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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用户实际使用需求角度出发，设计一款在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边角浪费且具有创新性交

互方式的智能肥皂盒。 方法 从情感化设计的层面进行研究，将用户行为的调研数据作为对产品功能需

求设计的依据，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即（AHP）分析法，将用户需求进行整理归纳得出产品功能需求层级

属性，加以权重计算找到亟须解决的问题，为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对其中的技术问题，构建产品技术矛

盾质量屋，将具体的设计问题抽象转化为 TRIZ 理论中的 39 个通用工程参数，通过矛盾矩阵得出技术

矛盾的解决方法，对应 TRIZ 40 项发明原理逐一突破。结果 从用户对肥皂盒使用需求角度出发，并运

用 TRIZ 理论发明方法，可在较大程度上对设计师给予指导性意见，保障了设计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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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search of Soap Box Based on Kano and KJ Method 

YIN Hong, LI Yan-T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Nanchang University, Jiangxi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sign a smart soap dish that does not waste corners during use and has innovative in-

teraction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ctual user needs. This paper adopts to research from the level of emotional design, 

take the survey data of user behavior as the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product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us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alysis method to organize and summarize user needs to obtain the hierarchical attributes of 

product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urthermore, it calculates the weights to find the urgent needs to be solved, and provides 

data support for the design. For the technical problems, this study builds a quality house of product technical contradic-

tions, and abstracts the specific design problems into 39 general engineering parameters in TRIZ theory. Through the con-

tradiction matrix A solution to technical contradictions is obtained, and breakthroughs are made one by one corresponding 

to the 40 invention principles of TRIZ. In conclusion, by applying the TRIZ invention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

ers' needs for daily use of soap boxes, it can give guidance to designers to a large extent, and ensure scientific nature for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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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常规的日用品设

计通常更注重功能性，属于快销设计属性，因此用户

在体验方面的设计需求属性无法得到满足。文中从用

户的需求角度出发对肥皂盒进行了二次设计，着重解

决了部分用户使用需求问题与生活资源浪费等情况。

为今后日用品设计创造了指导性思路。 

1  肥皂盒产品设计现状及问题 

1.1  肥皂盒产品设计现状 

市面上的肥皂盒产品造型同质化严重，结构主要

由肥皂盒的底座、沥水层、盒盖构成。现有的肥皂盒 
 



第 43 卷  第 14 期 尹洪，等：基于用户体验的智能肥皂盒设计研究 297 

 

产品设计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 

1）吸盘肥皂盒，在肥皂盒底座的底面添加吸盘，

可以固定位置防止乱丢乱放；肥皂盒底座的侧面添加

吸盘，则可使其吸附在墙面上方便拿取，这种设计可

以延长肥皂盒使用寿命，提高洗手池空间的利用率。 

2）自动流废液肥皂盒，将肥皂与肥皂盒的接触

面设计为倾斜模式，并在倾斜式的表面设计出一定深

度的沟槽用于废液流出，这类肥皂盒在结构上需要挡

板，防止肥皂下滑。 

3）收集废液的底盘肥皂盒，带有收集作用装置，

底盘设计可将积攒的肥皂液集中倒掉，这个装置的使

用避免废液弄脏台面[1]。 

1.2  肥皂盒使用的问题 

1）肥皂乱丢乱放的现象和盖子扣不严等情况严

重，这种现象会导致肥皂盒使用寿命的缩短。 

2）由于个人习惯和设计问题，用户在湿手的情

况下使用肥皂，再将沾满泡沫的肥皂放回肥皂盒内，

会创造出潮湿的环境使得肥皂滋生细菌。 

3）肥皂是很容易产生浪费的产品，在使用过程

中肥皂皂体会变软变薄，直至断裂从而被废弃，造成

资源浪费。 

2  AHP 层次分析法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AHP 层次分析法由美国运筹学家 Saaty 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2-3]，AHP 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

分析的一种多准则决策方法[4]。AHP 层次分析法通过

对系统目标的确定[5]，将具体要素构成一个递进结构

的关系，按照目标的不同及功能的区别，将该系统分

为几个层次，通过以上一层次要素为基础，将同一层

次的要素做两两对比后再进行矩阵运算，确定各个层

次之间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最后算出各层次对目标的

总权重，得出科学、合理的决策[5-7]。 

3  智能肥皂盒设计需求层次分析 

3.1  AHP 用户需求调研 

为了使用户需求调研更加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

选择 15 位目标用户进行访谈记录，访谈的重点主要围

绕用户在使用肥皂时的行为和使用心理进行，并为肥皂

盒产品的功能需求提炼出依据。以年轻工作群体作为调

研用户，在普遍的肥皂盒使用环境下观察使用过程的问

题所在，并根据设计师经验与用户使用反馈生成产品设

计要求，将其作为产品功能需求要素的制定依据[8-9]。 

AHP（需求层次分析法）[10-12]是将决策问题的相

关因素按照支配关系建立递阶层次结构，继而进行决

策分析得出各个因素对总目标（A）的综合权重，以

用户访谈和调研问卷的形式整理出用户对肥皂盒的

设计需求词汇，按照相关因素分析可以归类为体验层

面、环境层面、功能层面、本能层面。 

将访谈结果整理、总结后，从 4 个维度进行解释：

基本层面，即肥皂盒产品在颜色、材质、形态、工艺

等视觉方面的体现；功能层面，即肥皂产品自身功能

的实现形式；体验层面，即产品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

的主观体验感；环境层面，产品使用后对环境产生的

持久影响。设计总需求指标下的需求指标有颜色美

观、造型创新、工艺精致、杀菌功能、多功能、一体

化、模块化、可固定墙面、沥水装置、解决肥皂泡软

问题、减少细菌滋生、创新交互方式、省时省力、使

用清洁、加工方便、方便维修、适应现代居家环境、

材质安全、减少资源浪费等 19 项功能需求，为其编

号为 A1—A19，见图 1。 

3.2  构建判断矩阵及权重计算 

向量积正规化法的步骤如下。 

借助正规化处置矩阵，利用以下公式： 

1

/ ( , 1,2, )
n

i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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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i j n


 ij 
 

(1) 

 

 
 

图 1  肥皂盒设计总需求 
Fig.1 Total soap box desig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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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矩阵当中的元素相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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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上式中的 iw ，实施正规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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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矩阵向量予以运算，确定各元素的权重和次

序，设矩阵由 A1 Criterion Layer，A2 Scheme Layer、

H Target Layer 这几种不同权重要素构成。按照以下

公式，对向量进行计算，其中 w1 和 w2，表示各层的

权重[13-15]： 

1 2 3 4 5( , , , , )w w w w wW
 

(4) 

开展一致性检测，若能通过检测，意味着矩阵是

成立的，即存在解释价值。 

假定 CI 代表一致性指标： 

CI
CR

RI


 
(5) 

经研究可知，当过多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会很

大程度地影响到人的判断，但普遍来说 7±2 的范畴还

是比较合适。 

用 1~9 尺度表示它们之间的差别（见表 1），并

且在比较时，做 n(n–1)/2 次两两判断，得出较为合理

的排序[16]。 
 

表 1  1—9 比率标度法 
Tab.1 1-9 Ratio scaling method 

标度 表示的意义 

1 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3 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两个 

因素 

比较 

前一个因素比后一个因素极端重 

2、4、6、8 两相邻因素判断的中间值 

上述值的倒数 两因素反过来比较是原来比较值的倒数 
 

表 2  矩阵阶数为 1~9 的 RI 取值 
Tab.2 RI values of matrix order 1~9 

n RI n RI 

1 0.00 6 1.24 

2 0.00 7 1.32 

3 0.58 8 1.41 

4 0.90 9 1.45 

5 1.12   

 
表中 n=1,2 时 RI=0，是因为 1，2 阶的正互反矩

阵总是一致阵。 

分别制定目标层级和子层级矩阵，然后通过 8 名

专家进行打分，对结果再进行内部的论和归纳，根据

几何平均算法得到各层级指标权重：目标层（A）对

应的准则层（A1、A2、A3、A4）的权重值分别为 0.625 0，

0.238 5，0.558 7，0.076 5。体验层面（A11、A12、A13、
A14、A15）的权重值分别为 0.428 0，0.435 2，0.795 4，

0.078 1。环境层面（A21、A22、A23、A24、A25）的权

重值分别为 0.753 9，0.477 3，0.041 3，0.080 9。功

能层面（A31、A32、A33、A34、A35、A36）的权重值分

别为 0.399 5，0.7125 6，0.428 3，0.588 0，0.032 5，

0.210 1。本能层面（A41、A42、A43）的权重值分别为

0.876 4，0.621 0，0.136 5。根据几何平均算法步骤 5

进行计算，一致性检验结果均小于 0.1，因此检验通过。 

3.3  构建功能需求矛盾矩阵 

根据上述层次分析法对各层级指标权重计算结

果可知，在对智能肥皂盒设计开发时，应对产品的创

新性进行重点设计，建立首要设计要素与需求要素之

间的矛盾，构建质量矛盾矩阵[17-20]。 

此次研究是以满足用户体验为设计原则，由专家

打分得到最终要保留的需求，解决肥皂泡软问题、不

与人接触、创新交互方式、防止沾水、加工方便、方

便取皂、多功能、造型创新、工艺精致为重点要改进

的对象。 

得出相对权威的产品重点改进要素后，在对重点

目标相互矛盾的产品功能要素进行两两对比的相关

矩阵分析（见表 3），得出各产品功能要素之间技术

层面的矛盾。 
 

表 3  肥皂盒功能矛盾矩阵 
Tab.3 Contradiction matrix of disposable paper cups 

功能要素 A11 A12 A13 A15 A21 A22 A32 A42 A43

A11 —     +    

A12 — —      –  

A13 — — —       

A15 — — — —  –  –  

A21 — — — — —  +   

A22 — — — — — —    

A32 — — — — — — — +  

A42 — — — — — — — —  

A43 — — — — — — — — —

注：+为正相关；–为负相关； – 为强负相关；—为

不做对比。 
 

其中 A22—A15、A42—A12、A42—A15 三对负相关关

系，得出肥皂盒的相关技术矛盾，将负相关产品的特

性向 TRIZ 问题转化[21-22]。 

分析 QFD 调研的数据屋顶矩阵[23-24]，肥皂盒产

品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对强负相关和两对一般负

相关，分别为造型创新和操作便捷、造型创新和防止

肥皂沾水、方便取皂和防止沾水。 

4  TRIZ 理论运用于肥皂盒产品实践 

结合 AHP 需求层次分析法筛选的需求功能，提



第 43 卷  第 14 期 尹洪，等：基于用户体验的智能肥皂盒设计研究 299 

 

出肥皂盒初步设计方案，在分析 TRIZ 过程中发现问

题并对其进行分析[25-26]，让 TRIZ 理论为设计提供指

导，使肥皂盒设计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满足用户需

求[27]。在情感化设计中，行为层面及反思层面的设计

需要着重考虑；在对应的冲突描述中，对上述负相关

矛盾可具象为，行为层面的设计–肥皂泡软问题；反

思层面的设计–肥皂浪费问题。 

所对应的恶化参数如表 4 所示。 
 

表 4  描述冲突 
Tab.4 Conflicts are described 

达到目的 希望提高的参数 随之恶化的参数

NO.12 形状 NO.33 可操作性
解决肥皂泡软问题 

NO.12 形状 NO.30 有害因素

解决肥皂用不完问题 NO.33 可操作性 
NO.26 物质或事

物的质量 

 

本次肥皂盒设计案例中，将矛盾冲突对应 40 个

发明与案例中的解决办法见表 5，可用的发明原理有

NO.1、NO.3、NO.31、NO.15、NO.13、NO.25。 
 

表 5  冲突问题的 TRIZ 转化 
Tab.5 TRIZ transformations of conflict problems 

待解决

问题 
负相关技术要求 矛盾关系矩阵中可用的解决方案

NO.12 形状 

NO.33 可操作性 

NO.1 分割法 

NO.3 局部质量改善 

NO.12 形状 NO.31 多孔材料 
问题 1 

NO.30 有害因素 NO.15 动态化 NO13 反向作用 

NO.33 可操作性 
问题 2 

NO.30 有害因素 

NO.25 自服务 NO.3 局部质量改善

NO.13 反向作用 NO.1 分割法 

 

4.1  肥皂盒结构上 

在此次肥皂盒创新设计中，解决问题 1 肥皂容易

泡软的问题，可用的发明原理为分割法、局部质量改

善、多孔材料、动态化和反向作用，肥皂盒作为生活

类家居产品，它的使用感受非常重要。解决肥皂泡软

问题最需要解决肥皂使用过程中 2 次肥皂沾水的情

况，其一是在肥皂盒内，其二是在湿手使用的过程。

用肥皂盒将肥皂与肥皂积液分离，并使肥皂自动起

泡，通过智能肥皂机将整块肥皂搅碎并起泡，用户只

需要从下方接住肥皂泡沫即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解

决肥皂被液体浸泡的问题，减少手多次触摸引起的细

菌滋生，可使肥皂一直保持在干燥的环境；在肥皂盒

取肥皂屑时，手会滴落水，这时在肥皂盒下方设置一

个底座，可用来盛放手部的水滴和剩余下的肥皂泡，

底座可拆卸，需要清理时将底座水平方向抽出即可倒

掉积液，这种方式将肥皂和积液完全分离，并且在使

用过程中也不会触碰皂体。 

解决问题 2 肥皂用不完的问题，可用的发明原理

有自服务原理、局部质量改善、反作用原理、分割原

理，肥皂盒设置绞碎装置，将肥皂置于肥皂盒上方，

肥皂机会对肥皂进行切割，并直接转换为泡沫，省去

了用户自己打泡沫的麻烦，同时也解决了肥皂浪费的

问题。 

4.2  肥皂盒用户体验上 

智能肥皂机适应现代居家环境，配色为优雅白

色，可放置台面，也可挂于墙壁，适合多种环境下使

用，见图 2。在日常生活中自动起泡的智能肥皂机能

减少资源浪费，物尽其用，在使用过程中，将肥皂放

入入口内（见图 3），智能肥皂机将肥皂转换为细腻

的泡沫，便于人们使用，同时起泡后的肥皂清洁力更

强，对皮肤的伤害更小，使用感更佳。另外，创新的

使用方式可以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兴趣。 

 

 
 

 
 

图 2  智能肥皂机使用场景 
Fig.2 Application scenario diagram  

of intelligent soap machine 

 

  
 

图 3  智能肥皂机使用细节 
Fig.3 Details of smart soap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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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和用户对生活品质需求的提

高，使肥皂盒这类日常快销产品具有为广阔市场前

景。文中从智能肥皂盒的用户体验入手，以本能、功

能、体验、环境等 4 个方面展开对其快销型产品进行

设计，通过对用户体验和肥皂浪费这 2 个主要问题的

量化分析，使设计过程更具科学性，并对此后智能化

产品设计提供需求分析依据，TRIZ 理论的运用也为

智能肥皂盒设计方案的形成提供了指导[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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