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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HP、QFD 与 AD 的居家适老座椅设计研究 

戴宇轩 1，章彰 1，陈宁峰 1，唐琳 2 
（1.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2.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201106） 

摘要：目的 在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生活中，“坐”是他们日常最主要的行为之一，运用 AHP、QFD 及 AD

等方法，最终实现居家型适老化座椅的创新设计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了适老化家具市场现状，明确了

设计缺口，实地调研挖掘用户需求，运用 AHP 确定目标用户需求权重，QFD 确定设计需求权重，最后

使用 AD 对 QFD 进行修正，以补充设计方案策略评价中的不足；通过构建相关产品功能概念矩阵，设

计一款满足老年人生理及心理需求的居家适老化座椅。结论 明确了用户需求，分析了适老化座椅的设

计特征，设计出一款座椅产品；借助适老化功能座椅实际模型，验证 AHP、QFD、AD 方法的可靠性与

安全性，为适老化座椅系列产品设计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为未来开发适老化家具提供了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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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Home-suitable Seat for the Elderly on AHP, QFD and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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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lderly's home care life, "sitting" is one of their most important daily behaviors. This study aims to 

use AHP, QFD and AD methods to finally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home-type seats for the elder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ge-appropriate furniture market is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design gaps are clarified. Field re-

search is used to explore user needs, AHP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target user needs, QF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finally AD is used to modify QFD to supplement the design strategy evaluation. 

By constructing a functional concept matrix of related products, a home-friendly seat that meets the physical and psycho-

log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is designed. The user needs are clarified, the design features of age-adaptable seats are ana-

lyzed, and a seat product is designed; with the aid of the actual model of functional seats for the elderly, the reliability and 

safety of AHP, QFD, and AD methods are verified,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the 

seat series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and research idea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KEY WORDS: AHP; QFD; AD; home care for the aged; seat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高达

2.54 亿人，约占总人口数的 18.1%[1]。随着人口老龄

化加剧，设计符合老年人身心需求的家具是提高老年

人居家生活质量的关键。目前居家养老是我国最主要

的养老模式，还包括机构养老模式、混合型养老模式[2]。

本研究主体为 65~75 岁的老年用户，该类用户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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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自主活动能力，身体机能正在逐步衰退，坐起过

程中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借助支撑完成相关活动。相

关家具最为贴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够辅助完成相

关活动[3]。但目前市面上的辅助座椅都过于笨重，体

量感较大，机械冷冰[4]，容易引起老年人内心情绪波

动，甚至产生自卑、失落或孤独感[5]。本研究运用定

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探索满足人机功能显性需求

及用户心理隐性需求的居家座椅。 

1  用户需求分析 

本阶段对现有适老化家具产品进行分析并查阅

了相关文献，为进一步了解目标用户需求，研究人员

前往上海桂林公园、徐汇斜土路敬老院进行实地调 

研。通过实地访谈目标年龄层的老年人，对市面上现

有的适老化产品以及居家养老家具的使用体验进行

分析，着重观察目标老年人与桌椅的交互关系[6]。绘

制 15 位老年用户的任务画像，并通过综合分析上述

老年用户画像的交互体验感受，得到适老化座椅的用

户需求。 

通过对现有适老化产品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得到

外观、功能、价格、操作与心理共五个需求层面的评

价标准；将五个需求层面作为准则层 1 5( )A A ，通过

对目标老人的需求进行归纳总结，得到 24 个适老化

座椅具体指标层 1 24( )a a [7]，如图 1 所示。 
 

 
图 1  适老化座椅用户需求图 

Fig.1 Hierarchy diagram of target user requirements 
 

2  基于 AHP、QFD 及 AD 的适老化座椅设

计流程 

2.1  AHP 方法概述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最初由匹茨堡

大学的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教授于 1971 年提出。通过

将决策问题相关因素逐级分解，对相关决策进行分

析 [8]。在与人体相关的产品设计中，AHP 常用于构建

相关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判断矩阵，继而求出相应

层级中各类需求因素所对应的权重，最后经过综合分

析求出总体目标的综合权重。 

2.1.1  基于 AHP 的用户需求权重分析 

AHP 根据相关需求之间的重要程度，构建比较

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不同需求层所对应

的权重值。萨蒂教授对目标用户需求的准则层与指标

层进行相互比较，提出 9 个重要性等级[9]。根据指标

层相对重要性程度，采用二元对比法对同一层的指标

进行互相比较并赋值，相关重要性比较数值由 1~9 及

非零数值对应倒数组成[10]。 

本文针对目标用户需求指标设计 AHP 调查问

卷。邀请 5 位设计相关从业人员和 15 位工业设计领域

专家对所整理的需求进行两两比较，请他们对上述适老

化座椅相关需求进行对比打分，并构建相关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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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b 为指标 iA 和指标 jA 相比较，在同一指

标层下，任意两个指标相关重要性的比较数值。由于

矩阵 B 为正互反矩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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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关判断矩阵 B 中的每一列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矩阵 ( )ij n mC C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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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列归一化处理的矩阵 C 按行相加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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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向量 1 2( , , , )nd d d D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各指标的权重 ( 1, 2, , )i i n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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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max ，用于判断矩阵

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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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AW 的第 i 个分量。 

进 行 归 一 化 处 理 后 ， 计 算 一 致 性 指 标 ：

max

1n
CI

n 


 。通过对一致性比率 CR 的计算以验证

一致性，当 0.1
CI

CR
RI

  时，判断矩阵服从一致性检

验，权重有效。判断矩阵 RI 取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判断矩阵 RI 值 
Tab.1 Judgment matrix RI value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2 

  

2.1.2  适老化座椅用户需求权重分析 

本阶段通过实地用户访谈以及对适老化产品的

整理分析，收集到适老化座椅的用户需求，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对适老化座椅的用户需求进行权重分析。 
 

首先邀请 20 位专家对适老化座椅相关需求进行 9 个
重要性等级的比较评价，将评价后的结果构建相关判
断矩阵，通过归一化处理得到适老化座椅一、二级指
标，以此计算判断矩阵用户需求的权重值，如表 2—
表 7 所示。 

表 2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Tab.2 Primary indicator judgment matrix 

需求目标 外观需求 功能需求 价格需求 操作需求 心理需求 权重 1i  

外观需求 1 1/3 2 1/3 1/3 0.104 8 

功能需求 3 1 3 1 5 0.347 0 

价格需求 1/2 1/3 1 1/3 1/3 0.078 6 

操作需求 3 1 3 1 3 0.305 6 

心理需求 3 1/5 3 1/3 1 0.164 0 
 

表 3  外观需求所属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Tab.3 Judgment matrix for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appearance requirements 

外观需求 简约大气 小巧玲珑 色彩协调 材料温和 权重 2i  

简约大气 1 1/2 1/3 1/5 0.088 0 

小巧玲珑 2 1 1/3 1/5 0.123 9 

色彩协调 3 3 1 1 0.345 0 

材料温和 5 5 1 1 0.443 1 
 

表 4  功能需求所属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Tab.4 Judgment matrix for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功能需求 
全包裹 

空间 

防褥疮 

坐垫 

升降 

功能 

辅助 

起身 

减少

腿压

腰部

支撑

安全

护栏
模块化 透气性 万向轮 扶手 权重 3i

全包裹空间 1 1/5 3 1/5 1/3 3 3 3 3 2 3 0.111 3

防褥疮坐垫 5 1 2 3 1 2 2 3 3 2 2 0.164 2

升降功能 1/3 1/2 1 1/5 1/2 1/2 1/3 1/2 1/2 1/2 1/2 0.037 3

辅助起身 5 1/3 5 1 1/3 5 3 2 2 2 3 0.149 7

减少腿压 3 1 2 3 1 2 3 3 3 2 2 0.158 3

腰部支撑 1/3 1/2 2 1/5 1/2 1 1/2 1/2 2 2 2 0.064 9

安全护栏 1/3 1/2 3 1/3 1/3 2 1 2 1/3 2 1 0.068 1

模块化 1/3 1/3 2 1/2 1/3 2 1/2 1 1/3 1/3 1/3 0.045 3

透气性 1/3 1/3 2 1/2 1/3 1/2 3 3 1 2 2 0.079 4

万向轮 1/2 1/2 2 1/2 1/2 1/2 1/2 3 1/2 1 1/2 0.056 8

扶手 1/3 1/2 2 1/3 1/2 1/2 1 3 1/2 2 1 0.06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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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价格需求所属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Tab.5 Judgment matrix for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price demand  

价格需求 
修理服务

费用 

零件更换

费用 
购买费用 权重 4i

修理服务费用 1 2 1/2 0.311 9

零件更换费用 1/2 1 1/2 0.197 6

购买费用 2 2 1 0.490 5
 

表 6  操作需求所属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Tab.6 Judgment matrix for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operation requirement 

操作需求 方便起身 搬动省力 易打理 权重 5i

方便起身 1 1 2 0.387 3

搬动省力 1 1 3 0.442 9

易打理 1/2 1/3 1 0.169 8

  

表 7  心理需求所属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Tab.7 Judgment matrix for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psychological needs 

心理需求 亲和感 温暖呵护 独立自主 权重 6i

亲和感 1 1/2 1 0.261 1

温暖呵护 2 1 1 0.411 1

独立自主 1 1 1 0.327 8

 
计算最大特性值 1 6max  ，一致性比率 1 6CR  ，以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经查表 2，由公式计算 CR ，

相关数值见表 8。 

从表中可知， 1 6CR  均小于 0.1，故判断矩阵具有

一致性，权重有效，将权重 1 6i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

到用户需求的综合权重值，用户需求权重优先级如图

2 所示。 

表 8  最大特性值 
Tab.8 Maximum characteristic value 

最大特性值 max  1max  2max  3max  4max  5max  6max  

数值 5.373 3 4.093 5 12.512 4 3.053 7 3.018 3 3.053 7 

一致性比率 CR  1CR  2CR  3CR  4CR  5CR  6CR  

数值 0.083 3 0.034 6 0.099 5 0.046 3 0.015 8 0.046 3 

 

 
 

图 2  用户需求权重优先级图 
Fig.2 User demand weight priority 

 

2.2  QFD 方法概述 

日本教授赤尾洋二和水野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提出 QFD（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即质量功

能展开方法。通过不断修正，质量功能展开（QFD）

能够不断明确顾客需求和需求的过程，并将这些需求

转化为技术特征，使每个功能领域和组织层面都能理

解，从而实现对目标的改进[11]。质量屋是质量功能展



23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10 月 

 

开方法的核心要素，包括目标用户需求、相关设计需

求、目标用户需求、相关设计需求的关系矩阵等[12]。

本方法能够保障最终产品满足用户需求。 

2.2.1  基于 QFD 的设计需求分析 

在 QFD 方法中，设计需求是构建质量屋模型的

核心组成部分[13]。基于用户需求及适老化座椅的产品

特性，对适老化座椅的相关设计需求进行综合分析，

从外观需求 1E 、功能需求 2E 、操作需求 3E 、人机关

系 4E 四个方面分析得到适老化座椅的设计需求，适

老化座椅设计需求见表 9。 

2.2.2  适老化座椅设计需求权重分析 

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的目标用户需求权重值，建

立适老化座椅设计需求质量屋，根据 20 位专家小组

对用户需求 ( )UR 及设计需求 ( )DR 之间关系的分析， 

得出关系矩阵 E ，如表 10 所示。 

 

表 9  设计需求 
Tab.9 Design requirements 

一级设计需求 二级设计需求 

外观配色外观需求 e1 外观需求 E1 

材料工艺外观需求 e2 

散热功能需求 e3 

辅助坐立功能需求 e4 

功能需求 E2 

缓解压力功能需求 e5 

便于清理操作需求 e6 操作需求 E3 

搬运便捷操作需求 e7 

安全防护 e8 人机关系 E4 

坐压分布 e9 

表 10  目标用户需求——设计需求关系矩阵 
Tab.10 Target user needs-design demand relationship matrix 

1E  2E  3E  4E  
 

1e  2e  3e  4e  5e  6e  7e  8e  9e  

用户需求

权重 

1a   □ □   □ □  △ 0.001 8

2a   □ □      △ 0.002 6

3a  ■         0.007 2
1A  

4a   ■ ■ □ □ □ □ □  0.009 3

5a   □ ■    △ □ □ 0.007 7

6a   ■ ■   △   □ 0.011 4

7a   □ △ ■  △ △ △ △ 0.002 6

8a   □  ■    ■ ■ 0.010 4

9a   □   ■   △ □ 0.011 0

10a   □  ■ ■   □ □ 0.004 5

11a   △  △ △   ■ △ 0.004 7

12a  □ △ △   □ □  △ 0.003 1

13a   ■ ■   △   △ 0.005 5

14a        ■  □ 0.003 9

2A  

15a     ■   ■ △ △ 0.004 5

16a   □        0.004 9

17a   □        0.003 13A  

18a   □        0.007 7

19a     ■ ■    □ 0.118 4

20a       ■ ■  △ 0.135 44A  

21a   △    ■ △  △ 0.051 9

22a  ■       □ □ 0.042 8 

23a         ■ ■ 0.067 45A  

24a     ■  □ □ △ ■ 0.053 8

设计需求权重 0.259 3 0.359 6 0.188 4 1.003 6 0.702 1 1.160 0 0.985 2 0.677 3 1.469 2  

注：■、□、△分别对应用户需求及设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程度，其中“■”代表强烈相关，取值为 5；“□”代表中等
相关，取值为 3；“△”代表微弱相关，取值为 1，二者需求无相关则不进行标记，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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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jF 表示设计需求 jDR 的重要程度， jf 表示

相对重要程度， iw 为第 i 个用户需求的权重， ijE 为

两者所对应的关系数值： 

1

( , 1,2, , )
n

j i ij
i

F w E i j n


      (5) 

1

( 1, 2, , )j
j n

j
j

F
f j n

F


 


   (6) 

将计算得出的相关设计需求重要程度经规范化

后排序如图 3 所示，根据适老化座椅功能需求的优先

级构建功能需求模型，主要功能需求模型由便于清

理、辅助坐立、搬运便捷、坐压分布、材料工艺、安

全防护组成。  
 

 
 
 

图 3  设计需求权重优先级图 
Fig.3 Design requirement weight priority 

 

2.3  AD 方法概述 

AD（Axiomatic Design）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Nam Pyo Suh 教授于 1990 年在著作《The Principles of 

Design》中提出[14]。AD 旨在将用户需求映射到相关

域值中，通过公理化设计为设计师构建最优解。 

2.3.1  基于 AD 的设计参数分析 

对 QFD 中权重相对较高的相关设计需求进行定

义并对应功能域中的功能需求 ( )FR ，与满足适老化

座椅具体功能需求的设计参数 ( )DP 构成对应物理

域，继而检验设计矩阵是否满足独立性公理[15]。 

基于 AD 设计理论，将适老化座椅功能域中的功

能需求 FRs 与物理域中的设计参数 sDP 进行映射，二

者之间的映射关系公式为： 
[{ ]} GFR DP   (7)  

其中 [ ]G 为设计矩阵，使用 ijG 表示适老化座椅功

能需求 iFR 与设计参数 jDP 的关联程度： 

1

n

i ij j
j

FR G DP


 
 

 (8) 

i
ij

j

FR
G

DP





  (9) 

式中， 1,2, , ; 1,2, ,i n j m   ；其中 n 对应表

示功能需求 ( )FR 的数量，m 对应表示设计参数 ( )DP

的数量。 

一般设计矩阵 ijG 有如下三种表现形式：  

对角矩阵（非耦合设计）：

1 0 0

0 1 0

0 0 1

 
 
 
  

；三角矩阵

（解耦设计）：

1 0 0

1 1 0

1 1 1

 
 
 
  

； 

一般矩阵（耦合设计）：

1 1 1

1 1 1

1 1 1

 
 
 
  

 

设计矩阵 ijG 中通常用 1 或者 0 表示二者之间的

关联程度，1 表示强相关，0 表示弱相关；当设计矩

阵 ijG 为对角矩阵或者三角矩阵时，设计矩阵满足独

立性公理，可以继续进行设计研究；反之为一般矩阵

时，则不满足独立性公理[16]。因此，需要对适老化座

椅的功能需求与设计参数进行调整。 

在进行适老化座椅设计过程中，需要确保相应方

案满足独立性公理。相应设计方案中的信息含量越

少，所对应的设计方案水准越高[17]。对适老化座椅的

功能需求 iFR 而言，设计方案的信息量 iI 是满足对应

功能需求 iFR 概率 iP 的对数函数，对应计算公式： 

2 2

1
i i

i

I log P log
P

      (10) 

在有 n 个适老化座椅的功能需求 sFR 的功能域

中，适老化座椅设计方案的信息总量 sysI 为： 

2
1 1

n n

sys i i
i i

I I log P
 

      (11) 

2.3.2  适老化座椅设计参数分析 

基于质量功能展开法计算得到重要程度较高的

设计需求，将其确定为适老化座椅的功能需求。针对

各项适老化座椅功能需求，结合 20 位专家小组的设

计意见，制定出满足相应设计需求的适老化座椅设计

参数，适老化座椅功能需求与设计参数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适老化座椅功能需求与设计参数对照表 

Tab.11 Comparison table of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design parameters  

for seats for the elderly 

功能需求 FR  设计参数 DP  

1FR 便于清理 1DP 半开放系统 

2FR 辅助坐立 2DP 助力起身装置 

3FR 搬运便捷 3DP 搬运装置 

4FR 坐压分布 4DP 膝腘窝支撑装置 

5FR 材料工艺 5DP 坐垫装置 

6FR 安全防护 6DP 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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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适老化座椅对应功能域中的功能需求 sFR 与

对应物理域中的设计参数 sDP 进行对比映射，根据式

（7）—（9），得到功能需求与设计参数之间的映射

关系矩阵 G 为：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FR DP

FR DP

FR DP

FR DP

FR DP

FR DP

    
    
    
    

     
    
    
    

        

G  

设计矩阵 G 为对角矩阵，属于非耦合设计，满足

独立性公理，故所提出的设计参数相对合理，可以为

后续设计提供支撑依据。 

2.3.3  适老化座椅设计最佳方案选择 

在功能需求（ 3FR 搬运便捷、 5FR 材料工艺）的

设计参数（ 3DP 搬运装置、 5DP 坐垫装置）映射中，

细分为 3 1DP  抓握搬运装置、 3 2DP  万向轮装置； 5 1DP 

防褥疮凝胶坐垫、 5 2DP  乳胶坐垫，通过式（10）—

（11）计算信息量 iI ，从而确定信息量最小的最优组

合方案。借助模糊信息公理对以上细分的设计参数进

行信息量计算，通过材料成本、可落地性、可靠性、 

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各个设计参数的信息量 iI 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各设计参数的信息量 iI  

Tab.12 Amount of information of each design parameter iI  

jDP
3 1DP   

抓握搬运

装置 

3 2DP   
万向轮 

装置 

5 1DP   

防褥疮凝 

胶坐垫 

5 2DP   

乳胶坐垫

iI  2.059 5 2.229 4 1.059 5 1.644 5 
 

由 iI 值可知，在坐垫装置设计参数中，防褥疮凝

胶坐垫的设计方案信息量较小；在搬运装置设计参数

中，抓握搬运装置的设计方案信息量较少，因此防褥

疮凝胶坐垫、抓握搬运装置的组合设计方案信息量最

小，与其余设计参数结合后为最佳设计方案。 

3  适老化座椅功能定位及设计实践 

3.1  产品功能概念矩阵  

基于上述方法得到的设计方案，进行适老化座椅

设计实践。针对 6 种设计参数，提出 17 种设计功能

概念结构，继而进行产品功能概念矩阵筛选，如表

13 所示。 
 

表 13  产品功能概念矩阵 
Tab.13 Product function concept matrix 

设计参数 设计功能概念结构 设计参数 设计功能概念结构 

半开放 

系统 

 

膝腘窝 

支撑装置 

助力起身 

装置 

 

防褥疮 

凝胶坐垫 
 

抓握搬运 

装置 

 

防护系统 

 
对于适老化座椅服务居家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

群体，由上述构建的产品功能概念矩阵分析可得：在

半开放系统中，选取半包围形式的结构，便于老年人

对椅子进行清扫打理。老年人坐起的过程中，通常需

要家属进行搀扶，为了满足老年人独自坐起的需求、

克服对机器的恐惧心理，舍弃了将整个座椅抬起的形

式，选取了仅将坐垫抬起的设计方式。因为座椅在日

常生活中存在移动需求，为实现搬运功能，因此在减

轻座椅自重的同时，舍弃了传统木制结构的抓握扶

手，选取了皮质软抓握搬运结构。膝腘窝支撑装置舍

弃复杂曲面转折的形式，选取符合老年人坐姿形态的

最简支撑方式，满足了老年人对于简约生活的心理需

求。防褥疮凝胶坐垫选取了散热性较好的凝胶材质，

当老年人久坐时，凝胶坐垫分散坐压，臀部热量、湿

气得以及时散出，避免产生褥疮。老年人在居家生活

中，更倾向于有包裹感的居家产品，因此在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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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中，通过限制老年人横向移动，从而实现防护

安全。  

3.2  适老化座椅设计方案 

基于 AHP、QFD、AD 方法对适老化座椅功能的

筛选，结合目标用户的需求以及专家小组的建议，完

善适老化座椅的设计研究。通过与人机工程师的探

讨，以男性老年人群体为例，计算满足目标人体尺寸

的适老化座椅尺寸范围[18]。其中目标老年人群体的第

95 百分位数人体坐高、小腿加足高和坐姿肘高尺寸

数据分别为：909 mm、432 mm、291 mm；所对应的

适老化座椅靠背高度、座面高度和扶手高度尺寸范围

分别为：849~889 mm、435~458 mm、291~309 mm[19]。 

继而进行居家适老座椅的电脑 3D 建模、渲染，

最终设计方案如图 4、图 5 所示。 
 

 
 

图 4  适老化座椅效果图 
Fig.4 Effect picture of suitable aging seat 

 

 
 

图 5  适老化座椅效果图（辅助坐起） 
Fig.5 Effect picture of suitable seat for  

the elderly (assisted sitting up) 
 

该设计方案以木材作为座椅主框架，坐、靠垫选

取浅棕色丝绒布料，烘托了温馨的生活氛围。借助藤

编半包裹围栏，在确保透气性的同时营造出包裹感，

给老年人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安全感，靠背贴合人体

脊柱曲线，为老人的后腰提供依托，减少久坐疲劳感。

座面部分的辅助起身结构为物理结构，老人准备起身

时大腿前部用力，整个坐垫同时上抬，为老人起身提

供助力，同时使用了防褥疮的新型材料，在一定程度

上为久坐老人减轻了褥疮的伤病困扰。 

4  结语 

随着全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出现，老年人养老已经

成为眼下及将来不可规避的社会难题之一。本研究以

适老化座椅为研究目标，综合分析适老化家具市场的

产品并明确设计缺口，实地访谈挖掘用户需求，引入

AHP、QFD 和 AD 创新研究方法，产出设计参数，构

建产品功能概念矩阵，筛选设计功能概念结构，最终

得到适老化座椅设计方案。本研究借助创新理论研究

方法进行适老化座椅功能筛选，最终的设计方案，为

今后适老化座椅系列产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由

于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后续将在用户访谈与专家小

组测评过程中扩大人员数量，补充更多研究数据以保

障结果的客观性，增加相关坐起辅助实验，进一步完

善居家适老座椅的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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