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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猫为研究对象，获取猫和饲养者对宠物家具的感性需求，探索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宠物

家具设计，为宠物家具设计提供方向。方法 首先通过实际观察、文献研究及深入访谈，从猫的生理特

征、心理特点、行为习性三个方面分析归纳猫对宠物家具的设计需求；其次，搜集饲养者对宠物家具的

感性需求，采用模糊 Kano 模型和 Better-Worse 系数对饲养者的感性需求进行筛选与分类；最后将总结

的宠物需求与筛选后的饲养者需求建立宠物家具设计需求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各项需求进

行权重值计算和一致性检验，将权重值较高的需求作为宠物家具设计的依据。结果 宠物家具设计需求

较高的有功能区域划分、整体协调、结构稳定、符合猫的尺寸、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擅长跳跃与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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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ake cats as a research object, obtain the needs of cats and feeders for pet furniture, and 

explore the design of pet furniture oriented by user needs to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pet furniture design. Firstly, through 

practical observ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pet furniture design needs of cat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habits. Secondly, 

the perceptual needs of feeders for pet furniture were collected. The fuzzy Kano model and Better-Worse coefficient were 

used to screen and classify the perceptual needs of feeders. Finally, the user need system of pet furniture design was built 

with the summarized pet needs and the screened feed need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value of each need and verify the consistency. The needs with higher weight value were taken as the basis of 

pet furniture design. Pet furniture design of high requirements includes functional area division, overall coordination, sta-

ble structure, proper size, reasonable social distance and suitability for jumping and asc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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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家具是为了满足人与宠物共同使用需求的

一种新的家具形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对象的特殊

性。宠物家具除需要具备普通家具的特点，还要涵盖

宠物的使用需求，并促进人宠互动，增强人宠情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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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宠物猫为研究对象，猫的独立性格和爱干净的

特点尤其受到都市年轻人的喜爱，他们作为宠物家具

市场的新兴消费群体，不仅关注宠物家具的使用功

能，而且注重家具的品位形象和设计内涵。因此，把

握猫及饲养者的需求，并以此为导向进行设计是宠物

家具发展的必然趋势。 

1  养猫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人宠室内矛盾 

1）室内空间利用率降低。饲养一只猫所需要的

用品很多。除了满足其基本需求的食盆、饮水器、猫

窝、猫砂盆外，还有满足娱乐需求的猫爬架、猫玩具

等宠物用品，且大多数宠物用品造型各异，尺寸不一。

因此，其不可折叠、收纳和隐藏，所需室内空间面积

非常大。 

2）使用寿命与可回收性低。目前，市面上大多

数宠物用品由瓦楞纸板、塑料及棉麻制品制造，存在

质量差、不可清洗、不易回收及零部件不可更换等问

题，使用周期较短，无法回收再利用。 

3）影响室内整体美观。宠物用品造型、色彩繁

杂，没有统一的规范，随意堆放的宠物用品无法与室

内软装形成协调的整体效果，因而造成室内空间装饰

上的破碎感。 

1.2  家具安全隐患 

家具安全性设计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合理的设计

会给宠物及家庭成员的健康安全带来隐患。如猫擅长

并喜爱跳跃，由于其自身重量及跳跃惯性等作用，某

些质量较轻且未被固定的家具，在猫向上跳跃时容易

致其倾翻伤及自身或向下跳跃时推动家具危害儿童，

见图 1—2。 

 

  
 

图 1  猫向上跳跃造成家具倾翻现象           
Fig.1 Tip-over of furniture caused by  

jumping up of cats 

 

图 2  猫向下跳跃造成家具移位现象 
   Fig.2 Displacement of furniture caused by 

 jumping down of cats 
 

2  宠物家具的设计研究路径 

近年来，宠物行业发展迅速，宠物在人类社会中

已经不仅被作为工具性动物，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视其

为家庭成员，使其深入参与到家庭和社会生活中[2]。

除了围绕着宠物衣食住行发展起来的食品、医疗、美

容等成熟的产业，宠物与饲养者在室内环境中共生的

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宠物家具的发展起步较晚，受

众窄，在设计和生产中存在许多问题。在设计中往往

存在理想化设计，因此想要让用户喜欢并使用，就必

须了解使用对象是谁及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将用户需

求纳入考虑范围之中，并赋予产品设计积极体验。 

选择猫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及

实际观察，从猫的生理、心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特征

分析猫对宠物家具设计的要求，获取猫对家具的需

求。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饲养者对宠物家具

的感性需求，利用模糊 Kano 模型和用户相对满意系

数（Better-Worse）对饲养者的感性需求进行筛选和

品质分类，获取能够代表饲养者期望和兴奋的感性需

求项目。针对猫和饲养者的需求建立宠物家具设计需

求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猫及饲养者的需求进

行主观权重值计算排序和一致性验证，最后获取宠物

家具设计的需求要素。研究路径见图 3。 

3  猫对宠物家具设计的影响 

3.1  猫的生理特征对宠物家具设计的影响 

猫 的 体 型 属 于 小 巧 类 ， 成 年 猫 的 体 重 约 在

2.5~7.5 kg，体长（头与身体的长度）约在 19~75 cm；

虽视觉灵敏、视野开阔，但色彩感知能力差；因嗅觉

敏锐，所以对刺激性的味道会十分敏感[3]。良好的听

觉使猫容易受到惊吓。同时，猫的生活规律性强，环

境适应力较弱，因此产品需具备很强的感知性。 

为适应猫的生理和成长需要，在设计宠物家具猫

用部分时，应以常见成年猫尺寸为依据，参考市面所

售的宠物用品，适当增加尺寸余量。推拉部件应采用

带有阻尼的五金连接件，底脚应进行防滑和防噪音处

理。家具选择环保低醛材料，降低原材料中挥发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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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路径 
Fig.3 Research path 

 
害物质散发的异味。 

3.2  猫的心理特征对宠物家具设计的影响 

与人的社会活动距离一样，猫与猫、猫与饲养者

之间存在社交距离，一般分为个体距离、危险距离和

逃亡距离。个体距离是能与猫近距离接触的距离，危

险距离指饲养者继续接近就会发动攻击的距离，逃亡

距离指饲养者继续接近就会逃跑的距离。即使是亲近

主人的猫，根据情况有时也会对饲养者产生社交距

离。同时，由于猫在野生时代的历史基因遗传，更容

易接受四面有遮挡的空间[4]。即使生活在安全的居家

空间，仍然不改本性，喜欢探寻可以隐藏的地方并喜

爱造型相对圆润的物品。 

3.3  猫的行为特征对宠物家具设计的影响 

猫的身体构造及独特的平衡能力使其具有良好

的跳跃能力。猫可以从蹲坐的状态一鼓作气地把后腿

像弹簧一样伸长，助跑之后对准目标，跳到相当于自

己身高 4~5 倍的高度，在人类世界里，跳高纪录大约

是身高的 1.3 倍。因此，猫不仅是水平活动者，而且

擅长垂直跳跃移动。观察发现，猫作为完全室内动物，

与水平活动的犬不同，饲养者需要考虑其垂直方向的

活动，以满足猫的日常行为活动空间[5]。同时猫具有

舔舐自身、自我清洁及抓挠家具的行为，因此家具应

尽量选择天然材料，避免舔舐到有毒物质，损害其身

体健康。 

通过对猫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的分析与总

结，获得猫对宠物家具的设计需求，见图 4。 

 

 
 

图 4  猫需求 
Fig.4 Needs of cat  

 

4  饲养者对宠物家具设计的需求分析 

宠物家具属于创新型设计，应进行用户需求分

析。模糊 Kano 模型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挖掘用户

需求及兴趣点，描述用户行为，为产品设计提供依

据 [6]；也是基于用户需求细分的原理上，开发和设计

的结构型问卷及分析方法。通过一系列结构型的问卷

进行分析，对需求属性进行分类，确定需求项目的归

属类别，分析并整理出最具备用户需求的项目进行设

计，从而使设计符合用户的期望，提升好感度与满意

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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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饲养者对宠物家具的需求层次模型 

通过与饲养者的交流访谈，筛选并确定饲养者对

宠物家具的需求项目。获得用户初始需求 52 项，然

后将原始需求按照层级顺序构建需求层级模型，通过

整理分类，将内容属性相近的需求项目分为一组，确

保各组之间的属性不重复，共分为 4 个需求项目群

组，即层次模型的 4 个层级指标，见图 5。 

4.2  饲养者需求筛选和分类 

按照模糊 Kano 模型设计调查问卷表《宠物家具

设计调查问卷》，对每个需求特性各设置一个正反向

问题（见表 1），回答在数值 0~1，且须确保数值之和

为 1。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可靠及精确有效，本次

问卷进行有目的的发放，主要通过线上的电子问卷调

查与线下纸质问卷调查两种方式进行样本数据的收

集。其中，宠物饲养者 86 份（限于宠物猫饲养者），

从事宠物行业相关者 21 份，从事家具行业相关者 18

份，共计 125 份，剔除无效问卷，回收真实有效问卷

11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4%。问卷用户主要分布在

广东省深圳市。 
 

 
图 5  饲养者初始需求 

Fig.5 Initial needs of feeders  
 

表 1  模糊 Kano 问卷表 
Tab.1 Fuzzy Kano questionnaire 

需求项目 正反问题 同意 应当如此 无所谓 可以接受 不同意 

具备 0.8 0.2    
使用需求 功能区域划分

不具备   0.1 0.2 0.7 

 
对调研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和整理，并判断各个需

求项目的属性，步骤如下。 

1）构建模糊矩阵。以表 1 为例，具备此功能要

素的矩阵 S=[0.8，0.2，0，0，0]，不具备此功能要素

的矩阵 Y=[0，0，0.1，0.2，0.7]，通过矩阵乘法，获

得模糊关系矩阵 S，如下所示[8]： 

0 0 0.08 0.16 0.56

0 0 0.02 0.04 0.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   

2）根据模糊 Kano 评估表与矩阵 S 中的数值计

算，基本要素 M 的隶属度向量 tM 的数值总和为 0.14，

兴 奋 要 素 A 的 隶 属 度 向 量 tA 的 数 值 总 和 为

0.08+0.16=0.24，期望要素 O 的隶属度向量 tO 的数值

总和为 0.56，无差别要素 I 的隶属度向量 tI 的数值总

和为 0.02+0.04=0.09，反向要素 R 的隶属度向量 tR 的

数值总和为 0[9]。因此，质量隶属向量 T 如下所示： 

0.14 0.24 0.56 0.06 0

M A O I R
      
 

T  

由于同一质量因素可同时显示为多个质量属性，

因而引入置信度水平 α 对此属性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以 α≥0.4 为例，当品质隶属度向量大于或等于 α 时，

该品质属性值为 1，当品质属性隶属向量度小于 α 时，

该品质属性值为 0[10]，因此，如表 1 所示的功能区域

划分项目的质量属性向量 T=（0,0,1,0,0），为期望需

求要素。 

3）根据图 5 重复以上步骤，计算出每个项目的

属性分类。由于品质属性的充足程度因人而异，问卷

以最高频次作为所代表的品质属性，如果最终分数相

同无法进行区分时，应以 M>O>A>I 作为优先评判顺

序，即按照基本属性＞期望属性＞兴奋属性＞无差别

属性的顺序进行排序[11]。 

模糊 Kano 模型虽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能够深

入探析不同用户的各种需求，但它在判断不同产品质

量属性问题的方法是根据归属类别中的最大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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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产品质量分类存在两个或多个相等的最大值或

与第二大值之间的差距较小时，就无法提供准确的产

品质量属性分类[12]。国外学者 Berger 因此提出通过

计算 Better-Worse 系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Better

（SI）指产品具备某一功能属性时，用户对其满意度

的影响，数值为正数且范围在 0~1，数值越大，用户

满意度提升越快；Worse（DI）指产品不具备某一功

能属性时，用户对其满意度的影响，数值为负数，范

围 在 -1~0， 数 值 越 小 ， 用 户 满 意 度 下 降 越 快 [13] 。

Better-Worse 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

( )

Ai OiSI
Ai Oi Mi Ii




  
   (1) 

( )
( 1)

( )

Mi OiDI
Ai Oi Mi Ii


  

  
   (2) 

根据问卷分析情况及模糊 Kano 评价表给出的方

法对需求项目进行模糊属性分类，并按照公式（1）—

（2）对各个需求项目进行 Better-Worse 系数计算。

在满足基本型需求的基础上，将归属类别为期望型和

兴奋型且 SI 值≥0.6、DI 值≤–0.5 的需求项目作为宠

物家具设计饲养者的重点关注项目，以提高用户的满

意度与好感度[14]，见表 2。 
 

表 2  饲养者需求属性分类 
Tab.2 Classification of feeder needs attributes 

序号 功能需求 归属类别 SI 值 DI 值 

1 功能区域划分 O 0.609 –0.509 

2 收纳性强 O 0.718 –0.609 

3 可拆装和重组 A 0.676 –0.504 

4 便于清洁 A 0.616 –0.508 

5 限制宠物活动 O 0.655 –0.637 

6 简洁时尚 O 0.727 –0.600 

7 整体协调 O 0.607 –0.571 

8 颜色可选择 O 0.616 –0.661 

9 结构稳定 A 0.605 –0.587 

10 造型安全 O 0.620 –0.574 

11 材料环保 O 0.734 –0.752 
 

5  宠物家具设计需求指标体系及主观权重

计算 

5.1  宠物家具设计需求指标体系建立 

通过对宠物需求的归纳总结与饲养者需求的分

类筛选，建立宠物家具设计需求项目体系，见表 3。 

5.2  权重值计算 

模糊 Kano 模型适用于品质分类，但无法精准获

取需求项目的权重值，因此结合层次分析法进行主观

权重值的计算与排序。为保证权重分析的一致性，邀

请深圳家具研究开发院的 10 位专家对表 3 进行指标 

表 3  宠物家具设计需求项目体系 
Tab.3 Design need project system of pet furniture  

需求对象 需求类别 需求项目 

符合猫的生理尺寸 

不产生刺耳的噪声 

无刺鼻异味 
生理需求 

感知性强 

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 

喜爱造型圆润的物品 心理需求 

喜爱相对密闭的空间 

擅长跳跃与登高 

具有舔舐行为 

猫的需求 

行为需求 

具有抓挠行为 

功能区域划分 

收纳性强 

可拆装和重组 

便于清洁 

使用需求 

限制宠物活动 

简洁时尚 

颜色可选择 外观需求 

整体协调 

结构稳定 

造型安全 

饲养者需求

安全需求 

材料环保 

 
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所提供的判断矩阵标度赋值，

在数值上体现要素的重要等级[15]。权重系数的计算是

得出设计要素重要度排序的关键步骤，层次分析法中

常用的有算术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特征向量等[16]，

本文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权重计算，其计算公式和方

法步骤如下： 

1

1

1 n
ij

i n
j

kj
k

a
W

n a



 


   (3) 

将判断矩阵按列进行归一化处理，即每个元素除

以所在列之和；按行求和，将归一化后的各行相加；

将相加后得到的向量中每个元素除以 n 即可得到权

重向量。 

为避免决策者的主观性为结果带来较大误差，因

此需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指标 CR 值通常在

0~0.1，CR 值指标越小，说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越好，

可用度越高，反之则说明该矩阵需要修正，通常 CR
指标值应小于或等于 0.1。计算方法如下： 

max 0.1
( 1)

n
CR

n RI
 


 

≤   (4)  

其中，λmax 是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值，n 是矩阵阶

数，RI 值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值可在表 4 中

查询，λmax 可根据公式（5）计算获得，其中，AW 为

特征向量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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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平均随机一致性 
Tab.4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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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0 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1.52 

 

max

( )1 i

i in w


 
  

 
 AW

  (5) 

以饲养者使用需求为例，功能区域划分、收纳性

强、可拆装和重组、便于清洁、限制宠物活动的权重

向量 W1 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依据评价结果建立判断矩阵 A，将判断矩阵 A 的

每一列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矩阵 A1，按行相加后的

结果除以矩阵阶数得到特征向量 W，将矩阵 A 与特

征向量 W 相乘即得到特征向量的近似值 AW，然后根

据式（3）—（5）计算特征向量 A 对应的最大特征值

和 CR 值。 

 

(1,1,1) (6,7,8) (4,5,6) (3,4,5) (2,3,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1,1,1) , , , , , ,

8 7 6 4 3 2 6 5 4 6 5 4

1 1 1 1 1 1 1 1 1
, , (2,3,4) (1,1,1) , , , ,

5 4 3 5 4 3 4 3 2

1 1 1
, , (4,5,6) (3,4,5) (1,1,1) (1,2,3)

5 4 3

1

4

       
       
       
     
           
 
 
 

A

1 1 1 1 1
, , (4,5,6) (2,3,4) , , (1,1,1)
3 2 4 3 2

 
 
 
 
 
 
 
 
 
 
 
    
        

  

1

0.506 0.333 0.375 0.672 0.459

0.072 0.048 0.025 0.034 0.031

0.127 0.143 0.075 0.042 0.051

0.127 0.238 0.3 0.168 0.306

0.168 0.238 0.225 0.084 0.153

 
 
 
 
 
 
 
 

A   

(0.469,0.042,0.088,0.228,0.174)W   

(2.637,0.219,0, 446,1.255,0.918)AW   

 max

1 2.637 0.219 0.446 1.255 0.918

5 0.469 0.042 0.088 0.228 0.174

5.337

       
 


  

5.337 5
0.074 0.1

(5 1) 1.12
CR 

 
 

＜   

按照以上方法，通过计算分别获得各个需求项目

对宠物家具设计影响的权重向量，饲养者使用需求

W=（0.469,0.042,0.088,0.228,0.174）饲养者外观需求

W=（0.232,0.072,0.696），饲养者安全需求 W=（0.459, 

0.108,0.433），猫的生理需求 W=（0.408,0.099,0.181, 

0.312），猫的心理需求 W=（0.614,0.123,0.263），猫

的行为需求 W=（0.419,0.177,0.404）。 

6  猫用宠物家具设计需求研究与实践 

根据对猫和饲养者需求的分析及权重计算可知，

在各个需求项目类中，权重值最高的项目为用户重点

关注需求。因此，宠物家具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

提取最高权重值项目作为宠物家具设计需求要素，分

别为功能区域划分、整体协调、结构稳定、符合猫的

尺寸、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擅长跳跃与登高，并以

此为依据进行设计实践。 

1）功能区域划分。饲养者与宠物在非交流互动

的状态下，应能够自觉感知和使用固定位置区域，各

自保持一定的生活领域，使用时可促进交流互动，不

使用时应使人宠互不干预。如图 6 所示，划分出宠物

和饲养者的各自使用区域，宠物区域可满足猫休憩、

抓挠、攀爬、如厕的需求，其他区域可满足饲养者的

展示和储存需求。 

2）整体协调。宠物家具的设计要和室内环境、

整体风格及各种软装配饰相协调，并形成和谐、完善、

统一的整体，避免造型过于突兀带来的整体空间破碎

感。宠物家具在设计上与一般民用家具在造型结构上

保持一致，多种功能的有机结合使宠物用品隐藏在家

具中，保持室内空间的流畅与整洁。 

3）结构稳定。宠物家具的结构设计底部较阔、

平稳贴地，家具各部位没有裂纹，接合部件应紧密，

各部位配件妥善装嵌、螺丝紧固，开关、锁具易于使

用。预留出五金连接件的位置方便固定在墙上，保证

用户使用安全。 

4）符合猫的尺寸。宠物家具的设计考虑到猫的

生长因素，结合成年猫的体高、体重、体长等因素来

规划猫使用区域的尺寸，能够保证幼猫与成猫均能

使用。 

5）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猫会对饲养者产生一

定的社交距离，在宠物家具设计上需保证猫具有独立

生活的空间，对猫的休息和如厕区域进行一定程度的

隐藏，以免使其感受到社交恐惧变得有攻击性。 

6）擅长跳跃与登高。大多数猫具备优秀的跳跃

能力，但是也有少部分猫恐高，因此家具中为猫设计

的跳台不宜过高，间距落差也不能太大，避免因为高

度问题而降低使用意愿。 

此外，在结构设计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拆装

性，模块化的设计使宠物家具的各个零部件可以进行

更换，延长使用周期与寿命。在造型的设计上呈现阶

梯式，可满足猫的跳跃和登高要求，部件的自由拆卸

可以实现组合式功能家具。材质以板木为主，适用于

绝大多数现代装修风格，以材料自身的特性体现装饰

感，见图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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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效果图 
Fig.6 Rendering picture 

 

7  结语 

由于宠物家具使用对象的特殊性，必须考虑到宠

物与饲养者的实际需求。本文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结

合宠物猫和饲养者的感性需求，通过定性研究和量化

分析得到宠物家具的设计需求要素。我国宠物猫饲养

数量庞大，消费逐渐转向多元化和精细化，且需求在

不断发生变化，宠物家具市场存在巨大消费潜力。因

此，猫用宠物家具的设计需求研究侧重于探索宠物家

具的设计方法，旨在提取出满足宠物与饲养者感性需

求的设计需求要素，对宠物家具的设计提出参考意

见，降低盲目设计，提高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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