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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用户为中心，强调对用户能力、用户心理、用户体验的包容，达到引导老年人主动使用

产品、协助克服就餐障碍、重复使用产品的目的，并基于此设计一款包容性餐盘。方法 在设计过程中

采用需求层次分析法（AHP），构建用户需求因素的评价矩阵。通过记录、归纳用户用餐过程中的行为，

与行为关联物相对应，再将其转换为餐盘设计要求，进而构建用户需求和产品功能要求，并进行相关性

分析，最后用 TRIZ 40 发明原理得出解决方案。结论 以新的切入点解决传统助食产品与特定群体之间

的矛盾，包容性理念为老年及用餐障碍人士解决自理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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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Based on Inclusiv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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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r-centered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inclusion of user capabilities, user psychology and user ex-

perience, to guide the elderly to actively use the product, help them overcome eating disorders and reuse the product, and 

design an inclusive plate based on thi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matrix 

of user demand factors. By recording and summarizing the behaviors of users in the course of the meal process, corre-

sponding to the behavior correlation, and then convert them into the plate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then build the user 

needs and product function requirements, and conduct correlation analysis. Finally, the solution was obtained by using the 

invention principle of TRIZ 40.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food aid products and specific groups can be solved 

from a new point of view, and the inclusive concept can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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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设计界也更加注重

对老年人的关怀。老年阶段的慢性病会使身体各个机

能开始退化和萎缩，将导致老年群体不能独立完成日

常行为活动。此外，老年群体大多患有老年病，其中

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是老年人的“两大杀手”。

老年人自理类辅助生活用品设计受到设计学者的关

注，具有设计介入的空间价值，本文以老年帕金森患

者就餐为例，其 主要的问题为手部震颤会导致日

常饮食动作无法正常完成，使他们在心理上容易受

挫。关注该群体的就餐障碍问题，帮助就餐障碍群

体独立完成就餐行为，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说是非

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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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1.1  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又称作震

颤性麻痹，帕金森病的临床症状分为运动性症状和非

运动性症状。运动性症状包括：肌强直、静止性震颤、

运动迟缓和姿势步态障碍[1]。非运动性症状包括：认

知功能减退、神经精神症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睡

眠障碍、感觉障碍等。医学上将帕金森病按照严重程

度分为 5 个阶段，其中第 1、2 阶段为轻度帕金森阶

段。在中国，帕金森病患者数量较多，占全球总患者

人数的 1/4。 

1.2  包容性设计 

包容性设计承认多样及差异的存在，提出在用户

多样性的情况下，确保相关的产品、环境及服务被尽

可能多的用户在 广泛的情境下使用，而无须特别适应

极端用户的体验，把他们当做多样化人群的一部分来对

待[2-3]。包容性理念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当单一的设计

无法满足用户多样性的需求时，包容性设计可以提供

更多的选择，为多样化群体提供使用上的灵活性。 

2  老年助食用具现状与设计原则 

2.1  老年就餐辅助类产品 

就餐辅助用具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加自如地生活，

例如防抖勺、助食勺、助食筷等。在自理类辅助用具

中，较为出名的是由美国谷歌公司设计研发的抖动勺

Lift Ware，这项成果帮助了很多帕金森患者，使其能

够自主进食。 

2.2  老年辅具产品设计原则 

2.2.1  与老年人认知程度相匹配 

包容性设计要尊重人的多样性。随着年龄的增

高，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开始退化，认知障碍也逐渐

出现，因此，在设计中要遵循目标用户的生理特征和

认知水平，对产品功能的预设应该清晰明了，过多的

因素干扰会增加老年人的认知负荷。 

2.2.2  简化操作，降低使用难度 

老年人的学习与操作能力逐渐下降，高度集成化

的产品会增加其学习难度，降低操作效率与准确率，

失误的操作会使老年人产生挫败感，因此，要从冗杂、

零散、琐碎的功能中筛选、提取核心功能。 

2.2.3  弱化标签属性 

从包容性角度来看，老年辅具若是打上了“病症”

及“衰老”的烙印，容易使人产生抵触心理。本着人文

主义关怀的原则，在设计老年自理类辅具时，应避免贴

上“康复”“老年人专用”等标签，以弱化特殊性。 

3  包容性理念的产品设计策略 

设计介入帕金森病患者自理辅助产品，可以将其

使用餐盘时的痛点转化成赋能，这种包容不会强制性

地回避某些能力的缺失，能够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自

主性[4-5]。在老年帕金森病患者的辅助就餐餐盘设计

中，避免因患病所导致的行动力缺陷是 主要的设计

目标，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CD）是包容性设计的

核心[6-7]，将用户能力、用户心理、用户体验作为包

容性设计的基础支撑。通过此设计流程可以将包容性

理念转化为老年产品设计，见图 1。 
 

 
 

图 1  包容性理论运用于老年产品设计流程 
Fig.1 Inclusion theory applied to the design process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3.1  注意对用户能力的评判 

3.1.1  能力与挑战的平衡 

要注意把握老年人能力与任务复杂程度之间的

关系。在自理类辅助产品设计中，可根据老年人丰富

的生活经验，尽量使用老年人原本熟悉的事物进行适

度设计，拉近用户与产品之间的距离[8-11]。老年用户

在使用产品时，产品需要符合用户的实际能力，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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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将被产品排除在外，反之，将促使用户进行下一次

的活动，减少老年人尝试新产品时的抗拒感[12]。 

3.1.2  产品功能性 

帕金森病辅助用具的产品功能性应建立在用户

的行为特征层面，从而构建功能层次结构模型[13-15]，

提取产品核心功能。 

3.2  关注用户心理 

3.2.1  怀旧心理 

老年人普遍具有怀旧心理，会对与过往经历有关

联的元素产生感情羁绊。基于此，本能层面及行为层

面来源于过往旧物件或旧产品的造型和使用方法，可

以增强用户的使用体验感和舒适度；反思层面可以唤

醒老年人对过往经历、以往事件的回忆[16]。从旧有的

习惯出发，顺应旧习，尊重用户的回忆，可以全面展

现设计的共情心理。 

3.2.2  精神需求 

老年人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来满足自身的认同

感，他们不服老的个性导致性格独立，比如遇事通常

不喜欢麻烦子女。老年人在就餐过程中不小心打翻餐

盘或食物从餐盘中滑落，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伤害，助

食辅助产品可以有效改善这一问题，提高老年人就餐

的自主性和自由性。 

3.3  人对产品的体验感 

老年人自理类辅助产品在设计上应尽量与老年

人的潜意识行为产生联系，使其在使用产品时不需要

大脑下达指令，直接凭借条件反射或是多年积累的经

验就能正确进行操作。无意识的操作行为十分有助于

提升老年用户的产品体验[17-19]。 

3.4  包容性理论引导用户使用助食产品的结果 

3.4.1  引导用户使用 

1）为什么用：现有餐盘在使用上不符合老年用

户群体的行动能力，需要一款包容老年人或就餐障碍

人群的餐盘，协助该类人群克服障碍。 

2）想用：对老年人熟悉的物件进行造型，可降

低其对新产品的抵触感，减少其焦虑情绪。 

3）会用：在使用产品时，老年人会根据生活经

验进行操作，无意识的设计理念恰恰与引导用户轻松

地进行产品操作的方式相契合。 

3.4.2  协助克服障碍 

在就餐时，帕金森患者很难根据自己的意志使用

餐盘。包容性设计考虑到就餐障碍人群的难处，切实

解决用户痛点，协助该类人群克服障碍、增长自信。 

3.4.3  重复使用助食产品 

满足了使用前的动机，克服了用餐障碍，那么老

年人会对适老性产品产生依赖感，进而欣然接受。 

4  帕金森病症餐盘需求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老年帕金森病患者，根据群体特

点与需求制定设计策略，才能更好地服务设计实践。 

4.1  AHP 用户需求权重分析 

AHP（需求层次分析法）可以将决策问题的相关

因素按照支配关系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并通过决策分

析得出各个因素对总目标（A）的综合权重[20-22]。通

过用户访谈和调研问卷，整理得到帕金森患者的餐具

设计需求，按相关因素可归类为：本能需求、交互需

求、功能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见图 2。 
 

 
 

图 2  用户需求递阶层次结构 
Fig.2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user demand 

 

建立层次分析模型，制作判断矩阵，其中 ija 表示

jA 相对于 iA 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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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判断矩阵标度[23]为预设做出 n(n-1)/2 的两两

判断，比率标度法见表 1。其中，要素 i 与 j 的重要

度比为 cij，反之 Cji=1/cij。判断矩阵 A 所对应的特征

方程如下： 
maxAW W  (1) 

式中：λmax 为判断矩阵的 大特征根，将特征向

量 W 进行归一化处理， 后计算 CR 对结果进行一致

性检验，见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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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1

λ nCI
n





 (2) 

CICR
RI

  (3) 

式中：CI 为一致性检验指标；RI 为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标，取值见表 1；CR 为一致性比率。当 CR≤

0.1 时，表明判断矩阵合理，见表 2。 
 

表 1  1—9 比率标度法 

Tab.1 1—9 Ratio scaling method 

标度 表示的意义 

1 以上一层次某因素为准则，本层次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同样重要 

3 以上一层次某因素为准则，本层次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稍微重要 

5 以上一层次某因素为准则，本层次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明显重要 

7 以上一层次某因素为准则，本层次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强烈重要 

9 以上一层次某因素为准则，本层次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极端重要 

 
表 2  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指标 

Tab.2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of judgment matrix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4.2  判别矩阵构建及权重的实践 

在帕金森病患者餐盘设计的层次分析模型中，目

标层为餐盘设计总需求。准则层的评价指标分别 C1、

C2、C3、C4，依据上述标度法从设计师角度对各层指

标进行两两评价，见表 3。 
 

表 3  老年餐盘设计总需求判断矩阵 
Tab.3 Judgment matrix of total demand for  

elderly plate design 

指标 C1 C2 C3 C4 

C1 1 2 3 5 

C2 1/2 1 2 3 

C3 1/3 1/2 1 2 

C4 1/5 1/3 1/2 1 

 
首先计算出餐盘设计总需求判断矩阵的 大特

征值 max 4.014 5  。计算一致性指标 CI： 

max 0.004 8
1

n
CI

n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0.9RI  。老年餐盘设计总

需求的随机一致性比率： 

0.005 4 0.10
CICR
RI

    

因为 CR 小于 0.1，所以判断矩阵构造合理。 

同样，根据自我实现需求（C1）、功能需求（C2）、

交互需求（C3）、基本需求（C4）的指标权重，构造

判断矩阵 ( )ij p pu S ，计算出判断矩阵的 大值为

C1：λmax＝4.031 0，C2：λmax＝4.020 6，C3：λmax＝4.004 2，

C4：λmax＝4.010 4，由此，一致性指标 CI 分别为

0.010 3、0.006 9、0.001 4、0.003 5。 

C1、C2、C3、C4 的随机一致性比率分别为 0.011 5、

0.007 6、0.001 5、0.007 6，结果均小于 0.10，判断矩

阵构建合理。由此，可以分别计算出二级指标权重及

综合目标权重，见表 4。 
 

表 4  目标权重排序结果 
Tab.4 Sorting results of target weight 

一级

指标

一级

权重

二级

指标

二级 

权重 

综合 

权重 
排名

C1 0.482 9 C11 0.300 5 0.145 111 2 

  C12 0.504 1 0.243 430 1 

  C13 0.122 6 0.059 204 6 

  C14 0.072 7 0.035 107 8 

C2 0.272 C21 0.433 7 0.117 966 3 

  C22 0.238 9 0.064 981 5 

  C23 0.238 9 0.064 981 5 

  C24 0.088 6 0.024 099 10 

C3 0.157 C31 0.234 6 0.036 832 9 

  C32 0.448 8 0.070 462 4 

  C33 0.234 6 0.036 832 9 

  C34 0.081 9 0.012 858 12 

C4 0.088 2 C41 0.423 6 0.037 362 7 

  C42 0.227 0 0.020 021 11 

  C43 0.227 0 0.020 021 11 

  C44 0.122 3 0.010 787 13 
 

4.3  QFD 构建质量屋 

产品功能应 大限度地与用户行为相匹配，精确

捕获帕金森病患者在就餐时发生的行为[24-25]，需要有

计划、有目的地对测试者进行观察，并记录测试者基

本的心理特征，对用户行为做好记录。选择 15 名年

龄为 60~75 岁的老年人及轻中度帕金森病患者作为

实验用户，在正常就餐环境下通过家人协助进行非参

与式记录，观察他们在就餐过程中使用餐具时的障

碍，对受访者的行为进行归纳比对，将就餐的整个活

动大致分为准备、盛饭、吃饭、倒食物、端起餐具、

冲洗餐具等阶段，并与行为关联物相匹配，见图 3。

将设计师的经验转化为产品的设计要求，作为产品功

能要素的制定依据，并与产品要求一一对应，建立产

品功能映射关系，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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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就餐流程与用户行为对应关系 
Fig.3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ning meal process and user behavior 

 
 

 
 

图 4  行为特征—产品功能映射关系及老年餐盘设计要求 
Fig.4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d product functions  

and design requirements of elderly plate 

 
在确定用户需求 URi 及其权重 Wi 后，根据用户

需求和产品功能要求计算设计要求权重： 

1
j i ij

n

i
u w a



   (4) 

1

/j j j

m

j
r u u



   (5) 

构建相关性量化评价模型，见图 5。 

根据相对重要的设计要求建立屋顶矩阵，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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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户需求和产品质量要求矩阵 
Fig.5 Matrix of user requirements and product quality requirements 

 

间存在的矛盾关系，其中，负相关矛盾为待解决矛盾，

见图 6。 
 

 
 

图 6  质量要求屋顶矩阵（局部） 
Fig.6 Quality requirements roof matrix (partial) 

 

5  TRIZ 理论指导老年餐盘产品设计实践 

5.1  矛盾与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TRIZ 理论常用于发明创造、解决难题，以及研

究整个设计与开发过程[26-28]。39 个通用工程参数是

工程领域常用的表述系统性能，将 3 对矛盾抽象为

39 个通用工程参数，并对照矛盾矩阵表查询解决办

法，得到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见表 5。 

表 5  冲突问题的 TRIZ 问题转化与解决方案 
Tab.5 TRIZ problem transformation and  

solution of conflict problem 

序

号

负相关技

术要求 

所属的 39 个 

通用工程参数 

相应的 TRIZ 40 

解决办法 

方便维护 No.30 有害因素 
1

一体化 No.12 形状 

No.1, No.10, No.21, No.3,
No.36, No.18, No.15 

模块化 No.8 静止物体

体积 
2

结构简单 No.26 物质或事

物的数量 

No.28, No.4, No.37, No.35,
No.13, No.12 

防抖 No.30 有害因素 
3

无意识交互 No.13 稳定性 

No.1, No.3, No.14, No.18,
No.4, No.17, No.7 

 

5.2  适老化餐盘设计方案 

经过前期的调研及定量分析，得到如下解决方案

及创新设计。 

5.2.1  餐盘结构设计问题 

通过对矛盾问题的描述可知，餐盘既要能防止人

们在取餐时晃动导致的摔落，又要能便于清洁，这 2

对矛盾的实质为：上下 2 个部分既要在使用时保持连

接，同时又需要在不用时分离。 

理想的 终解为：餐盘把手部分在脱离手部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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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上层餐盘分离。餐盘把手零件图见图 7。释放时

把手工作原理见图 8，其中，F1、F2 均大于 F3、F4，

即弹簧压力大于磁铁磁力，此时 F1 和 F2 都是弹簧弹

力，F1 是释放后弹簧向上的推力，F2 是释放后弹簧

对下表面向下的压力。当手给下部分磁铁施加向上的

力时（F0），弹簧挤压，此时 F3、F4 为磁铁磁力，能

够使餐盘上下 2 个部分贴合（见图 9）。 

 

 
 

图 7  餐盘把手零件图 
Fig.7 Parts of the plate handle 

 

 
 

图 8  释放时把手工作原理 
Fig.8 How the handle works when released 

 

 
 

图 9  使用时把手工作原理 
Fig.9 How the handle works when in use 

 
以上已经对餐盘把手部分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

接下来需要根据 TRIZ 理论的 40 个发明原理对所描

述的冲突问题进行逐一解决。 

解决第 1 对矛盾可用的原理为动态化、减少有害

作用、预先放置原理，在结构上分体式的餐盘更容易

清洗。由于用户手部颤抖易导致上层结构不稳定，所

以在用户端餐盘的过程中需要使餐盘合并，在使用餐

盘时，弹簧受到挤压，磁铁装置贴合，反之则分离。

把手内部结构爆炸图见图 10。 

解决第 2 对矛盾可用的原理为机械系统替代、不

对称、反向作用原理，将复杂的功能和机械结构通过

物理方式和反向思维来解决。针对用户无法将餐盘底

部的食物吃干净的问题，可通过对盘子和碗的底部增

加倾斜设计来解决，这样能更好地引导食物聚拢在一

起，使用户更方便地盛出，见图 11。 

 
 

图 10  把手内部结构爆炸图 
Fig.10 Exploded view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handle 

 

 
 

图 11  碗底倾斜设计 
Fig.11 The inclined design of the bottom of the bowl 

 

解决第 3 对矛盾可用的原理为分割、局部质量改

善、曲面、不对称原理，用户在餐具之间倾倒食物时

由于手部颤抖，无法精准完成动作，需要助力支撑点。

可以在盘和碗的边沿设置局部切割的凹槽，颜色和材

质的区别能使具有丰富经验的用户马上察觉到其作

用，凹陷部分的形状刚好适合在配套餐具之间倾倒食

物，增加了稳定性，见图 12。 
 

 
 

图 12  方便倾倒的设计 

Fig.12 Design for easy pouring 
 

5.2.2  包容性理念在餐盘设计中的意义 

适合老年人和帕金森病患者使用的餐盘，其功能

并不会影响正常用户群体的使用，并且正常用户群体

在使用时的体验感也会高于普通餐盘。不同的用户也

许会对同一产品提出不同的需求，但从包容性设计角

度来说，给予更多的用户包容，减少大部分用户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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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中的排斥感，这就是包容性设计的意义。 

6  结语 

包容性理念为助食餐盘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包

容性强调以人为中心，使产品既具有正常的功能，适

合大多数人使用，又包含一些装置，适合特殊群体使

用。从“为什么用”“想用”“会用”3 个步骤进行引

导，从人群的能力、心理、体验等角度，使特殊群体

愿意去使用适老性产品。AHP 方法和行为模型理论

引入特殊群体的产品设计中，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准

确的产品设计需求[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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