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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界定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的相关概念，总结出其家族化特征，构建家族化的智能家电产品

设计策略，探讨如何通过设计策略赋予其家族化形象，使其区别于同类竞品并形成差异化的企业形象，

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方法 运用对比、归纳总结、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等方法对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的

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用户的需求，归纳出家族化的设计方向，为家族化特征的智能家电产品设计策略

提供依据。结果 分别从统一性策略、整合式策略两个角度进行“家族化”特征的智能家电产品设计。

结论 通过界面设计、交互方式、产品终端三个方向进行细化，以点带面，实现“家族化”特征的智能

家电产品设计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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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Based on "Famil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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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with family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 the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construct the family design strategy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discuss how to endow them with a family image, make them different from similar 

competitive products, form a differentiated corporate image,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Methods of 

comparison, inducti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were used to study the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summarize the needs of users, and summarize the design direction of family,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design strategy of intelligent appliances with family characteristics. The design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with "family" characteristics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ity strategy and integration 

strategy. The research on the design strategy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with "family" characteristics is realized 

by refining in two directions: interaction mode and product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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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壁垒的打破，传统家电企业都在进行

“跨界”“跨品类”生产，比如海尔、美的等传统家

电巨头在积极转型向智能家电领域探索。传统家电巨

头的转型升级也间接说明智能家电市场有着广阔的

市场空间[1]。由于不同企业间通信协议不同，不同品

牌的智能家电产品不能很好兼容，家电巨头在生产时

尽可能涵盖多品类的智能产品，为未来全屋定制智慧

家居平台做铺垫。如何通过设计让企业众多的智能家

电品类形成统一的形象，是设计重中之重，在此背景

下构建家族化的设计策略尤为重要。关于家族化的智

能家电产品相关研究，笔者在知网上输入“智能家电

产品”关键词，相关文献有 536 篇；而检索“产品家

族化”的相关文献有 67 篇，其中包括硕士学位论文

7 篇、期刊论文 6 篇、国际会议 2 篇。检索“Product 



208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1 月 

 

family-based（产品家族化）”找到相关文献 52 篇，

“Intelligent home Products（智能家电产品）”检索到

相关文献 611 篇。“智能家电产品”并含“家族化”的

关键词很少。通过查阅文献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智能

家电产品家族化”的关注度较少。如何在激烈的竞争

市场中使智能家电产品形成独有的家族特征，是“家

族化”设计策略研究的重点。 

1  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的相关概念及必要

性分析 

1.1  智能家电及家族化的相关概念 

家族的概念在词典中的含义是指具有血统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群体。“家族化”最早在汽车

的 前 脸 设 计 上 所 应 用 ， 是 由 大 众 集 团 的 设 计 总 监

Walter Silva（大众集团首席设计师）提出，这一概念

在汽车设计领域大获成功，随后被应用到各行各业[2]。 

智能家电就是将传感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引入

到家电设备中形成产品与产品之间互联互通的系统，

具有自动感知空间环境的“能力”，同时能被远程操

控；如今智能家电产品之间都不再是“孤岛式”的存

在，依靠“功能联动”而构建全屋互联的场景，具有

操作的随意性、服务的便利性。[3] 

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定义：是指企业在生产的多

个相同或不同系列的智能家电产品中，同系列及系列

之间的产品在整体形象与使用过程中具有某种相似

或者相同的特征，同时产品与产品之间“互联互通”，

功能联动形成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与其他

品牌之间形成差异性，同时这种特性还能被“遗传”。 

1.2  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的必要性 

1）智能家电产品的现状分析 

智能家电产品品类众多：智能家电产品主要分为

四大类，而这四大类下又有很多产品，见图 1。很多

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都会尽可能地生产全品类的智

能家电，以期成为一个全屋智能系统，占领未来市场，

所以同一品牌的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交叉。

比如厨电类和安防类的产品有部分的交叉，厨电类产

品和清洁类的产品有交叉，由于智能家电产品涵盖到

家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基于家族化特征的智能家电

产品在设计过程中更加复杂。对此还需要从其所特有

的形式去思考新的“家族化”设计形式。 

 

 
 

图 1  智能家电产品的分类 
Fig.1 Classification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智能家电产品的更新迭代需求（见图 2）：企业

为了追求利润，智能家电产品也会不停地进行升级迭
代，在保持产品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应该时刻保持创
新。正如遗传过程中存在着变异，在产品迭代的过程
中要为产品的家族化提供新元素，不能脱离社会的发
展空谈创新。这就要求设计师对不同代的产品之间保
持“家族化”特征元素，防止被用户所遗忘，失去品
牌价值[4]。 

2）物联网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趋势 

消费理念的变化：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

越来越大，时间成本也随着变高，智能家电产品的涵

盖种类也越来越多，未来社会智能家电产品的购买是

“打包式”的，消费者认准品牌，整体购买，在保证

产品之间兼容性的同时，也减少用户购买时的繁琐。

在此背景下家族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家族化的

设计不仅能给用户提供视觉上的统一，还能减少用户

的记忆负担（各种功能命令的统一）[5]。 
 

 
 

图 2  智能家电产品的迭代过程 
Fig.2 Iterative process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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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家居生活的需求：基于“家族化”特征的智

能家电产品设计，根本目的是给用户创造和谐、便捷

的家居环境。现在的楼盘很大一部分是精装修，未来

的家居装修将会“产业化”，[6]把家电安装作为一项

整体性的工程，在用户入住之前安装完成[7]。“装修”

把过去相对分离的生产、施工进行整合，对“装修”

的各个过程进行整体布控，通过对智能家电产品的购

买，从而使其造型、色彩和室内居住环境形成一个和

谐的整体。如图 3 所示，智能橱柜的概念就是结合家

族化的设计理念。通过将厨房类的智能家电产品进行

整合，从形式上让用户形成一致性，而且通过产品之

间的功能联动也能形成一个大的家族[8]。 

 

 

 
 

图 3  传统橱柜与智能橱柜 
Fig.3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cabinet and smart cabinet 

1.3  智能家电与传统家电的区别 

“自主性”：传统家电在工作中是独立运行，产品
与产品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相比较于智能家电的“功
能联动”，传统家电缺乏“自主性”，这就导致传统家
电在工作时是“独立”的个体，不具有“社交”属性，
无法感知用户的需求。而智能家电可以针对人的习
惯、动作进行感知从而影响产品适应自己的习惯，这
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操作方式：传统家电在操作过程中大多通过手
动操作，而前者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体感交互等方
式与产品进行互动，操作方式具有多样性，这就对
于智能家电的家族化有更多的挑战，需要从多维度
进行设计。 

感知对象不同：传统家电的感知对象主要是用户
的“操作”，智能家电的感知对象可以是环境、人的
习惯、动作等，根据这些感知进行相应的功能调整，
具有多样性和自主性。 

2  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特征的调研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家族化”的设计方向，调研方式

通过定性和定量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在定量研究中主要

以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主。在定性调研中，通过深度访谈

的方式，研究用户对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的需求，为家

族化特征的智能家电产品设计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2.1  定量研究 

此次调研主要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借助“问卷

星”网络平台，利用笔者本科、硕博同学、美的实习

同事，通过微信群、QQ 群等线上进行投放。问卷发

放时间为 20 天左右，最后平台共收到 373 份“问卷”。

为了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笔者对问卷进行了筛

选，将明显不合格的进行删除，最后统计有效答卷

360 份，有效率为 96.5%。对答卷的数据进行归类分

析，得出相关数据（包括人数和占比率）。如表 1 所

示，人数表示选择该选项的人数，占比＝人数/总人数。 

通过对 360 人的问卷调研分析，得到了比较可靠

的数据。通过数据发现，用户对“家族化”智能家电

产品有很强的需求，目标用户选择比较正确。根据相 
 

表 1  家族化特征需求调查 
Tab.1 Demand survey on family characteristics 

购买智能 

家电的方式 

（单选） 

人数 占比/% 

单个购买 

的原因 

（单选） 

人数 占比/%

购买智能 

家电的选择

（单选） 

人数 占比/%

购买整套智 

能家电的原 

因（多选） 

人数 占比/%

整体购买 189 52.5 性价比 168 46.67 购买之前品牌 265 73.61 节约选择时间 253 70.28

单个购买 75 20.83 个人爱好 120 33.33 考虑之前品牌 52 14.44 风格统一 197 54.72

混合购买 45 12.5 功能选择 30 8.33 重新挑选 20 5.56 价格优势 183 50.85

两者都可以 45 12.5 两者都可以 10 2.78 无所谓 2 0.56 交互方式统一 305 84.72

其它 6 1.67 其它 32 8.89 其它 1 0.28 兼容性 336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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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注“家族化” 

的方面 

（多选） 

人数 占比/% 

喜欢的 

交互方式 

（多选） 

人数 占比/%

终端产品 

的选择 

（多选） 

人数 占比/%

注重“家族化” 

设计因素 

（多选） 

人数 占比/%

造型 276 75.41 语音控制 306 85.00 智能冰箱 318 88.33 交互方式 306 85.00

材质 225 61.48 触屏操作 300 83.33 智能音箱 258 71.67 外观设计 233 64.72

交互设计 327 89.34 APP 控制 288 80.00 智能镜子 162 45.00 品牌知名度 176 48.89

界面设计 255 69.67 遥控指挥 231 64.17 电脑 156 43.33 价格 277 76.94

使用功能 228 62.30 按键操作 129 35.83 其它 30 8.33 其它 35 9.72

 
关数据得出在进行家族化设计策略分析时，应从产品

的交互方式、界面设计和终端产品等方向进行设计。 

2.2  定性研究 

由于问卷调研的局限性和用户群体的复杂性与

多样性，为确保设计方向的正确性，需要对用户做进

一步的了解。因此，笔者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加深

对“家族化”特征的设计策略研究，以期通过定性加

定量的方式获得更加准确、更深层次的信息。在访谈

中，笔者选取了 6 名用户作为深访目标，访谈时间为

20~40 min，选取 20~40 岁的高学历及对智能家电有

购买倾向的人群或已经购买的人群。笔者对用户访谈

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见表 2。 

2.3  用户深入访谈结果 

通过对上面 6 位目标用户的描述和总结，笔者分

别从感官角度、控制设计、交互方式三个方面总结出

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家族化设计策略方向，为家族

化特征的智能家电产品设计策略作为深层次理论依

据，见表 3。 

 
表 2  深入访谈用户汇总 

Tab.2 In-depth interview with user summary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智能家电的使用情况 “家族化”的理解 对于家族化的要求 

齐同学 男 29 设计师 
智能洗衣机、智能空调、

智能电视、智能微波炉等 

能够将智能家电作为一个整 

体，“功能联动”且相互独立 

喜欢个性的品牌语言，注重

家居环境的整体协调性。 

王同学 男 30 在读博士
智能洗衣机、智能空调、

智能电视、智能电饭煲等 

把智能家电产品整体进行“标

签化”，使用户“沉浸其中” 

交互方式要尽量保持相似

性，减少记忆以及学习负担。

张同事 男 34 研发人员

智能洗衣机、智能冰箱、

扫地机器人、智能微波炉、

智能电饭煲等 

企业通过技术，使其产生技

术壁垒，同品牌产品“互联

互通” 

通过“互联互通”“功能联

动”来区分企业品牌 

王同事 女 39 研发人员

智能洗衣机、智能冰箱、

扫地机器人、电烤箱、智

能微波炉等 

通过判断产品的外观、界面

风格等可视化的视觉语言进

行鉴别 

通过视觉语言以及交互方式

构成独一无二的品牌语言 

李同事 女 38 高校老师
智能洗衣机、智能空调、

智能油烟机、智能镜子等 

所有产品的外观视觉形象能

形成很强的品牌特性，构成

品牌的设计语言 

倾 向 于 操 作 方 式 的 家 族

化，减少操作过程中用户

的“心理压力” 

梁同事 男 44 企业高管

智能洗衣机、电烤箱、火

警以及烟雾探测器、智能

门锁、智能冰箱等 

通过物联网将所有同一品牌的

产品进行“连接”互相“协作” 

“整体”购买，风格统一，

减少购买过程的时间 

 
表 3  家族化特征的问卷与访谈整理 

Tab.3 In-depth interview and collation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感官角度 控制方式 交互设计 

外观：从智能家电产品的造型、

色彩分析；界面设计：使之呈现

家族化的用户体验，降低用户的

使用难度 

控制方式整合：遥控器的整合、APP 的“家

族化”、智能家电产品的终端设计，通过

对智能家电产品的整体控制实现将其品

牌化 

交互方式的一致性：主要从语音交互方

式、产品硬件的操作方式形成“一致性”，

在此过程中进行对界面设计风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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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家电产品家族化特征的设计策略研究 

通过定量与定性的研究，笔者总结归纳出智能家

电产品“家族化”特征的三个方面设计要素：感官角

度、控制设计、交互方式。进而归纳出智能家电产品

“家族化”的设计策略。 

3.1  统一性策略 

统一性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界面 

设计、交互设计、功能联动，通过统一性的策略，形

成“家族化”的企业特点。 

1）界面布局的统一性：对智能家电的界面布局

内容信息进行排布，在保证以用户为中心的基础之 
 

上，保持同一品牌产品界面布局的统一性，在保持统一

性的基础上还应考虑如何形成独有的品牌形象。笔者总

结了常见的几种智能家电界面布局方式，见表 4。 

在对智能家电界面设计的过程中，选择某种排版

方式，产品就要遵循类似的界面布局。使用户形成比

较稳定的空间记忆。界面布局像是在大脑中的一张虚

拟的立体地图，用户在使用同一品牌的智能家电产品

过程中，界面的布局统一性会使用户在操作过程中就

能对产品有一个预期的判断，快速提高用户的认知效

率，节约用户的学习时间。这样在形成统一风格的界

面时，还能提升用户对产品的熟悉感，加深用户对品

牌的认知[9]。 

表 4  常见的界面布局方式 
Tab.4 Common interface layouts 

布局 界面 特点 布局 界面 特点 

九宫格 

 

九 宫 格 主 要 指

整 齐 排 列 的 布

局格式，简洁、

明了 

上下栏

布局 

 

上 下 栏 布 局 为

上 方 或 下 方 为

一 级 导 航 ， 内

部为二级导航

3D 循环 

 

3D 循环是 3D

电 视 推 出 之 后

的 一 种 界 面 方

式，有动感 

左右分栏

导航布局

 

左 右 分 栏 的 布

局 模 式 ， 左 边

是 导 航 ， 右 边

是二级内容 

区域式平

铺布局 

在 界 面 中 直 接

分 区 平 铺 多 个

类 别 的 布 局 模

式，清楚、明了

平铺式

布局 

 

平 铺 式 布 局 是

将 信 息 分 类 平

铺 在 显 示 屏

上，比较直观

 

智能家电的屏幕大小也不尽相同，在进行界面布

局的过程中要进行分类：对屏幕尺寸差别不大的智能

家电可以采用相同或者相似的界面布局，比如冰箱、

镜子等大屏幕的智能家电可以采用九宫格布局，在布

局的过程中为了形成品牌的特色，要注意效果图展现

的统一性，采用相同的动作模式，形成统一的效果；

对小屏幕的智能家电如洗碗机、电蒸箱等可以采用

3D 循环的模式，但是在界面的布局以及元素（包括

字体、特殊符号等）上需保持统一性，增强产品的家

族化特性。 

界面元素的统一性：界面元素主要是指界面上的

图标、字体等。在不同的产品中可以使用相同或者类

似的图标设计，形成统一性，但是在识别的过程中不

能降低图标的品牌识别度。同时还包括按钮、开关等

控件，要求在不同的界面设计中保持相同或者相似

性，达到整体界面风格的统一性。为了达成统一，在

设计控件的过程中可以设计一些品牌个性化的元素

（品牌色、品牌字体等），达到对于品牌的识别。如

方太在 2018 年 3 月 8 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家电及消

费电子博览会上，发布了一款属于方太的字体“方太

梦想宋”。一共 6 763 个字，通过字体和企业的品牌

进行了捆绑，提升了企业的文化内涵，更容易帮助企

业形成家族化的特点，见图 4。[10] 

 

 
 

图 4 “方太梦想宋”字体 
Fig.4 Font of "Fang tai dream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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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音交互的统一性。在智能家电产品的语音

交互中，产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物体，“他们”具

备了“人”的特质，能跟人进行“交流”。如果在日

常生活中有不同品牌的智能家电，用户在使用语音的

过程中可能就会产生混乱，既不利于品牌家族化的形

成，也会给用户造成心理上的困扰[11]。为了能更好地

构建品牌的特征，在“使用语音前”加某一个品牌的

特定“定语”，以此来区分不同的品牌，体现语音交

互的统一性。大家可以借鉴苹果手机的 Siri 呼唤功

能：“Hi Siri”或长按开关键，通过加入品牌所特定

的词语或某一特定的动作进行操作，在不同苹果设备

的转换下灵活使用，减少用户使用过程的难度。 

如图 5 所示，是云米的系列智能家电，用户通过

语音来直接控制产品：比如夏天，用户想打开空调，

只需说“云米空调，冷风 26°”（或者根据室内的温度

“他”可以感知用户的需求是冷风或热风，只需说“云

米空调 26°”，空调就会执行相应的命令）。用户在通

过语音交互的过程中呼唤“云米 XX”时，不仅能加

深用户对产品品牌的信赖，还能与市场上的其它智能

品牌相区别，形成统一性的语音交互方式。语音交互

在家族化的设计过程中比较简单，把“品牌（或品牌

的特定词语）+产品主体+目的”表达清楚就能实现语

音交互的统一性，从而和其它的品牌进行区分，突出

企业的品牌，加深用户对品牌的印象。 
 

 
 

图 5  云米智能家电语音交互方式的家族化 
Fig.5 Family voice interaction mode of Yunmi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3）操作方式的统一性。从产品自身的角度来说，

统一性的操作方式会缩小用户与产品之间的“距离”，

用户不再受该产品系列限制，用户面对智能家电不再

是恐惧，更多的是熟悉。用户依据的是对同一品牌的

熟悉程度，进而能推断出该品牌其它智能产品的操作

方式，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增强企业的品牌特

性，有利于企业品牌形象的建立与传播。[12] 

为了更好地对操作方式进行统一性设计，采用归

纳总结的方法，通过对海尔智能产品的联网方式特点

进行归类，得出其某一部分“统一性”的操作方式。

以此为规律特点延伸到该产品的其他操作方式上。如

表 5 所示，笔者对海尔部分产品联网的交互过程进行

列举。[13] 

对表 5 进行归纳总结，特例：冰箱（一般没有关

机状态）、烟灶（两个手同时操作）、扫地机器人（会

有声音反馈）；共性：长按电源键 5 s 产品就能进入联

网状态；家族化操作方式改进：联网时，所有的海尔

的智能产品都按住电源开关键进行单手指操作（烟灶

同样，按住左键 5 s 或者右键 5 s）。为了增强产品联

网的反馈效果，所有产品在联网成功之后加上该企业

所特有的语音反馈提示声，如“叮咚”（或其它特定

品牌语言），这样不仅在操作方式上加强了品牌特征

的统一性，也通过声音反馈再一次强化企业的品牌。

对其他的操作方式也可以通过归纳类比法，对相同或

者相似的功能归纳出统一性的操作方式，本文不再一

一列举。 

4）“功能联动”的统一性。智能家电产品获取外
部信息数据有 3 种途径：通过外部的互联网；通过用
户的命令；通过产品之间的功能联动所传递的信息。产
品的功能联动性是指当“整体”中“局部”的功能数
据发生变化时，会带动其他产品做出相应反馈[14]。功
能联动的实现使家居环境中的智能家电从“孤岛”变
成了“整体”，打破了传统家电产品之间边界线。功
能联动性的产品一般情况下是同一品牌，企业为了保
护用户的信息数据，不会将信息进行共享，现阶段智
能家电产品之间产生功能联动也是证明为同一品牌
的依据，是另一种“统一性”的表现形式[15]。通过产
品之间的功能联动，用户拥在舒适的环境中，可以增
强产品之间的“关联”程度，使企业的品牌特性展现
得更加完善，进一步带动用户的需求增加，增强用户
的使用黏度，促进企业产品系列销售量增长，更好地
建立企业的品牌形象，智能家电产品的功能联动图，
见图 6。 

用户在使用产品 A 时，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释

放“功能信息”传递给 B、C、D……产品。根据产

品 A 的信息，下一层级的产品会根据用户习惯和产

品 A 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功能调整，进而对用户

的操作进行反馈，最后传递给用户，形成一个闭合的

循环。而这些产品则是建立在企业同一品牌的基础之

上。通过这一闭环，企业的品牌形象在用户心中得到

进一步加深，增强用户对品牌的依赖。 

3.2  整合式策略 

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入访谈的归纳分析，“整合式”

的策略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如图 7 所示，整合式策

略是建立在同一品牌的基础之上，不同品牌的产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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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尔不同智能家电产品联网方式汇总 
Tab.5 Summary of networking methods of different Haier intelligent household appliances 

特点 冰箱 灶台 消毒柜 洗衣机 扫地机 热水器 油烟机 

状态 开机 关机 关机 关机 关机 关机 关机 

操作 温度+设定键 左右按钮 Wi-Fi 键 电源键 电源键 电源键 电源键 

时长 按键 3 s 按键 5 s 按键 5 s 按键 5 s 无要求 按键 5 s 按键 5 s 

显示 无显示 无显示 指示灯闪 显示 C9 指示灯闪 88 图表闪烁 电源键闪烁 

声音 无声音 无声音 无声音 无声音 “叮咚” 无声音 无声音 

 

 
 

图 6  产品功能联动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product function linkage 

 

 
 

图 7 “整合式”控制 
Fig.7 "Integrated" control 

 
于通信协议不同，产品不能互联互通。产品能跟智能

终端相连也是“家族化”特征的标志之一[16]；本文从

3 种不同的终端方式上进行分析：以遥控器为首的“整

合式”智能家电产品终端；以手机 APP 为首的“整

合式”智能产品终端；以镜子、冰箱、音响等为首的

“整合式”智能产品终端。通过多场景、多方式让用

户身边总有最方便的“交互终端”，用户不再依赖特

定的智能设备，这才是真正的“家族化”。 

1）“整合式”遥控。互联网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例如当家中的 Wi-Fi 出现故障或者信号出现问题，手

机和智能家电之间无法执行相应的操作；同时对于一

些老年人来说，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存在着心理障

碍，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遥控器，在这种情况下

遥控器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17]。如果一个智能家电配

一个遥控器，电器的增多遥控器的数量也会增多，过

多的遥控器容易让用户混淆，每一个遥控器上都有若

干个按钮，按钮数量加起来有上百个，这就使简单的

问题复杂化。通过“整合式”设计可以将遥控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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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使同种类或者不同使用场景的遥控器组合到

一起，在操作过程中一个品牌的遥控器可以操控同

一品牌所有的产品，方便用户的使用，减少用户的

记忆负担。[18] 

如图 8 所示，将家中的遥控器进行家族式“整

合”，遥控器整体采用两块触摸屏设计，上方的触摸

屏显示智能家电产品的种类。当用户选择某一款产品

的种类时，下方的触摸显示屏显示相应的按钮模式，

相似的界面、相似或相同的操作使品牌的代入感更加

强烈。比如人们仅购买某个品牌的智能家电产品，仍

然能拥有一个这样“整合式”的遥控器。当再次购买

该品牌其他产品时，“整合式”的遥控器依旧可以使

用，只需要通过自定义添加某产品的按键即可，这就

极大地增加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熟悉感，对企业的品

牌形象更加认同，使用户能从繁杂的“工具”中脱离，

形成“家族化”的体验方式。 

2）“整合式”APP。目前智能家电除了利用遥控

器控制以外，还可以通过下载手机客户端去控制家中

的智能产品。据了解，2020 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将

达到 40 亿人，其中我国就占了 7 亿左右的手机用户，

占据我国总人口的一半。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是 APP

存在的必要条件，市面上的智能产品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控制。通过 APP 搭建智能家电平台非常重

要，但是现阶段市场上的品牌与品牌之间各自独立，

不同品牌的智能家电产品并不能互联互通，每一个企

业都有自己的通信协议，开发自己的 APP 也是重中

之重[19]。通过一个 APP 就可以控制同一品牌的所有

智能家电产品，采用“家族”的控制方式用户会更加

省心，用户在操作过程中不必在打开管理照明类的

APP 之后，又去另一个 APP 上找温度管理设备，接

着又去跳转到照明类 APP。这就需要企业通过一个

“整合式”APP 管控这些智能产品。 
 

 
 

图 8 “整合式”遥控器设计 
Fig.8 "Integrated" remote control design 

 
如图 9 所示，2015 年海尔发布了一个具有时代

意 义 的 APP ， 关 于 海 尔 智 能 家 电 产 品 生 态 圈

“U+APP”，在智能家电行业内部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这款 APP 是针对海尔旗下的智能产品，用户可以通

过手机进行统一的管理，添加海尔的智能设备。海尔

“U+APP”的发布，使海尔的智能家电产品形成一个

大的“家族”生态圈。海尔“U+APP”真正做到了化

繁为简，将众多的海尔智能产品集中到一个手机入口

端，使之形成一个大的“海尔家族”。[20] 

3）“整合式”终端。智能家电本身就可以作为智

能家电的控制终端，在使用中还能控制其他产品，通

过“智能家电”来控制“智能家电”实现对智能家电

产品“终端式”控制。 

以“冰箱”为中心的智能家电产品终端设计：冰

箱在中国家庭生活中地位相对较高。原因在于冰箱有

一个天然独特的优势，它是所有家电中唯一 24 h 不

断电持续运营的产品。民以食为天，冰箱承担着“吃”

这一重任，使其使用更加频繁。冰箱的天然优势，使

智能冰箱成为智能家电家族化的控制中心之一（智能

镜子、智能音箱等）。云米冰箱作为智能家电的终端

产品之一（见图 10），能够控制家中所有的云米智能

家电。同时云米旗下所有的智能产品都能够互相连接

形成一套全屋的智能系统。作为云米智能家电产品的

终端产品之一，智能冰箱是其家族化的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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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海尔 U+APP“家族化”整合 
Fig.9 Integration of Haier U+APP "family" 

 

 
 

图 10  云米智能冰箱家族化控制 
Fig.10 Family control of Yunmi intelligent refrigerator 

 

4  结语 

智能家电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兴事物，很多地

方还不够完善。在智能家电出现以前，传统的家电产

品是单个存在的个体，产品与产品之间相互独立，不

能进行很好地“沟通”。互联网出现以后，物联网将

家居系统各个独立的设备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

一的整体。智能家电与传统的家电相比，增加了更多

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互动，使产品更加具有人性化；本

文致力于对“家族化”特征的智能家电产品设计策略

做出规范化梳理，使智能家电产品个体之间形成统一

的家族化的形象，以期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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