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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现有胸型测量工具之不足，考量少女发育的胸型生理特征与心理变化，据之设计新的

胸型量测装置。方法 首先，基于镜子理论，整理并归纳收集到的胸型测量行为以建立完整的顾客历程

并分析其隐性的心智活动；其次，将胸型测量行为的抱怨历程进行收集、翻转及建立愿望模型，萃取愿

望模型核心，得出顾客角度的核心价值主张为主观舒适度的测量；再次，通过建立用户画像与描绘期望

顾客历程，从稳定性、客观性、舒适性、易学性以及普及性这五个方面探索胸型测量装置的设计路径；

最后，产出设计方案及其操作流程，结合设计评价模型，验证了新胸形量测装置设计的可行性与进步性。

结论 基于镜子理论挖掘发育期少女对于胸型测量的新需求，由此设计一款胸型新测量装置，协助发育

期乃至各年龄段胸型变化的女性能够准确量测胸型并选购适合的内衣产品，在保护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

为内衣产业新产品的开发提供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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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of Chest Volume Measurement Tool Based on Mirror Theory 

ZHAO Yu-lin, SUN Yue, LU Ding-b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h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chest shape measurement tools and the considera-

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young girls’ chest shape, a new chest shape meas-

urement device is designed. Firstly, based on the mirror theory, the collected chest measurement behaviors ar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customer process and analyze its implicit mental activities. Secondly, the com-

plaint process of chest measurement behaviors is collected, flipped and a desire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extract the core of 

the wish model, by which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re value proposition of the customer perspective is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comfor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user portrait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customer expecta-

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path of the chest measurement device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stability, objectivity, 

comfort, ease of learning and popularity. Finally, it outputs the design scheme and its operation process, and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and progress of the design of the new chest measurement device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mirror theory, the new demand of chest measurement for adolescent girls is explored. A new measuring de-

vice for chest type is designed to help adolescent girls and even women in all ages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chest shapes 

and choose suitable underwear products.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nderwear products 

while protecting their own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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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是女性乳房发育的关键时期，合适的文胸

产品对其心肺活动之生理健康、同侪交往之心理卫生

等起到关键作用[1]。少女乳房从开始发育到发育成熟

约需十年，大致分五个阶段，每阶段都随会着生心理

变化及行为调整而呈现动态变化，对于文胸的需求各

有不同。近半世纪的相关文献指出[2-5]，有 80%～85%

的少女选用了不合适的内衣，而少女父母及文胸导购

人员亦缺乏正确选购知识。经实际访谈及分析少女内

衣专利与商品现状发现，在不具保护作用的背心围及

成人文胸之间，不但缺少保护与陪伴少女成长期所需

的用品，更缺少用以合宜选用产品的量测技术和方法

工具，不稳定的乳点及概略上下胸围尺寸是影响胸型

测量准确度的关键因素。文胸产品是服装产业的少数

蓝海之一，多年来人体测量学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本研究对现有胸型测量技术进行分析，发现目前

测量方法多用于医学临床，主要分为机械式与数字式

两类。机械式测量技术虽使用简单，但所得到的计算

粗疏，结果不精确，除此之外忽略了被测者的心理舒

适问题；数字式特殊设备虽提高了测量准确度，但费

用昂贵、操作环境复杂、不易于携带，对于被测者的

心理舒适问题也未能得到充分关注。所以需要一种创

新胸型测量装置，结构简单且便于操作，能够方便、

快速和准确地测量胸型尺寸，更重要的是能够符合人

性。本研究基于镜子理论的创新设计思维，结合现有

胸型测量技术的问题结构，将用户对于胸型测量的抱

怨进行收集，发掘现有测量工具的劣势经过翻转，以

设计一套超出用户预期的具创新性的胸型测量装置，

测量结果准确，操作方便，结构简单，适于推广使用。 

1  测量技术分析及问题结构 

1.1  测量技术分析 

人体测量技术是面向服装设计的数据获取手段，

根据测量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机械式测量和数字式

测量两大类[6]。 

机械式测量技术指使用传统手工的方式对人体直

接进行测量的技术手段，测量方式主要为接触式[7]。

主要通过软尺、马丁测量仪等工具，直接测量出人体

各个部位横向、纵向和维度尺寸等[8]。机械式测量效

率低，同时要求测量者有一定经验，测量过程中对受

测者裸身测量的特殊要求以及直接接触影响了隐私性，

因而产生心理不适，逐渐导致无法满足市场需求[9]；然

而其简便、成本低的优势使得机械式测量技术并未被

完全取代。在胸型测量中，主要是以发育成熟 d 的女性

为对象，而未考虑到发育期少女特殊的生心理特征[10]。 

数字式测量技术是指透过计算机科技间接操作

并转换所得人体数据的技术手段，测量方式主要为非

接触式[11]。主要为二维人体测量技术、三维人体测量

技术、4D 扫描技术、体内测量技术以及高新技术测

量技术等[12]。二维人体测量关键在于获取清晰的人体

轮廓边缘和确定人体特征点，但由于体型众多不一，

难以建立统一的计算模型[13]；三维摄影测量系统因耗

时少、成像精确和数据处理便捷等优势被逐渐应用于

临床。但三维仪器的硬件设备通常价格较高，且划定

乳房边界的方法会影响到该方法的准确性[14]；4D 扫

描技术可被视为即时的 3D 扫描，用于捕获对象一段

时间内动态信息的连续 3D 扫描，然而 4D 扫描生成

的人体数据繁多，给数据处理带来了挑战；体内测量

技术主要通过 CT、MRI 或超声等方式扫描人体，获

得人体内部组织结构的序列断层扫描数据，虽有较高

的准确性及可重复性，但测量姿势不适且耗时久，研究

称，MRI 测量乳房体积扫描和计算共需 68.0±14.1 min，

价格昂贵，因而不适合发育期少女胸型的量测。 

1.2  测量技术问题结构 

现有胸型量测技术存在不足，分别从测量学理、

测量工具的使用性和有效性以及受测者的生心理特

征等三个维度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测量学理：由于乳房组织的特殊性，现有技

术均在在测量时通过提取其乳点及特征点而非严谨

的人因工学测量基准点，缺少稳定性，尤其在快速的

发育时期，随着乳房的变化或自我量测时手臂的动作而

发生位移，从而产生测量的误差，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2）测量工具：经过对测量工具本身的使用性及

有效性汇整分析，发现对于发育期少女胸型的量测，

现有测量工具均有弊端，尤其在测量工具的稳定性方

面，受呼气、皮肤压迫、姿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大，

存在“测不准”现象，因而不存在单一真实的尺寸[15]。 

3）受测者：发育期少女正处于成长的特殊时期，

心理较成年女性具很大差别；在生理上，发育期少女 

 

 
 

图 1  现有胸型测量技术之不足 
Fig.1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chest  

measure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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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型变化快，而现有胸型量测几乎不适用于动态变化

的量测，心理上伴随着出现敏感害羞的特征，机械式

测量要求裸身所带来的尴尬以及数字数测量姿势要

求所引起的心理不适问题也尚未得到良好解决。 

2  基于镜子理论的胸型量测模式 

镜子理论依照顾客使用产品或服务中产生的种

种抱怨及其程度，分析种种抱怨，借助逆向思维法，

让设计师可以和顾客一起站在负面抱怨端的位置上，

设置一面许愿镜，通过“反射”作用，看见“愿望端”

与现状相对最远为当下最为期待的正面愿望[16]。借助

可行的工具、方法、技术或资源，找到可行方案能实

现全部或部分愿望，创造出新的需求、价值和产品[17]。

镜子理论的核心应用方法为二元论命题翻转模式，是

一种有系统、有步骤的定性命题与转换程序，将抱怨

端的顾客不满内容转化为愿望端顾客所期望的理想

标的[18]，核心操作程序有七，基于镜子理论的胸型体

积测量装置设计构想产出分述如下。 

2.1  建立完整顾客历程 

顾客历程（Customer Journey，CJ）是指对特定

产品采用程序的系统化描述，由时间序上所有的价值

活动所组成[19]，表示为： 

Customer Journey=CJ（x）=ΣJx,x=1..m[J1,J2,…,Jm] 

其中，CJ（x）表示一个完整的顾客历程，是由

m 个价值活动所构成，其中包含使用产品或服务的起

点（J1）、中间所有的过程（J2,…,Jm–1），以及结束的

终点（Jm）。在测量胸型体积的顾客历程中，并不只

有单纯的测量，而是包括了与顾客相关的所有心智历

程或价值活动，见表 1。在现有的胸型体积测量中，

历程的起点是脱除衣服做好量测前的准备，然而在测

量中裸身测量首先会带给被测者心理上的尴尬，机械

式测量工具直接接触到皮肤从而产生的测量误差，而

数字式测量技术则需要在测量时保持固定的姿势，微

小晃动将会影响到测量结果，以上两种测量方式均缺

少稳定的测量基点，且需要专业人员协助测量，受测

量人员操作熟练度的影响，测量的准确度也缺乏客观

性，测量后测量结果的转换复杂、等待时间久，单次

测量价格昂贵，当顾客感受到胸型的变化时由于上述

负面体验而无法选择实时量测胸型数据。 

2.2  确认关键历程内容 

由于并非所有顾客历程为顺畅圆满过程，通常顾

客清楚记得的不是多数顺利的过程，而是少数不满的

历程，用户历程的不满往往是外显抱怨与内隐疑虑的

总和，故需从不同角度来描述，表示为： 

J(x)=[J1,J2, …Jm]=[(E1+I1),…,(Em+Im)]= 

Σ(Ex+Ix),x=1,…,m=ΣMx,x=1,…,m=M(x) 

其中，(Ex+Ix)表顾客历程中之外显抱怨（E）和

内隐疑虑（I），Mx 指驱动各历程背后的动机或核心

需求。在胸型体积测量中，脱衣所经历的外显抱怨为

顾客心理的害羞及尴尬，内隐疑虑为裸身造成心理不

适，二者的共同性为“裸身测量所带来的尴尬”，内

在需求动机为“保护隐私”。同理，可推论出所有历

程的内在需求动机，见表 2，分别是“固定基点”“保

护隐私”“自我量测”，其中又以“自我量测”为大宗， 
 

表 1  顾客历程及心智活动 
Tab.1  Customer journeys and mental activities 

程序 主要历程内容 心智活动 

1 脱除衣物 裸身造成心理不适 

2 
固定测量工具 呼吸、皮肤压迫等影响测

量准确度 

3 
做出指定姿势与动作 测量过程中需要专业人员

协助、舒适度低 

4 保持固定姿势与动作 测量时需要花费多的时间

5 等待测量结果 测量数据处理复杂 

6 付款 测量价格昂贵 

7 
感觉胸型变化再次测量 不方便随时测量胸型体积

变化 
 

表 2  各历程内在需求动机的推论 
Tab.2  Inferences on intrinsic demand motivation of each process 

程序 顾客历程（J） 外显抱怨（E） 内隐疑虑（I） 需求动机（M）

1 脱除衣物 心理害羞、尴尬 裸身造成心理不适 保护隐私 

2 固定测量工具 过程中需要专业人员协助 

无法得知固定位置 

裸身造成心理不适 

不知何为测量起点 

保护隐私 

固定基点 

3 做出指定姿势与动作 过程中需要专业人员协助 

测量过程不舒服 

裸身接触造成心理不适 

姿势及工具接触不舒服 

自我量测 

4 保持固定姿势与动作 身体晃动影响测量结果 不知如何保证数据准确 固定基点 

5 等待测量结果 测量数据处理复杂 不知何时得知结果 自我量测 

6 付款 测量价格昂贵 测量频次高难以负担 自我量测 

7 胸型变化想再次测量 不方便随时测量体积变化 

无法得知之前测量位置 

测量学习成本高 

不知何为测量起点 

自我量测 

固定基点 



第 42 卷  第 12 期 赵雨淋等：基于镜子理论的胸型量测装置设计 73 

 

表 3  负向顾客历程命题 
Tab.3  Negative customer journey propositions 

需求动机 聚焦项目 负面顾客历程命题

固定基点 不知如何保证数据准确 无法确定测量起点

保护隐私 裸身造成心理害羞不适 必须裸露才可量测

自我量测 

姿势及工具接触不舒服 

裸身接触造成心理不适 

不知何时得知测量结果 

测量频次高经济难负担 

只有固定场所提供测量 

只能按照固定指令

他人任意触碰身体

等待测量数据转换

测量成本高操作难

未能关注胸型变化

  
故可知顾客在“胸型体积测量”历程中最关心的价值

活动为“自我量测”，而影响“自我量测”结果准确

度的重要因素为“固定基点”和“保护隐私”。 

2.3  负向顾客历程命题 

顾客历程或产品使用经验都可以复数个程序步骤

来表示，顾客将负面顾客命题的抱怨主张（Complaint 

Statements，CS），表示为： 

CS(x)=ΣCx,x=1,…,n=[C1,C2,…,Cn]=Σ(Ex+Ix),x=1,…,m 

其中，Cx 表示以负面命题的各个顾客历程，每个

负 面 命 题 可 包 含 所 属 历 程 之 外 显 抱 怨 和 内 隐 疑 虑

（Ex+Ix），负向顾客历程命题见表 3，时间轴上应先

在于找到固定的测量基点并从其开始量出，在测量时

需要保护隐私，最后进行自我量测以读取胸型尺寸数

据，将相近历程内容加以合并整理，例如，在测量前

脱衣、测量过程中需要专业人员协助均造成心理不适

等，以精简顾客历程，并遵循二元论格式从负面情绪

角度陈述顾客历程，得“负面顾客历程命题”。 

2.4  命题二元翻转模式 

二元论翻转的关键技术在于将抱怨的抱怨负负

得正地转译为“愿望主张”，以创造力数学表示为： 

CS(x)·(–1)=(–1)·[C1,C2,…,Cn]=(–1)·[–W1,…,–Wn]= 

[W1,W2,…,Wn]=ΣWn=Ws(Wish Statements) 

所得到的“愿望主张”系从顾客角度所产生理想

的、愿望的产品使用程序或顾客历程，从“负面顾客

历程命题”步骤可知，“否定语气”的翻转作用可以

数学“负壹（–1）”或“减法”的概念表示，意指能

将抱怨空间加以缩小或彻底消除的，就是所需要的解

决方案，如“必须→不须”、“没有→有”；而“非肯

定语气”的翻转作用则可以理则学“非壹（～1）”，

意谓“只要不是原本的操作方式或抱怨情况，就是可

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特定的→任意的”、“所有

的→唯一的”见表 4，“胸型体积测量”的顾客历程

采用～1 式和–1 式概念进行二元论命题翻转之可能

产出，并从动机需求角度审视转换机会。“保护隐私”

的关键核心并非测量工具本身，而是透过人性的洞悉

以最自然、简便的方式得知胸型体积数据，因此“无

法确定测量起点”可透过–1 式翻转为“需要固定测量 

表 4  采非壹式和负壹式概念进行命题翻转 
Tab.4 The concept flipped proposition with (~ 1) and (– 1) 

二元化“顾客行为”翻转模式（–1/~1） 建立愿望模型 

无法确定测量起点 –1 需要固定测量基点

必须裸露才可量测 –1 无须裸露便可量测

只能按照固定指令 –1 不必按照固定指令

他人任意触碰身体 ~1 提供自助自我量测

等待测量数据转换 ~1 数据转换快且方便

测量成本高操作难 ~1 轻松简单居家量测

未能关注胸型变化 –1 关注胸型动态变化

 

表 5  萃取正向顾客价值 
Tab.5  Extraction of positive customer value 

愿望模式 整并历程 一次精简历程 价值提案

需要固定测量基点

无须裸露便可量测

不必按照固定指令

提供自助自我量测

数据转换快且方便

轻松简单居家量测

关注胸型动态变化

固定测量基点 

自我居家测量 

理想尺寸测量 

数据读取简单 

关注动态变化 

稳定基点 

自助测量 

理想尺寸 

主观舒适

度测量 

 

基点”，“他人任意触碰身体”亦可透过～1 式翻转为

“提供自助自我量测”，以此类推翻转所有负面命题。 

2.5  萃取正向顾客价值 

为聚焦创新空间，将愿望模型中具有相同或相近

属性的解答进行整并、精简及萃取核心。首先，指出

所有相同或相近属性的解答项目，如“无须裸露便可

量测”“不必按照固定指令”“提供自助自我量测”，

合并后的历程项目缩减为五个；接下来将第一次合并

后的分支历程继续并整精简，“自我居家量测”“数据

读取简单”“关注动态变化”精简为“自助测量”。经

两次精简后最后得出顾客角度的价值提案——主观

舒适度测量，这对顾客而言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美

好生活模式”。 

2.6  描绘期望顾客历程 

利用镜子理论对胸型测量的顾客抱怨历程进行

翻转得到理想解答组合的价值提案后，进而分析顾客

类型及其需求，选择处于发育期的少女，其胸型处于

快速、流动变化阶段，对于胸型的测量需求具有必要

性及急迫性，并建立用户画像，见图 2，描绘其对于

胸型量测所期望的历程见图 3。将胸型测量完整的操

作拆分为五个步骤，分别对应不同的操作行为及内隐

需求，对需求进行设计方向的思考，得到胸型新测量

模式具有价值的设计要点为稳定性、客观性、舒适性、

易学性以及普及性，并以此作为胸型体积测量装置创

新设计的依据。其中，稳定性为新的测量模式具有合

乎学理的稳定测量基点；客观性为测量数据相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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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画像 
Fig.2  Persona 

 
确；舒适性为测量工具在使用上生理及心理的舒适；

易学性为工具操作简单，学习门槛低；普及性为测量

数值能够与现有内衣产品相映射，且测量装置经济、

便携易获得。 

3  新胸型测量装置的方案设计 

3.1  设计方案 

依据上文顾客对于测量工具由抱怨到愿望的翻

转结果，结合具有价值的设计要点即稳定性、客观性、

舒适性、易学性以及普及性等对胸型测量装置进行设

计。该设计方案采用穿戴式测量方式，主要分为胸型

细部测量部分（见图 4）以及胸型体积测量部分（见 

 

图 5）两部分，胸型细部测量部分由肩带、调节扣、

肩带量尺、胸型体积测量结构、下胸围测量尺、测量

基点固定结构以及胸径宽测量结构等组成；胸型体积

测量部分由内杯、外杯、内密封层、外密封层以及单

向阀等结构组成，外杯和内杯均为大小一致的正半球

体，内杯套叠于该外杯内；外密封层覆盖在内杯杯口，

而内密封层覆盖在外杯杯口；单向阀设置在内杯杯

底，并穿过内杯杯底的杯壁和内密封层；内杯的内部

填充满空气，且通过单向阀与外杯的内部连通；内杯

和外杯通过单向阀、内杯的杯壁、内密封层三者的连

接处进行相对连接，内杯和外杯之间的相对位置通过

该连接处进行相对限定。 

在测量操作程序上，首先测量胸型尺寸细部，

测量装置为前开式，肩带部分为弹性布料适用于不

同体型使用者，将肩带部分套于肩膀后通过调节扣

调整至自身舒适状态，设定胸骨处的剑突点（沿两

肋骨处向上寻找，直至摸到一处凹陷软骨）为固定

的测量基点，将测量基点固定结构的上缘贴合剑突

点固定，将连接在其上的下胸围尺调整、固定并读

取下胸围尺寸数据，最后将四个可滑动的胸径测量

结构调整至左右胸部的两侧边缘，以读取胸径尺寸

数据，待测量结束后，胸径测量结构可固定于测量

装置上，以便于再次测量时对比胸型细部变化；完

成胸型细部尺寸后，将胸型体积测量部分固定于胸

部进行测量。 

 
 

 
图 3  期望顾客历程 

Fig.3  Expected customer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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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肩带；2. 调节扣；3. 肩带量尺；4. 胸型体积测量结构；5. 下胸围测量尺；6. 测量基点固定结构；7. 胸径宽测量结构 
 

图 4  设计方案 
Fig.4  Design scheme 

 

 
 
 

注：41. 外杯；42. 内部；43. 外密封层；44. 内密封层；45. 刻度；46. 单向阀 
 

图 5  胸型体积测量结构 
Fig.5  Structure of volume measurement 

 
完成胸型细部尺寸测量，将体积测量部分固定于

胸前以测量胸型体积。体积测量主体部分的内杯、外

杯为质量较轻的塑料材质，内密封层与外密封层则为

橡胶材质，价格经济易负担、工具轻便易携带、结构

简单易测量；由于胸部形状、大小各异，加之受呼气、

皮肤压迫、测量姿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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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准确性，故使用者调节测量工具至自我感知舒

适的位置后再进行测量，具有相对于自身测量数据的

客观性；工具主要测量技术为排空气法，测量程序大

致分为 3 步：（1）穿戴测量工具，并将工具调整至自

我感知舒适状态；（2）将胸部压入外密封层，使得内

杯的空气由于压力从单向阀排到外杯，外杯由于气压

向外推出；（3）读取内杯边缘与刻度的交汇处数值，

换算为胸型体积，完成测量，测量速度快，既避免了

传统排水法胸部与水接触所带来不适，又避免了三维

扫描技术所带来的测量速度慢、姿势固定等问题，主

观舒适性高；针对易学性问题，已知内杯与外杯均为

半球体，体积相等，内杯体积公式为： 

V1=
4

3
πr1

3/2  (1) 

其中，r1 为内杯半径，当乳房压入内杯使得内杯

气体由于气压排向外杯，外杯受气体压力向外推出，

外杯推出部分的气体体积为乳房推入体积的置换，故

与乳房体积相等，公式为： 

V2=V1–[πr2
2 (3r1 – h) / 3] (2) 

其中，根据球冠体积公式，为求得外杯推出体积，

用 V1 半球体积减去内杯与外杯的交汇体积，r2 为内

杯边缘与刻度的交汇处数值，即内杯底部到外杯口的

距离。测量数据换算方式简单、有效，学习成本低，

易于自我量测；测量的胸型体积数据应与现有内衣市

场所提供的产品尺码相映射，以推荐合适的内衣产

品。故将测量工具设定为 S、M、L 三个型号，用户

可根据胸围选择合适测量工具型号。 

3.2  设计评价 

通过收集客户测量胸型体积的抱怨历程，经镜子

理论将抱怨翻转为愿景，对提取的价值要点进行设

计。为得到上述设计方案相对客观的可行性、进步性

评价，选择 30 位年龄在 18～30 岁的女性用户，采用

SD 法（即 SD 法即语义差异法）建立 5 级语义差异[20]，

可将用户对于某个产品的感性意象进行量化表达。针

对每一个评价指标选择一对合适的反义词置于语意

差分量表两端，用户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对每一评价

指标给出相应的得分[21]，对胸型体积测量工具从普及

性、客观性、舒适性、易学性、科学性五个方面进行

定量评价，见图 6。 

为便于后期数据处理，构建如下评价模型[22]： 

F=
1

30
Σsign(Xi–X),i∈(1,2,3…30)  (3) 

其中，X 取打分区间中间值 0，Xi 表示对同一评

价指标每个用户所打的分数，sign 为方向性函数，定

义如下： 

sign(Xi–X)=

1, 0

0, 0

1, 0

Xi
Xi
Xi


 


当 ＞

当

当 ＜

              (4) 

 
 

图 6  SD 量表 
Fig.6  SD scale 

 

表 6  胸型体积测量装置设计评价结果 
Tab.6  Design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chest  

volume measuring device 

F1（稳定性）F2（客观性）F3（舒适性） F4（易学性）F5（普及性）

0.892 0.761 0.616 0.875 0.529 

 

计算可得 F 的取值区间为[–1,1]。若 F＞0，表示

胸型体积测量工具在该评价指标方面为用户所满意，

若 F=0，表示在该评价指标方面，用户满意度一般，

若 F＜0，表示对于该项评价指标，用户满意度较低。

通过计算 30 位用户的评分，得到评价结果见表 6。

由评价结果看出，胸型体积测量工具普及性及易学性

较高，证明新测量工具结构的简单、经济以及学习成

本低等优势得到认可；科学性还需进一步优化，主要

原因为现有验证方式为主观判断，而未能经过实际穿

戴、量测并根据测量数据获得相应尺码内衣的推荐，

这也是此设计方案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4  结语 

提出创新的胸型测量装置对于女性乳腺健康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考量现有胸型体积测量技术的发

展现状以及发育期少女胸型变化特征，基于镜子理论

的创新设计思维，建立抱怨导向的用户胸型体积测量

历程，以二元论方式重新陈述既有流程，将所有程序

抱怨二元翻转之后得到对于现况最为理想的愿望模

式，经合并、精简后提炼价值提案，并将稳定性、客

观性、舒适性、易学性、普及性作为设计实践要点，

最后通过 SD 法验证新胸型体积测量工具设计具有操

作可行性以及产品功能进步性。基于镜子理论的创新

胸量测工具设计的提出，不仅为尚处在动态胸型变化

阶段的用户，包括成长期少女、哺乳期妇女，以及医

病后及退化中等类型用户，都能够准确量测并选购适

合的文胸配戴，保护自身健康发展，还可为文胸产业

提供革新性的发展及巨大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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