化学作用，常常是同心理学领域的作用平行并

进的。色彩经验的这种反响可传达到最深处的神经中

枢，从而影响到精神和情感体验的主要领域[8]。因此

产品设计中颜色的运用非常重要，比如红色给人热

情、喜悦、兴奋之感，但在交通指示方面有具有警示

之意；黄色象征着丰收，给人以活力、明朗之感；绿

色给人安全、和平、健康、欣欣向荣之感；蓝色则给

人以理性、宁静、智慧之感。 
在产品安全设计中颜色的运用往往能提高人的 

 
 

图 1  光轮自行车 
Fig.1  Light Wheels 

 

 
 

图 2  光轮自行车手机 APP 
Fig.2  Light Wheels’ Mobile APP 

 
视觉关注度，从而提醒人们注意安全、远离危险。光

轮自行车见图 1，这是一款名为“Light Wheels”的自行

车，由设计师 Sergey 所设计，其最大的特点是整条

自行车轮胎都能发光，并且这款发光轮胎运用了多层

不同材质，为了达到发光的效果，轮胎最外层是包裹

着 LED 灯的半透明材质，并且它也可以作为尾灯，

捏刹车的时候点亮。发光带还能通过手机 APP 来设

定其颜色，让整辆车变得炫酷，满足骑行者的个性化

定制的愿望，光轮自行车手机 APP 见图 2。在夜间骑

行时点亮它，更加容易引起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注意，

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不仅提升了骑行安全，而且满

足了使用 者的心理安全需求，减轻了骑行时的担忧

和紧张感，提高了用户体验。 
除此之外，设计师 Lin Chyun-Chau 等人针对城

市下大雨道路被淹没，无法识别道路中路面情况和行

驶方向的问题，设计了一款能安装在道路路基上的自

动信号灯系统——道路安全定向灯（Safety Light），

见图 3，其工作原理是当道路被水淹没，这款路标内

置的“水电池”（H2O Battery）就会开始工作供电，

从而产生光束，在路上行驶的车辆或行人就能看到灯

光所形成的路标，从而了解道路的安全行驶区域，以

减少降雨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道路安全定向灯工作原

理见图 4。因此可以看出，增强视觉识别的设计方法

在很多时候是产品安全设计中最常见并且有效的设

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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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道路安全定向灯                          图 4  道路安全定向灯工作原理 
Fig.3  Safety light                          Fig.4  Working principle of safety light 

 

 
 

图 5  婴幼儿安全勺 
Fig.5  Deformable Spoon 

 

 
 

图 6  热敏防烫水杯 
Fig.6  Nohot Cup 

 

3.2  转化为视觉可见 

除了增强视觉识别来警示危险以外，将其他感官

不可感知的危险转化为视觉可见也是一种有效的方

式。例如为避免烫伤等由于接触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常常将其设计成视觉可见的方式。来自杭州的两个公

司设计了一款可以根据饭菜温度进行变形的“Deformable 
Spoon”（婴幼儿安全勺），见图 5，这款勺子采用具

备形状记忆效应的金属为材质，当饭菜温度超过 42 ℃ 

时会变成一块扁平的金属块，只有当温度低于 38 ℃，
也就是食用的最佳温度时，勺子中部才会凹下，变成
一把具有正常功能的勺子。这样的设计将温度这种不
可见的抽象概念转变为可通过视觉感知的物质变化
状态，不仅能让孩子学会观察温度，而且能避免父母
喂饭时帮忙吹冷食物而导致细菌进入孩子的体内。 

运用类似设计手法的还有 Yang Donyun 等人设

计的热敏防烫水杯，见图 6，杯盖上有一处圆形热敏

感区域，该材料会随着杯中水温的升高而膨胀。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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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树叶创可贴 
Fig.7  Leaf-band-aid 

 
30 ℃时为平整状态，60 ℃时会有小突起，而达到

80 ℃及以上时，则会膨胀至最大状态，不仅从视觉

上可以大致观测出水温，而且会在膨胀至最大状态时

会顶到喝水者的鼻子，避免误食烫水导致受伤。 
除了将温度转变为视觉可见之外，其他不可见的

抽象概念也同样可以运用这样的设计手法。例如设计

师 Lin Sian 等人设计了一款能像树叶一样变色的创可

贴（Leaf-band-aid），见图 7，其外型虽然与普通创可

贴无异，但是包装与图案被设计成了树叶的模样，且

未使用前的颜色呈现新生树叶般的嫩绿色，而它最大

的特点在于颜色可随时间变化，在使用后，会在三天

的时间内经历由翠绿逐渐变成枯黄的过程，象征着一

片叶子走过了它短暂的一生，当它变为枯黄色，也就

意味着它生命结束，需要更换新的创可贴了。生活中

常见的创可贴，能帮助小伤口起到消肿、止痛、预防

感染的作用。这款设计通过将时间变化可视化，来提

醒用户更换创可贴，不仅给用户带来心理感受上的安

全感与趣味感，而且完美地排除了因不及时更换创可

贴所引起的伤口感染隐患。 

3.3  结合多重感官通道 

人的感觉并不是独立运作的，感官之间存在着关

联与沟通，这在美学层面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被运用于

艺术设计创作的通感体验。例如常见的视听通感，人

们在听音乐时，脑海中会产生相应的视觉画面。充分

利用通感体验也是提高产品设计安全的有效方法。因

此，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为了保证各种必要的信息

能充分被人察觉，必须考虑用户利用的多个感觉通

道，让其以自然、并列、协作的方式进行交互[9]。 
常与视觉互补的便是听觉，人对周围环境 10%的

认知来自于听觉感官。从听觉的角度提高安全性，需

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需要了解人的听觉阈值，一般

而言，当环境噪音高出 85 dB 时，人会感觉到不适，

当噪音高出 90dB 时，就会有听力受损的危险。长期

处于高分贝环境下的人会采用护耳器来进行防护，而

不同的护耳器材料在减小噪音的能力上有一定的差 

 
 

图 8  索尼 WI-1000X 颈挂式降噪耳机 
Fig.8  SONY WI-1000x neck noise-cancelling headphones 

 
别，设计师在进行此类产品的设计时应当根据环境的

具体分贝等级和噪音频率来进行设计。 
除了被动噪音影响之外，现代年轻人习惯长时间

佩戴耳机听音乐看视频，导致听力水平明显下降，更

有甚者出门佩戴耳机，未能听见汽车鸣笛声，因此造

成安全事故。索尼（SONY）设计了一款 WI-1000X 颈

挂式降噪耳机，见图 8，具有降噪模式和环境声模式，

这样在需要安静的场所中可以降低噪声保护听力，在

过马路等情况下，开启环境声模式，在听音乐的同时，

也能注意到周围的环境情况，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特别是对于视觉通道有障碍的人群，听觉与触觉

等感官通道相结合的产品无疑对他们而言增加了安

全系数。例如发生家里火灾时，盲人在火灾中死亡的

风险颇高。而针对这一情况，设计师 Minwook Paeng
设计了一款名为“Ball”的灭火器，用于帮助发生火

灾时视力受损的人员逃生，见图 9。“Ball”造型小巧，

光滑的外壳呈现简约的白色，只有顶部和仪表盘为红

色。“Ball”内部存在一个跟踪系统，可以与房间内的

多个传感器一起自动瞄准危险区域、确定火源。并且

“Ball”顶部突出的红色球内具有发热检测相机，可

以自动旋转，便于定位和追踪火情。下方红色的触摸

式压力仪表表针突出，便于盲人触摸感知。与此同时，

产品底部还装了小型扬声器，如果检测到火灾，不但

会发出响亮的警报声，还会通过清晰简明的语音指示

来提醒盲人如何进行灭火操作与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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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Ball”灭火器 
Fig.9 “Ball” fire extinguisher 

 

 
 

图 10  Gleeman 骨传导耳机太阳镜 
Fig.10  Gleeman bone conduction headset sunglasses 

 

而对于各个感官通道正常的人来说，多重感官结

合无疑是最好的产品安全设计手法，如对司机来说，

夜间行车最可怕的是对面和后方射来的刺眼的远光

灯，不仅看着眼睛难受，而且还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

患，如果遇到阴、雨、雾天气，因为可见度降低，把

握不好安全距离而导致的意外时有发生。或者在驾车

途中，有时不可避免地需要接听电话，在接听电话的

动作中，极有可能由于疏忽造成安全事故。由此歌利

曼科技公司设计了一款骨传导耳机太阳镜，见图 10，

首先从视觉安全的角度，这款太阳镜采用了 TAC 偏

光防爆镜片，偏光镜片是公认最适合驾驶的镜片。其

原理与百叶窗相似，光线被调整成同向光进入，使景

物看起来柔和而不刺眼。在白天能减弱光线，防止在

紫外线、强光、眩光照射下，眼睛产生疲劳，在夜间

能增强亮度，带来更清晰的视野和色彩饱和度。在听

觉上，还应用了通过骨骼传递声音到听觉系统的技

术，有别于传统耳机的气传导技术，不仅能保护耳膜、

耳道，而且私密安全性也好，只有本人能听见声音。

戴上它后，就能享受音乐、接打电话，同时还不会屏

蔽外界声音，确保行车安全。同时采用蓝牙连接，触

控操作，在眼镜镜架右侧触摸 1~3 s，便能灵敏唤醒。                      

在信息化时代，多重感官通道安全设计还更多地

运用在信息安全上，在手机、电脑等用户界面的分析

和设计中，设计师们也开始探索多通道信息输入技术

和信息整合方法，设计出了视线跟踪、语音识别、手

势输入、瞳孔解锁等新的交互技术和产品，给人们带

来了接受信息、保护信息、更好地控制产品的方式。 

4  结语 

人的感觉器官是与设计产品交流的主要途径，并

且人的感觉是对事物的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反映，因此

不能忽视感觉对产品安全设计的重大意义，应当重视

人体感觉在设计中的应用，认识人体感觉特征才更能

提高设计产品的安全性。同时，尽管人类会通过设计、

制造产品来保护自己抵抗自然灾害和侵袭，但是必须

承认的是，很多时候对人类自身造成威胁的是人类自

己设计出的产品。虽然通过产品设计可以解决某些安

全问题，但是产品设计也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安全问

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是让人后知后觉的。因此在产

品设计中要逐渐加强安全意识，产品设计安全的实

现，需要尊重自然、以人为本，遵循客观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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