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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地域性饮食习惯（文化）因素、用户习惯等引起的冰箱冷藏区食材串味的问题进行

系统分析，探索解决冰箱内部食材串味问题的设计路径以及方法，提升冰箱的用户体验。方法 对地域

饮食文化进行系统分析，着重梳理与冰箱冷藏食材串味有关的地域饮食习惯、食材存放方式以及目前的

冰箱设计现状三个部分内容，结合用户调研、模型建立、对比研究等方法，全面剖析冰箱串味的根源性

因素，建立设计模型。结论 冰箱冷藏室食材串味问题与用户行为、地域饮食习惯（文化）密切相关，

按照特定饮食结构重新规划分区，针对性地储藏特殊食材，引导和规范用户的使用方式，以产品功能组

合设计的方法来解决食材串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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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esig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dor of Food in Refrigerator 

TANG Jun, QIU Guan-qiu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a design path and method that can solve the odor problem of ingredients in re-
frigerators through system analysis of food odor problems in refrigerators and freezers caused by regional dietary habits 
(culture) factors and user habits, to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of refrigerators. Based 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re-
gional food culture, we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ree major parts of regional dietary habits, food storage methods, 
and current refrigerator design status related to the odor of refrigerator ingredients, combined with user research, model 
building,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root causing of the taste of refrigerators were analyzed deeply and thoroughly. 
And the desig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odor of refrigerator ingredi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ser behavior and re-
gional dietary habit (culture). It can be solved by re-planning the zoning according to the diet structure and targeted food 
storage to guide the design method of regulating user behavior and product function combination. 
KEY WORDS: refrigerator; odor; food culture 

产品设计具有地域性。产品地域性设计的实质是

产品服从环境，产品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

环境，这两大环境决定着产品设计的地域性因素[1]。

缺乏适时、适地、适人设计要素的产品设计，必然会

降低产品的总体评价。冰箱作为家庭不可缺少的家电

产品，囿于不同地区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出现了串味问

题，极大地影响了家居生活的品质。现代冰箱的设计

并未能很好地匹配中国家庭饮食习惯所带来的食材

储存需求，其中腌制等刺激性食材的无序存放、食材

遗忘、分区不合理是造成冰箱串味的主要因素。 

1  广袤地域下差异化的饮食结构 

1.1  不同地域下食材种类的多样性 

从地理角度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

四个气候区。从常年温暖的热带到冰天雪地的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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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地理跨度极大。在差异如此巨大的气候环境下，

中国孕育了世界上所有已知的地理植被类型。自然条

件对饮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影响人们获取

食物的种类；二是影响人们为了适应自然环境条件而

选择的食物结构及饮食习惯 [2]。这种特征在面积越

大、气候越复杂的国家越发明显。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形态是在中国这片土壤里孕育和传承的不同于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活状态[3]，尤其是饮食，在地域

广袤的客观环境下，自然呈现出多元、丰富的特点。

此图直接删除，无需增加文字徐坷在《清稗类钞》中

讲到：“食品之有专嗜者焉，食性不同，由于习尚也。

兹举北人嗜葱蒜，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粤人

嗜淡食、苏人嗜糖[4]。”以南北为分野，中国各地饮

食结构的首要特点就是食材选取的种类多样性。 
北方气温比湿润的南方地区低，高热量肉食比例

较南方高，尤其是在内蒙、新疆、陕甘等偏西方的穆

斯林饮食区，气候干燥，喜食羊肉、面食。大部分食

材都是粗料精作，果蔬较少，汤馔以嗜酸辛、重鲜咸、

酥烂香浓为主，喜辣椒、枸杞等。而南方由于受太平

洋季风的影响，使这一地区高温多雨，河流湖泊众多，

水产丰富，适宜果蔬生长，所以南方人好食米饭，并

且大量地食用绿色果蔬以及水产。因此无论在口味偏

好、食材主体、食材特性等方面，南北方都是迥异的。

由此对于冰箱内部空间而言，南北方的空间大小、分

区、储存逻辑不可同一化考量。 

1.2  食材处理引发的气味刺激性 

中国人喜好味道，不同地区食材的味道是完全不

同的。比如四川，由于深居西南盆地，地势较低，气

候较为湿冷，吃辣椒可以祛除湿气，所以四川人的冰

箱里一定会出现大量的辣椒制品，如辣椒酱料、辣椒

油、辣豆腐、榨菜、四川泡菜等，辣味是川菜的主要

特点。移民文化以及江浙富庶的经济，让处于东部的

江浙地区以嗜甜闻名，其中尤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

最，菜品甜而不腻是这里的特色。但也并不是江浙所

有地区都呈现出甜的饮食风味，比如宁波、绍兴地区

则尤其喜好香臭，传统小吃如臭咸菜、臭冬瓜、臭毛

豆等，嗜臭是这一地区独有的特色。 
气候的差异也造就了不同的食材储存方式，比如

在低温的东北地区，冬季漫长，温度极低。冬季食物

的储存以露天集中存放为主，很多东北家庭会在阳台

或者庭院开辟一角，将大白菜、果蔬、鱼类集中储藏，

在动辄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环境里，食材可以长时间保

存。而在南方地区，气候湿度大，食材保存时间短。

就形成了腌制、风干、熏制等保存方式。如西南地区、

鄂西、湘西为了保存年肉，人们会选择风干、熏制等

多种方式。基于长距离迁徙的需要，还会形成腌制、

晒干食物的习惯。熏肉、咸菜、腊肉、腐乳等都是南

方特有的食材。这些食材多具有浓重的味道，如何在

冰箱里与其他食材互不干扰的并存是关键问题。 

2  用户行为与串味问题之间的关系 

为了获悉用户行为与冰箱内部食材串味问题之

间的关系，笔者选定武汉市洪山区几个小区进行了系

统性调研，采用访谈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收集数

据，发放调研问卷两百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一百八

十三份，访谈典型用户五位。 

2.1  冰箱内食材堆叠式存放引发的串味 

中国人喜好以季节、节日为周期来购置食材，尤

其到了国家法定节假日，食材需求就会急剧上升，而

目前主流的冰箱以温度分区为主，用户对于食材的存

放具有随意性。从笔者调研的情况来看，冰箱内混乱

堆放，这种状况在节假日更加严重。 
大部分的冰箱都由冷藏区域与冷冻区域构成，冷

藏区域的温度一般在 0~10 ℃，冷冻区域的温度为

–16~–26 ℃。这种分区模式主要是依据用户对于食材

不同长短的保存需求而设计的。笔者对放入冰箱内部

的食材进行了梳理，冰箱冷藏冷冻区域适宜储存的食

物见表 1。 
可以发现冰箱只有两个核心区域，但是储存的食

物跨度却很大，从蔬菜到肉类，以及各种特殊食材甚

至是生活用品。一旦食物的购入量过大，在没有设计

的限制下，很容易出现堆叠式存放的问题。笔者提取 
 

表 1  冰箱冷藏冷冻区域适宜储存的食物 
Tab.1  Foods suitable for storage in  

the refrigerator freezer area 

类别 包含食材/非食材 

蔬菜类

根菜类（如萝卜、土豆），茎菜类（莴苣、竹

笋等），叶菜类（如白菜、生菜等），花菜类

（如青花菜等），果菜类（如茄子、番茄等）

水果类

酸性水果（如葡萄柚、橘子等），亚酸性水果

（如苹果、芒果等），水果（如香蕉、甜葡萄

等） 

肉类 猪肉、牛肉、鸡肉等 
蛋类 鸡蛋、咸蛋、其他加工过的蛋 

水产类
包括海鲜类（如海贝、龙虾等），淡水鱼类（如

武昌鱼、鲢鱼等） 

乳制品 牛奶、奶酪、酸奶、母乳等 
饮料 包括酒水（如红酒）可乐、雪碧等 

速冻食品 水饺、汤圆、馒头、面条、披萨、糕点等 
干制食材 红枣、桂圆、茶叶、海鲜干货、葡萄干等 

零食类 薯片类、巧克力、饼干、糕点等 
调味品 油盐类、肉质酱类、辣椒制品 

剩余饭菜 剩饭、剩菜 
化妆品 面膜、护肤乳、护肤水 

衣物 丝袜等 
药材 中西医各种药 

除味物品 果皮、活性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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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阶段用户储存食材出现的问题 
Fig.1  Problems with users storing food at different stages 

 
了样本用户不同储存阶段的食物放置习惯的访谈记

录，并进行了系统分类，见图 1。 
从分类结果中可以看出，用户的食材储存存在四

大问题：认知问题、信息问题、串味问题和空间问题。

用户对于如何合适地储存食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

识，基本上都是遵循冰箱原有的分区来放置，并认为

低温适用于所有食物。食材较多时，用户没办法将食

材有序摆放，因此大量食材就会堆叠在冰箱里，而冰

箱分区并未考虑到这种具体情境下的储存需求。久而

久之，食材被遗忘，继而变质，冰箱内部食材串味问

题也随之而来。另外南北差异巨大，不同地区的食材

在气味、性状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用户将其混合

存放也会造成冰箱冷藏区严重的串味问题。 

2.2  食材串味时所采取的用户策略 

在用户群体中，不同的食材储存时间是完全不同

的。笔者针对用户一周的食材储存时长进行了分析，

食材不同的时长也从侧面反映了食材特性与用户饮

食 习 惯 之 间紧 密 的 关 系， 冰 箱 内 食材 储 存 时 长见  
表 2。 

分析数据可以发现，新鲜食材储存时间一般在三

天以内，而部分食材的储存时间较长。尤其是有防腐

包装措施的食材，在冰箱里储存的时间会更长。食材

特性迥异，混合在一起保存，必然会出现不同食材对

于保存时长有不同的需求。用户对于冰箱内部串味所

采取的措施见图 2。 

表 2  冰箱内食材储存时长 
Tab.2  Storage time of ingredients in the refrigerator 

食物类别 食物名称 存储时间/天

蔬菜类 叶类蔬菜/粮菜类 2~3/3~7 

水果 苹果、橘子、梨等 5~7 

肉类 猪肉、鸡肉等/鱼肉等 1~2/5~7 

禽蛋类 鸡蛋 ≥蛋 

乳制品 鲜奶 5~6 

副食类 冷饮、零食、速冻类 ≥饮 

熟食 剩余饭菜 1~3 

调味类 调料 ≥料 

干制物品 茶叶、中药、果仁类 ≥叶 

腌制食品 咸菜、腐乳等 2~3 
 

 
 

图 2  用户对于冰箱内部串味所采取的措施 
Fig.2  Measures taken by the user for  

the odor inside the refrig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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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产品系统构建 
Fig.3  Product system construction 

 
串味前对于刺激性食材进行二次包装，防止味道

弥散；串味后拆解并清洗内部结构件是用户采取的主

要方式。周期性空置冰箱以及加强内外部通风，也是

较好解决串味的方式，但是工作量相对较大，并不方

便，这种模式也反映出设计环节中的缺陷，凸显了设

计的不合理。 

3  解决冰箱内部食材串味问题的设计探索 

基于调研分析，可把握中国人喜好的食材在性

状、味道方面的显著特点。而冰箱冷藏区串味的根源

性因素也初步显现。产品初始构想及产品创新开发过

程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用户需求的理解，直接影

响产品的设计质量和新产品开发的成功率[5]。笔者准

备从用户与产品互相作用的逻辑关系来分析食材串

味的三个主要因素，寻找解决串味问题的设计点。产

品系统构建见图 3。 

3.1  特殊食材需设置专区储存 

德克霍夫认为，由于设计是文化意义上的人造物

的可看、可听和有肌理质感的外在形式，所以设计是

“文化的肌肤”[6]。中国家庭有储存特殊食物的习惯，

那么在设计中就不能也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因此对于

这些特殊食材，在冰箱中应该设置专门区域单独储

存，规避串味污染源。海信中国门冰箱见图 4。 
海信中国门冰箱以当代中国家庭储存食材繁多，

气味性质不同为设计突破点。在冰箱上开辟一个新的

透明区域，针对中国家庭喜欢储存的茶叶、药物、化

妆品、刺激性食材设置一个可以分区控温的区域，将

气味刺激性的食材与气味平和的食材隔绝开来，避免

了互相串味的问题。 

3.2  按照地域饮食结构模块化分区 

在产品系统中，结构和要素的变化都可以使方案

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多种方案中，需要在错综复

杂的要素中寻找一种最佳的有序结构，即特定的“方

式”来支配各要素，用最符合设计定位的方案形成新 

 
 

图 4  海信中国门冰箱 
Fig.4  Hisense Chinese door refrigerator 

 
产品，这个过程就是系统综合和系统优化[7]。 

传统冰箱企业正在改变冰箱的分区逻辑，即由以

往的温度大分区模式转向大空间精细分区模式。这也

是针对传统分区模式带来多方面问题作出的调整。按

照地域性饮食结构来进行分区，形成一种稳定、有效、

灵活的分区逻辑，能够在统一秩序中寻求特异，改变

混合带来的串味问题。在中国，完全可以按照中国人

或者中国某个典型区域人群的饮食结构来分区，基于

饮食结构的冰箱内部分区定制模式见图 5。 
这与产品个性化定制趋势是一致的，也符合模块

化定制的需求。在设计上将冰箱的机体与内置分区部

件分开生产。通过市场调研，将各地区的用户进行层

次划分。比如按照素食主义者类型、均衡饮食者类型、

肉类饮食者类型进行划分，亦或按照中国区域内的麻

辣饮食类型、嗜甜饮食类型等进行划分，还可按照面

食类型、谷类类型进行划分，甚至还可以利用分区来

引导用户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均衡摄入不同食材。 
按照饮食结构合理分配不同食材所占比例，用户

只需按照自己的口味以及习惯来购买相应的分区部

件，这样可以让冰箱分区有条不紊、极大地避免串味

的问题。按照食材分区的冰箱设计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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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饮食结构的冰箱内部分区定制模式 
Fig.5  Customized pattern of internal refrigerator division based on dietary structure 

 

 
 

图 6  按照食材分区的冰箱设计 
Fig.6  Refrigerator design according to food partition 

 
这款冰箱充分考虑到家庭的食材类型，按照不同

的食材性状，设计不同的分区，一反以往的整体性冰

箱设计，将不同的分区独立出来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

冰箱系统。对于用户的行为起到约束以及引导的作

用，最大程度地避免冰箱食材堆叠式放置的问题。具

有标识性的分区，让属于一个系统的食材聚拢在一 

 
 

图 7  产品复合功能结构 
Fig.7  Composit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 

 
起，这也会最大程度地避免食材遗忘的问题。 

3.3  设计冰箱内外环境周期性交换系统 

人工物可以看成是“内部”环境（人工物自身的 
物质和组织）和“外部”环境（人工物的工作环境）

的结合点界面[8]。在调研中，用户在面对冰箱冷藏区

串味问题时，采取方式是使冰箱内部的小环境与冰箱

外部的大环境进行周期性交换，让冰箱内部的味道散

发出去。 

按照产品设计中的功能组合方法，将使用范围相

同但功能各异的两种或多种现有产品作为组合项，根

据各组合项在其结构上的可共用性，将不同种类的功

能附着在一种全新的结构上，从而创造一种多功能且

具有新技术的全新产品，弥补现有产品的不足。功能

论是通过对产品功能系统的分析与综合、结构系统的

抽象与具体化、造型单元的变化与组合，对设计问题

求解的一种观念及方法[9]。产品复合功能结构见图 7。 



第 41 卷  第 12 期 汤军等：解决冰箱冷藏空间食材串味问题的系统设计研究 177 

冰箱由于内部环境的封闭性非常不利于气味的

驱除。在驱除异味的具体情境下，进行功能组合式的

系统重构，嫁接其他功能，能够解决产品某些方面的

问题。在小汽车的内部系统设计中，有设置空气净化

以及空气内外循环系统，这一系统设计的初衷是应对 
车厢内空气不好而设计的。那么根据产品组合设计特

点以及用户驱除异味的行为，找到两者结合的有效方

式。设计人员需要使潜伏在产品自身的各种功能尽可

能地发挥出来，或者通过新的技术和手段来扩展产品

的功能，使产品的功能系统得到完善[10]。 
在具体的情境下，车厢小环境与冰箱小环境具有

相似性。它们都是较为封闭的小型空间，都会遇到内

部空气不好的情况。可以在冰箱内部设置空气内外对

流系统，或者直接设置空气净化系统，让用户在排除

污染气味之后，可以周期性地启动空气内外循环以及

空气净化系统，通过内外环境的交换彻底清除异味。 

3.4  用户解决串味问题的行为与产品系统整合 

设计师在设计时，要从用户使用行为的角度出

发，通过模拟用户的使用场景，还原整个语境，才有

机会发现用户表达不出的问题[11]。用户行为干预串味

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在串味前对食材

进行处理；第二是串味后对冰箱内部环境进行干预。

串味前处理主要是通过二次包装处理刺激性食材，避

免气味弥散。 
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要素包括包装介质、驱动

部件、信息传递等。包装介质主要材料是保鲜膜或者

塑料袋，驱动部件是针对保鲜效果进行维持的部分，

信息传递则是在食材包装后如何即时传递信息的部

分。三大要素要求冰箱具有出码、贴码、扫描、提供

简易包装的功能。而针对带包装、商品码的食材则可

以省去贴码、包装的步骤，直接对食材进行商品码扫

描，进行系统录入。此时，用户通过网络就可以了解

食材的类别、储存时间等。只有这三者合理地组合在

一起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在家庭环境下，其主要包括

塑料袋、保鲜膜、真空压缩机、条形码机等。 
这些要素在冰箱箱体上都可以进行合理布置，组

合成新的产品，方便用户完成食材的二次处理。比如

将保鲜膜出膜装置集成在冰箱上，将用户覆膜这个行

为与冰箱的结构集合在一起。或者将压缩真空装置与

冰箱结合在一起，诱导用户在冰箱上轻松完成压缩袋

装食材后真空封装的操作。将条形码机集成在冰箱壳

体上，在用户放入每件食材之前，取出一个唯一的条

形码，并记录在冰箱智能终端。这个终端将会记录下

这些食材的购入日期，一旦用户遗忘，冰箱可以提醒

用户，达到不遗忘不变质的目的。zero 冰箱见图 8，

这是韩国 Wanki Kim 设计的一款冰箱，其将压缩覆膜

功能集成在冰箱箱门上，满足用户密封特殊食材的需

求，通过功能组合设计，来纠正或者诱导用户养成良 

 
 

图 8  zero 冰箱 
Fig.8  Zero refrigerator 

 
好的食材放置习惯，从根源上解决食材遗忘以及串味

问题。 

4  结语 

冰箱冷藏区域串味问题既与用户不当的使用行

为有关，又与设计的介入失当、介入不够相关。而这

个因素又深植于中国差异性巨大的饮食习惯里。在面

对如此显性的饮食差异时，以单一化、同质化的分区

来应对中国人的食物储存需求，显然会带来广泛性的

串味问题。通过对饮食文化的系统分析，得出冰箱的

串味问题可以通过特殊食材专区储藏、饮食结构分

区、基于用户行为的产品功能组合来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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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感性属性雷达评价方法，从快递派送车的外观、功

能、结构设计方面进行创新，改善了快递派送员的工

作条件，表明该方法对明确设计目标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主要结论有：（1）从形态语义感性意象和感性属

性入手，运用语义值雷达评价分析法，快速明确产品

设计方向，把握产品设计的重要部位；（2）利用语义

值雷达评价分析法，使快递派送车设计方案在外观、

功能、结构方面得到了创新，提升了快递派送员的操

作安全性、舒适性，快件派送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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