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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后疫情时代下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明确家庭空气健康的重要性，探索守护家庭空气健

康的新产品设计及方法。方法 首先从经济、社会、技术（SET）等因子入手，分析后疫情时代下产品

存在的机会点；再通过市场调研收集用户对消毒产品的需求，将需求进行分层和排序，结合设计事理学

理论，分析产品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关系，明确产品功能使用模型，借助感性工学的理论研究内容制作样

本；最后得出设计概念及模型，对设计结果进行合理性评价。结论 结合设计事理学理论与感性工学研

究方法，得出后疫情时代家用空气消毒产品概念模型，其过程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进一步完善了后疫

情时代健康类产品设计的研究方法，为后续相关类产品的创新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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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Household Health Guard in Post-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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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ing University, Xi'an 710123,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people's attention to health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paper aims to clear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air health, and explore new product design and methods to protect family air health. Firstly, the opportunity points 

of product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re analyzed from the view of economic,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SET) factors. Then 

through market survey, users' demands for disinfection products are collected, and combined with human science, the 

system elements related to products are stratified and sorted out. The function usage model is clarified, and samples are 

made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Kansei Engineering; Finally, the design concept and model are obtained,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esign results is evaluated. Combining with the science of human affair and Kansei Engineering 

research method,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household air disinfection product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s obtained, and the 

process is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This research further improves the methods of health product desig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subsequent innovative design of rela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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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

炎疫情席卷全球，给我国乃至全球社会带来了重创，

许多行业和产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水平出现

整体下滑[1]。疫情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带来的变化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有了

空前的提高，疫情的突发性以及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破

坏性影响，让人们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或者说后

疫情时代催生和提高了人们的健康自觉意识[2]。例如

戴口罩、勤洗手、非接触式沟通已成为人们的习惯；

第二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越来越多的人远离

公共场所而选择线上进行社交。家庭生活受到关注，

尤其是面对较大的流行病蔓延事件，加之公众的焦虑

心理致使其过度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3]。上述

两点变化充分表明在后疫情时代健康已然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生活中为了避免细菌和病毒的入侵，

在公共场合可以通过增强自我防护和控制社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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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实现，但家庭内的环境是否健康是容易被忽略

的问题。病毒和细菌都可以存留在依附物上进一步传

播和扩散，并且处理不当一旦被带回家中很容易通过

空气发生家庭内部传播现象，在密切接触传播中近距

离空气传播实际上占主导地位，而飞沫传播的方式相

对不重要[4]。目前常用的消毒杀菌方式主要通过医用

酒精、过氧乙酸、含氯消毒剂等化学试剂进行化学消

毒，这些消毒方式虽然效果较好，但需耗费一定的人

力资源而且常常伴随刺激性消毒物质的残留，对人体

健康有一定影响[5]。为降低后疫情时代家庭内部传播

细菌病毒的风险，营造健康的家庭空气环境，创造性

提出家庭健康卫士的设计理念，将设计事理学中产品

目标系统法和感性工学相结合，首先运用 SET 因子

分析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产品机会与

设计痛点，然后通过产品设计事理学理论构建内部外

部系统，其次通过感性工学理论进行产品形态意向分

析，最后得出方案并对其评价。 

1  设计事理学理论 

设计事理学理论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柳冠中

教授在其著作《设计事理学论纲》提到的有关设计方

法论的内容。其中阐明了从人的需求出发，这种需求

考虑不同的人，不同的条件、时间、地点等外部因素

的制约，并且充分考虑不同用户使用产品的过程和状

态，从外部因素中确立目标系统，即秉承实“事”的

原则；然后从设计对象的内部选择适合于外部因素的

技术、工艺、材料、形态、设备等进行合理“造物”，

即秉承求“是”的研究过程[6]。实“事”的目的是根

据具体情况发现和定义问题，注重问题的形成，求

“是”是对之前被定义的问题进行求解，注重问题的

解决[7]。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存在于相应系统之

中，要想对其本质有所把握，就必须对周围的环境进

行全面的分析。疫情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刻，

从整体价值观到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都会影响人们

对设计问题的分析，在设计家庭健康卫士时要充分考

虑其对设计内部因素的影响。设计事理学方法论主张

在设计活动定义问题之初要跳出问题本身，重点关注

问题存在的外部因素，如社会、经济、技术、市场、

生活、人因等，设计环境系统的因素构成关系见图 1。

根据设计对象的外部环境来决定产品本身的内部因

子如功能、色彩、机构、材料、工艺等。对家庭健康

卫士的设计要全面分析其内外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

经济、技术等，使设计方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该方

法的优势有三点：第一设计之初能够使问题的定义更

加全面，后续分析产品时做到“有迹可循”；第二在

设计过程中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系统对产品的内部因

子如造型、功能、材质进行科学界定并做到“有的放

矢”；第三在整个设计程序完成后，按照先前产品内

部和外部系统中的各要素，对其合理性做出全面科学

的评价。设计事理学理论能够全面科学地指导设计活

动，提高产品在开发过程中的成功率，对现代产品设

计具有指导意义。 
 

 
 

图 1  产品设计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构成 
Fig.1 Composition of external factors and internal factors in product design 

 

2  基于感性工学的意向分析 

后疫情时代下，社会环境的较大变革导致设计对

象的外部因素（设计环境）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其中

人的要素是设计活动中关注的重点。家庭健康卫士需

要遵循以使用者和其家庭生活为中心的设计理念，除

了要满足功能上对家庭空气消毒的需求之外，还需要

关注疫情过后使用者及家庭情感上的变化，例如消毒

后是否给予安全的反馈、形态语义的认知程度等。感

性工学是将人们对设计对象情感上的认知进行可视

并量化的学科，通过预设标准进行模糊分析得出用户

对设计对象的情感价值判断，然后确定用户相对产品



264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9 月 

 

在感官体验上的评价结果，最后将评价结果转化为产

品形态色彩等相关设计元素[8-9]。在分析家庭消毒卫

士的外部因素时，首先通过 SET 因素获取产品机会，

用设计事理学分析的方法确定目标系统内外各个要

素在实际中的属性，再结合感性工学分析发掘用户的

情感需求形成概念设计，再将其运用到具体设计中。 

3  家庭健康卫士产品机会点分析 

首先从前期收集的相关资料中，对潜在的产品机

会进行分类整理，以便寻找最佳的产品机会突破口。

过程分析以相关 SET 因素为切入点，根据事理学中

对外部因素的分析入手，从与设计对象相关的社会、

经济和技术三方面为切入点进行综合分析，经过调研

评价后找到产品机会缺口[10]。在研究相关设计背景的

基础上，对家庭健康卫士进行 SET 因素分析，结果

如图 2 所示。 
 

 
 

图 2  家用健康卫士 SET 分析 
Fig.2 SET analysis of household health guardians 

 
 

通过对现有机会点的分析总结，得出六款具有实

际意义的有关家人健康的家用机会产品。首先对其进

行编号：根据 S 因素第一点和 T 因素第三点得出 P1

提供健康咨询学习的产品；根据 S 因素和 T 因素的第

一二点得出 P2 能够对家庭内空气进行杀菌消毒的产

品；根据 S 因素第一点和 E 因素第一点得出 P3 智慧

家庭健身类产品；根据 S 因素、E 因素第二点和 T 因

素第一点得出 P4 检测家人温度的新产品；根据 S 因

素、E 因素第三点和 T 因素第二点得出 P5 可以为手

部消毒的智能设备；根据 S 因素第一二点、E 因素

第三点和 T 因素得出 P6 对快递衣物等日用品消毒的

产品。 

运用机会矩阵列表将六个经过初步定义的产品

按照次序排列，再通过五个评价标准对每个机会产品

进行评分，分数由五分到一分对应的标准为优、良、

中、差、最差。由于本次设计使用环境是家庭，选取

调研对象均为与父母或子女同住的群体。通过对 10

名已婚教师（5 名男性 5 名女性）和 20 名走读高中

生（10 名男性 10 名女性）的调研，对每一项标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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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产品机会评分统

计，见表 1。 

从加权平均的结果来看，P6 对应的对快递衣物

等日用品消毒的产品加权分数 3.34 为最高，P2 所对

应的给家庭内空气进行杀菌消毒的产品加权分数为

3.33，二者的得分极为接近。从产品功能的角度分析，

将两种功能整合可以最大限度拓展产品机会。将整合

设计思想融入“共生”理念，使产品构成之间相互配合，

更加有效地发挥功能，从而实现产品的最优效果[11]。

通过对 P2 和 P6 的产品功能进行整合得到了新的机会

产品，即给家用空气和快递等日用品消毒的健康设

备，由此形成了设计对象的初步概念。 

表 1  产品机会权重评分表 
Tab.1 Product opportunity weight rating table 

机会产品编号 产品创新力 需求与渴望程度 预期市场规模 现有技术资源 兴趣程度 加权平均

机会权重值（%） 20 30 10 20 20 100 

P1 1.8 2.1 2.2 3.2 1.9 2.23 

P2 3.9 3.5 2.8 2.9 3.2 3.33 

P3 3.0 2.9 2.5 3.1 2.6 2.86 

P4 1.6 2.3 2.2 3.0 2.1 2.25 

P5 2.6 2.1 2.0 2.3 2.2 2.25 

P6 3.8 3.5 3.1 2.9 3.2 3.34 
 

4  家用健康卫士设计事理学分析  

4.1  外部因素对目标产品的定义 

事理学分析事物要求先从其外部因素的“事”入

手，然后定义内部因素的“物”，最后把结果放进环

境场内检验其合理性，比如是否满足使用习惯和技术

工艺要求，是否符合设计环境、价值观和文化[12]。在

设计活动中，设计对象主要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人”是外部因素“事”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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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为“事”都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的，不同

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环境、经济、政治等都会影

响需求。因此，一切用户需求的定义都受特定条件、

情景、人群的制约[13]。所以要对目标产品有一个科学

系统的定位，就要跳出“物”的藩篱从研究其外部因

素“事”入手，即通过对家用健康卫士外部因素（空

间、时间、行为、人、经济、信息）进行分析来构建

目标系统。 

1）人的因素。家用健康卫士需要对家庭的空气

或者衣物快递等日用品进行消毒，设计时重在分析用

户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在生理因素方面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第一考虑其使用较为频繁所以设计为自然站立

状态操作，避免频繁弯腰带来的操作负担；第二由于

操作时要使用到人机交互界面，所以要关注成年人垂

直站立作业时设备的高度以及屏幕倾斜的角度；第三

考虑到家中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设计时需要考虑他

们操作的便利性，比如在拿放消毒物品时的无障碍操

作过程以及消毒方式是否无残留、是否对身体无害

等；第四设备运行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的操作状态进行

有效的操作提示。心理因素往往和环境相关，从哲学

上讲，人的心理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主观能动的反

映，即人的心理活动内容来源于客观现实和周围的环

境[14]。后疫情时代人们会更加在意个人和家庭健康卫

生状况，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正因为细菌病毒肉眼并

不可见，所以家用健康卫士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反馈

机制，并以可视化方式回应用户操作的有效性，使用

户消除对结果有效性的担忧。 

2）行为因素。尽可能考虑用户在产品使用前后

的一切行为，大致将操作分为使用前、使用时和使用

后。使用前室内空气和要消毒的物品处于待消毒状

态，需要提示用户进行消毒的操作，例如外出回家提

示衣物与随身物品要消毒，定期提示给室内空气消毒

等。使用时应注意产品的易用性，易用性原则是指要

让用户方便地使用，使互动具有多重性，并不局限于

单一的操作模式[15]。除了注意硬件交互外，手机 APP

的远程软件交互也是家用健康卫士设计的一部分。使

用后要保证设备能够准确反应工作的全过程，包括消

毒时间、消毒前后对比以及无消毒残留等。 

3）信息因素。主要指用户在使用产品时能够感

知到的信息包括视觉、听觉和触觉。视觉方面考虑到

是在家庭中使用，造型与色彩应具备一定的亲和力、

功能按键搭配状态灯提示、交互界面显示能够被用户

很好地理解等。听觉方面要注意功能的操作提示音，

包括开始音、完成音和消毒结果播报等。触觉上要保

证产品外观材料的安全性，在操作的过程中加入震动

等操作提示。 

4）技术因素。一般指产品核心功能所涉及的核

心技术，本次家用健康卫士的核心功能是消毒，消毒

技术是否能够满足设计需要是设计任务的关键。《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指出新冠病毒对紫外消毒

和高温两种物理消毒方式比较敏感，但高温灭活适用

范围较窄，常常只能用于小型耐高温物品灭活；紫外

消毒则可运用于多种场所，其具备操作简单、无化学

残留、不会使微生物产生抗性等优势[16]。本次设计中

对日用品消毒可以采用紫外线照射的形式，但是单纯

的紫外线照射只能针对固定的区域，对于流动的空气

需要采用光等离子消毒技术。光等离子空气杀菌装置

以光等离子技术为主导，通过光催化、高级氧化、特

种紫外等多种净化技术合理结合的方式，有效弥补了

单因子杀菌消毒的不足，避免了传统消毒方式的副作

用，使环境净化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17]。 

5）时间与空间。时间主要包括当前的社会、文

化、政策等时代背景，它要求产品能够适应当下时代

的需求；空间主要指产品使用时所处的工作环境。通

过时空的分析可知家庭健康卫士需要顺应后疫情时

期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并满足家庭使用环境的要求。 

通过对事理学外部因素“事”的分析得出，家庭

健康卫士设计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对健康的重视下应

运而生。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用户在站立状态下的

最佳作业状态以及与设备的交互是否流畅，在满足功

能的前提下注意其通用性设计以及对设备工作状态

和工作结果的反馈。此外手机 APP 远程互联实时监

测也是设计时要注意的地方。 

4.2  内部因素“物”的确定 

产品设计的定义阶段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从

而对其内部因素如材料、功能、技术、造型、工艺和

制造等加以限定。“事”和“物”的关系是设计事理

学研究的重点，即在设计过程中要同时兼顾设计对象

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确定外部因素是手段，最终

的目的是明确设计对象本身的属性即内部因素，充分

说明了内部因素是设计活动的最终目的[18]。连接内部

与外部因素的关键点是“人”即用户，结合本次调研

用户的家庭性属性从用户入手确定目标产品的功能

模型，对 15 名已婚教师（8 名男性 7 名女性）和 10

名走读高中生（5 名男性 5 名女性）进行问卷调查，

针对能够给空气和日用品消毒的家庭健康卫士使用

功能设计了 15 项内容，调研结果统计见图 3。经过 

 

 
 

图 3  家庭健康卫士功能调研结果 
Fig.3 Survey results of family health guar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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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的反馈意见，舍去调研中用户关注度较低的

功能，建立目标功能需求模型见图 4。 
 

 
 

图 4  目标功能需求模型 
Fig.4 Target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model 

 

5  家庭健康卫士感性意向分析 

5.1  建立感性词汇库 

首先通过定向发放电子问卷的形式调研 30 名家

庭用户，收到有效问卷 26 份，其中退休老人 3 名、

教师或职工 13 名、学生 10 名，获得关于家庭健康卫

士的感性评价词汇。分析与设计相关的 SET 因子找

到产品机会缺口，结合现有相关产品造型作为评价标

准，运用语义差异法筛选出出现频次较高的感性词汇

并建立词汇库 [19]。最后分析得出最具重要程度的 4

组感性词汇对，即危险和安全、流线和呆板、简洁和

复杂、熟悉与陌生。 

5.2  家庭健康卫士样本筛选 

通过实地品牌专营店走访、大型综合线下线上电

商查阅（如国美、苏宁等）、大型商超考察和其他网

络资料查找，搜集了与家庭健康卫士在结构、功能和

造型方面相类似的产品样本图片，再用 Excel 制作相

关感性认知量表，分别用优秀到很差五个感性认知度

对每个相似样本进行打分。有 10 名设计专业教师（5

名男性 5 名女性）和 5 名产品设计学生（2 名男性 3

名女性）参与此次调研，最终挑选出 6 个具有代表性 
 

的符合家庭健康卫士产品造型意向的样本见图 5。 

5.3  家庭健康卫士特征解析 

基于产品设计造型原理与方法，对样本进行形态

提取与分析，针对每个样本的形态特征建立功能形态

元素分析表[20]。首先详细分析家用健康卫士每个功能

单元，根据大量的相似样本筛选及之前建立的家用健

康卫士功能模型，将目标产品分为消毒壳体单元、

空气消毒单元、屏幕单元、小物品放置单元、快递

消毒单元和衣物消毒单元。将现有概念的相似产品

按照以上每个单元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取出相关造型

元素（见表 2），再将之前的 6 个样本与功能单元造

型一一匹配，得到 6 个样本所对应的造型单元组合形

式见表 3，由于 G、H、I 这 3 个造型单元找不到对应

的样品，所以根据样本的造型特征对其进行合理的造

型搭配。 

5.4  家庭健康卫士感性工学意向评价 

基于先前的 4 组词汇为评价标准，对 6 个样本分

别对应的抽象造型单元进行感性评价。评价意向通过

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差异语义法，建立起每组感性

词汇的五级（五分制）评价标准，共投放 18 份调查

问卷，参与调研的人员（10 名教师 8 名学生）根据

自己的主观评价为每个样本打分，将每组概念得分的

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21]，综合意向评价得分见表 4。

对每组感性意向得分进行排序后选出最具代表性的

产品样本，提取其造型特征。家庭健康卫士外观造型

的设计方向可以参考表 5 的设计语义。 

5.5  家庭健康卫士概念设计 

结合之前的产品机会确认和用户调研信息，可以

将家庭健康卫士定义为：面向后疫情时代有较强健康

意识的用户群，并关注家庭成员的健康。他们有对家

庭空气和带进家庭的物品（衣物、随身物品、快递等）

进行消毒的需求，需要一款家用的、安全的、造型简

约带流线风格的健康消毒设备，保证自己和家人健

康的生活环境。根据功能造型的提炼和概念定义，

进行头脑风暴的发散和筛选，得到产品概念矩阵见

表 6。 

 
 

图 5  产品造型意向样本 
Fig.5 Samples of product modeling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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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功能单元造型元素分析 
Tab.2 Analysis of modeling elements of functional units 

产品单元特征 抽象形态示意图 

消毒壳体单元 D 

D1 

 

D2 

 

D3 

 

D4 

 

D5 

 

D6 

 

空气消毒单元 E（光等离

子出风口） 

E1 

 

E2 E3 E4 E5 

 

E6 

屏幕单元 F 

F1 

 

F2 

 

F3 

 

F4 
F5 

 

 

小物品放置单元 G（托盘

式） 

G1 

 

G2 

 

G3 G4 

 

G5 

 

 

快递消毒单元 H 

H1 

 

H2 

 

H3 

 

   

衣物消毒单元 I 

I1 

 

I2 

 

I3 

 

   

 
表 3  产品功能特征解析 

Tab.3 Analysis of product functional features 

功能单元 

样本序号 
消毒壳体单元 空气消毒单元 屏幕单元 小物品放置单元 快递消毒单元 衣物消毒单元

样本 1 D6 E6 F4 G1 H1 I1 

样本 2 D5 E2 F3 G2 H3 I3 

样本 3 D3 E3 F5 G1 H3 I3 

样本 4 D1 E1 F2 G3 H3 I3 

样本 5 D2 E4 F1 G5 H2 I2 

样本 6 D4 E5 F1 G4 H2 I2 

 
表 4  感性意向评价表 

Tab.4 Evaluation form of perceptual intention 

产品样本 样本 1 样本 2 样本 3 样本 4 样本 5 样本 6 

危险和安全 0.82 1.07 1.13 1.27 1.33 1.47 

呆板和流线 0.23 0.63 1.60 1.26 1.32 1.43 

复杂和简洁 1.03 0.54 1.16 1.10 1.68 1.25 

陌生与熟悉 1.74 0.63 1.16 0.93 0.54 0.51 

 
表 5  造型设计语义 

Tab.5 Modeling design semantics 

感性词汇 样本序号 造型特征 

安全 6 安全材质，整体包裹感突出 

流线 3 外轮廓转折平滑 

简洁 5 外观曲线曲率变化小 

熟悉 1 造型语言多采用熟悉的几何体 

考虑到前期的调研分析结果（用户普遍认可圆角

或带有圆滑过渡的造型），所以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

选择小物品单元、快递消毒单元和衣物消毒单元时也

优先考虑相似特征的造型。屏幕单元和空气消毒单元

依据整体风格的走势选择合适的造型。 

5.6  家庭健康卫士造型设计 

首先从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产品样本中提取相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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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元素寻找其中的造型规律，具体做法是从表 5 四个

样本中进行形态的提取与分析。样本中整体的造型以

及使用环境与本次设计对象基本一致，从造型规律上可

以看出，此类产品大多都使用了曲线或者直线加圆角的

设计语义，整体造型偏向几何化的处理。此种形态在满

足功能的前提下有两个目的：一是曲线和圆角的过度

增加了产品的亲和力，同时也增加了产品的精致感，

符合其家庭使用环境和使用人群的定义；二是偏向于

几何化的造型设计在视觉上让用户更加熟悉，降低了

操作难度和学习成本。此外样本 1 中直线加圆角的设

计配合金属材质的运用增加了产品视觉上的安全性。

将四个样本中的造型元素进行抽象和提取处理见图 6。 
 

表 6  产品功能造型概念矩阵 
Tab.6 Product functional modeling concept matrix 

功能单元 设计概念 

消毒壳体单元 

 
     直+圆角            曲线           曲+直         曲+圆角       曲线      曲+圆角 

空气消毒单元 

 
     方+横向   方+斜向   方+斜向   圆+横向   圆+发射     方+斜向    方+横向   圆+斜向 

屏幕单元 
 

     矩+圆角     方+圆角  直+曲+圆角   梯+圆角       圆+圆角         圆        椭圆 

小物品消毒单元 
 

     矩+圆角      曲面+圆角  直+曲+圆角   包围+圆角       梯+圆角        圆+圆角 

快递消毒单元 

 
     方体+圆角       柱体+圆角      方体+倒角         梯形+圆角        椭圆柱+圆角 

衣物消毒单元 

 
       矩+圆角       架子      方体+圆角     曲面+平面     矩+圆角        曲面 

 

 
 

图 6  样本产品造型元素提取 
Fig.6 Extracting modeling elements of sampl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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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色彩设计上采用家用设备上常见的白色
灰色系为主，再搭配如木质等天然材质，在更好地融
入现代家庭产品环境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用户亲和
力。消毒操作界面采用彩色屏幕设计，消毒工作区域
在消毒时搭配蓝色或紫色灯光设计，在突出科技感的
同时起到了提示用户的作用。 

6  家庭健康卫士方案展示 

根据前期对功能和造型要素的提取与分析，进行

家庭健康卫士的创新设计。首先运用草图的方式分析

产品的结构与轮廓，然后用三维建模软件 Creo2.0 进

行 3D 建模，最后用渲染软件 Keyshot4.0 进行模型渲 

染并得出最终方案效果以及使用场景展示，如图 7 所

示。产品的主要功能是给室内空气和常用物品进行消

毒，主要包括四个模块：空气消毒模块、衣物消毒模

块、小物品消毒模块以及快递或箱包类消毒模块。考

虑到使用环境以及老人和小孩等特殊使用人群，所以

消毒的过程必须是无毒无害无残留，经过之前对技术

因素的分析放弃了高温、臭氧等消毒方式，采用紫外

线加光等离子的消毒方式，既可以达到消毒效果，也

可以保证其在空气中的扩散性。人机交互方面采用触

控加按键的形式同时搭配手机互联功能，通过 APP

移动终端接入互联网，从而实现随时随地获取家中空

气健康情况和无人化消毒操作。 
 

 
 

图 7  家庭健康卫士设计方案展示 
Fig.7 Display of family health guard design scheme 

 

7  结语 

基于设计事理学的目标系统要素分析法与感性

工学意向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后疫情时代家庭健康

卫士的设计研究来说，是一种新的设计思路，同时配

合 SET 产品机会分析和感性意向库的建立使家用健

康卫士设计在功能上更加贴近用户需求，形式上较为

符合用户对类似家用电器造型的审美。后疫情时代下

人们的生活方式会逐渐被改变，同时也对即将出现的

新产品提出了新的设计需求，基于设计事理学的目标

系统要素分析法与感性工学意向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为后续的产品设计方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次

家庭健康卫士的设计成果仅停留在概念阶段，其分析

过程和输出结果符合设计事理学和感性工学相关理

论，其局限性在于缺少对样机模型的客观使用评价，

有待进一步在实际中检验其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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