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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创建视角下的户外智能移动母婴车设计研究 

李文杰*，李铎，潘诺妮 
（浙江工业大学，杭州 310023） 

摘要：目的 针对当前户外场景下母婴室覆盖率低、可达性差等问题，提供户外智能移动母婴车的可行

方案，为携婴群体的出行创造舒适优质的户外育婴空间。方法 通过实地调研观察,分析室内外已有母婴

室的配置及使用现状，并结合用户调研挖掘携婴群体在户外场景下的母婴室使用需求。通过典型案例分

析借鉴已有产品的优点，最终提出系统的户外智能移动母婴车设计解决方案并进行详细设计。母婴车不

仅具备基础的哺乳与换尿布功能，还通过手机提供随叫随到、预约、查看状态及位置、控制车内环境条

件、母婴应急物品购买等智能功能，为未来母婴室的设计和研究提供参考。 结论 通过将无人驾驶技术

与移动式母婴室的概念相结合，可以让携婴群体在出行时获得舒适优质的户外育婴空间，提升城市母婴

设施建设的整体质量，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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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Intelligent Mobile Mother and Baby Car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ed City Construction 

LI Wen-jie*, LI Duo, PAN Nuo-ni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low coverage and poor accessibility of the mother and baby room in the current outdoor 

scene,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a feasible design solution for the outdoor intelligent mobile mother and baby car, and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high-quality outdoor childcare space for those going out with babie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e 

configuration and use status of existing indoor and outdoor mother and baby rooms was observed and analyzed. Through 

user research, the use needs of mother and baby rooms in outdoor scenes of baby-carrying groups were explored. Then, 

the advantages of existing products were learned through typical case analysis. Finally, a systematic design solution of 

outdoor intelligent mobile mother and baby cars was proposed and detailed design was carried out. The mobile mother and 

baby cars not only had the basic functions of breastfeeding and diaper changing, and also provided intelligent functions 

such as being on call through mobile phone, being abl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being able to view the status and loca-

tion, controlling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car, and purchasing emergency supplies for mothers and babies, pro-

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mother and baby rooms in the future. By combining driverless technology 

with the concept of mobile mother and baby rooms, a comfortable and high-quality outdoor childcare space is created for 

those going out with babies,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urban mother and baby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hel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KEY WORDS: mother and baby groups; outdoor travel; mother and baby room; unmanned vehicle technology; civilized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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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及三孩政策的开

放，大众对公共场所母婴室的需求不断增加，母婴室

的建设不仅能体现对母婴群体的人文关怀，更是一个

城市和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4]。2021 年 11 月，

国家卫健委等 15 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国家母乳哺育

服务促进计划（2021-2025 年）》[5]，要求到 2025 年，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 80%以上，并将其融入

全国儿童友好城市、全省婴幼儿照料护理服务示范城

市综合评估系统。这一政策使得母婴公共服务市场迎

来了实质性变革[6]，有力地推进了公共场所母婴室的

建设与使用。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年人均出游超

过 4 次，旅游成为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
[7]。2021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

划》指出，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该文件提

出稳步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公园建设，倡导文明

旅游和，健全旅游综合保障体系。在政策及大众旅游

热潮的双重推动下，户外场景下的母婴室建设将成为

携婴群体及婴幼儿出行的基本保障。 

当前我国公共场所的母婴室主要集中于大型商

场、医院、火车站及机场等公共空间内，而母婴日常出

入频率较高的户外场所如公园、景点等覆盖率较低[8]，

空间分布不均衡。同时，已有母婴室普遍存在着诸如

占为他用、实用性差、舒适度差、卫生条件不达标、

改造困难等问题[9]，导致综合体验差、使用率不高等

情况的出现[10-13]。基于此，本研究以汕头市为例展开

实地调研，观察和分析室内外已有母婴室的配置及使

用现状，通过行为观察、问卷和访谈，挖掘携婴群体

在户外场景下的母婴室使用需求，并通过典型案例分

析了解已有产品的优缺点，从而提出系统的户外移动

母婴车设计解决方案并进行详细设计，为携婴群体创

造舒适优质的户外育婴空间，提升城市母婴设施建设

的整体质量，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1  母婴室建设现状 

1.1  国内外母婴室建设情况 

“母婴室”的概念源自国外，在欧美国家被称为

“Baby Care Room”或“Parent's Room”，通常建设于

大型公共场所，以便携婴群体外出时照料婴儿，进行

婴儿护理、哺乳、喂食、备餐、集乳等操作。在国外， 
 

母婴室早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性公共设施[14]，分

布极为广泛。在加拿大几乎所有女性公共卫生间都配

备了尿布台[15]；英国、法国、德国等的母婴室遍布商

场、公园和交通枢纽等[16]，且内部空间宽敞舒适并配

备玩具、消毒液和花洒等设施；日本和新加坡的一些

母婴室兼具洗手间、化妆间、更衣室、休息室等综合

功能。 

而国内的母婴室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据财经媒

体 2019 年 3 月发布的《中国城市母婴室白皮书》显

示[13]，中国内地城市中母婴室数量总计 2 643 间，仅

7 座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母婴室数量超 100 间。在这

些城市中，一间母婴室由 2 207 个 0~3 岁婴幼儿家庭

共享。二线及以下级别城市的平均母婴室数量不足

10 间，部分城市无母婴室。而东京的母婴室数量总

计 5 092 间，平均 47 个家庭便可共享一间母婴室，

供应量已基本达到理想水平。近年来，随着优生优育

和母乳喂养观念的普及、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国

内母婴室的建设数量逐步增加，但仍存在数量不足、

建设和配置情况参差不齐、区域分配不均等问题，尤其

是公园、景区等户外场景的哺乳难问题依然存在[11,17]。 

1.2  母婴室建设的主要类型 

按照搭建形式的不同，当前母婴室主要分为 4 种

类型，分别为附建式、独立式、临时搭建式，以及移

动式。 

1）附建式母婴室（如图 1a 所示）是目前比较常

见的公共母婴室类型，主要建于大型商场等室内公共

场所。因这类母婴室需要依托于建筑本身的水电设

施，选址通常在公共厕所的隔壁，建设相对简单，内

部活动空间相对较大。但受水电接口影响，建设位置

受限，通常需提前规划或后期改造。 

2）独立式母婴室（如图 1b 所示）不隶属于其他

建筑也不和其他建筑物连接，多建于空旷的景区或游

乐场等户外空间，但普遍存在分布不均、不易寻找等

问题。 

3）临时搭建式母婴室（如图 1c 所示）多为哺乳

巾或简易帐篷类的遮挡物，属于应急装备，由使用者

自行准备，成本低，但存在功能单一、不美观、夏天

闷热等问题。 

4）移动式母婴室（如图 1d 所示）[3,18]为后期搭 

 
 

图 1  4 种母婴室类型 
Fig.1 Four types of mother and baby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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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出来的“集装箱式”母婴室，方便移动和拆装，无

须打破原有建筑格局，占地面积小、落地速度快、智

能化程度高、功能较为齐全。因此应用场景更为广泛，

不仅适用于商场、医院、地铁站等室内场景，也可以

建设在景区、公园、商业街区等室外场景。然而其“移

动”的含义更侧重于“易拆装”和“易搬迁”的灵活

性，本质也属于较为固定位置的母婴室。而户外较大

面积的空间更需要真正可以“移动”的母婴室来满足

母婴群体的切实需求。 

2  户外移动母婴室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1  携婴者的户外活动特征 

户外是婴幼儿日常出行活动的重要场景。户外活

动可以有效提高婴幼儿身体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

锻炼婴幼儿的观察能力和交际能力，有利于婴幼儿及

携婴群体的身心健康。调查显示，母婴日常出行地点

受到母婴室分布的影响，大型商场因母婴设施数量较

多且设备较为齐全，成为携婴出行的最佳地点。而公

园、景点等场所由于母婴室数量稀缺或设备不够完

善，导致携婴人群比例明显下降[8,10]。由此可知，当

前母婴室的分布存在需求不匹配、空间分布不均衡等

问题，尤其是公园、景点等适合母婴活动的户外场所，

母婴室建设仍存在巨大的市场缺口。随着疫情防控措 
 

施的优化，大众的户外出行热情高涨且出游品质备受

重视，母婴室的需求也随之提升，更加需要完善户外

场所的配套母婴设施，为携婴群体及婴幼儿的出行提

供基本保障。 

2.2  户外场景下的母婴室匮乏 

在文献方面，当前关于母婴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内部配置及使用现状、用户行为及城市母婴室配置现

状等方面[1,3,19-21]，且研究场景多为室内商业空间，城

市公园、景区等作为携婴者出现频率高、流量较为密

集的户外空间，针对性的研究却较为缺乏[11]。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汕头市为例，对

10 处有较多母婴群体聚集的区域展开实地调研，观

察并记录当前母婴室的分布、内部设施配置、使用情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部分拍摄记录如图 2 所示。调

查结果发现，10 处调研区域中的母婴室多为附建式，

独立式和移动式母婴室比较少，且当前母婴室的建设

普遍存在导视系统混乱、内部基础设备不全、内部设

计不符合人机、内部缺少情感化设计、室外环境母婴

室稀缺等问题。如表 1 所示，6 处商场和综合体等室

内场所均建有母婴室，4 处公园和广场均未建有母婴

室。这与前期文献调研结果相符，当前公共场所母婴

室建设总量匮乏且配置普遍不完善，户外场景下的母

婴室建设市场前景广阔。 

 
 

图 2  部分实地调研图示 
Fig.2 Illustrations of some field investigations 

 

表 1  汕头市公共母婴室调研情况 
Tab.1 Survey of mother and baby rooms in Shantou 

所在城区 空间 位置名称 数量 
可服务母婴

数量/对 

金平区 室内 东夏 100 1 1 

金平区 室内 卜蜂中心 2 2 

金平区 室外 中山公园 0 0 

金平区 室外 时代广场 0 0 

龙湖区 室内 群光汇 1 4 

龙湖区 室内 万象城 4 6 

龙湖区 室内 苏宁广场 1 1 

龙湖区 室内 星湖城 2 2 

龙湖区 室外 金砂公园 0 0 

龙湖区 室外 华侨公园 0 0 

2.3  户外场景下移动母婴室的发展趋势与技术支持 

移动式母婴室具备较强的私密性和灵活性，复制

模式简单，同时其智能化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母婴室

的用户体验，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是未来母婴室

的重要发展方向[8]。而针对公园、景区、广场、街道

等较大面积的户外场景，移动母婴室则需要真正的

“可移动”，如以移动母婴车的形式来满足母婴群体

的动态使用需求。在具体的内部空间设计方面，可参

考当前相对成熟的天猫、mamain、倍儿行等品牌的移

动式母婴室，采用紧凑型设计，在满足人机关系的基

础上，尽可能地在内部设施中使用折叠设计，同时进

行固定处理，以适应母婴车在行驶过程中的震动和惯

性。在技术实现方面，相关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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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当前诸多景区已经在试运营或正式投入使用

的无人观光车，实现随时查看母婴室状态和位置、提

前预约、规划停靠站点等功能，为携婴群体提供智能、

便捷、有效和全面的帮助。同时，为满足智能移动母

婴车在无人情况下根据用户指示到达指定地点并自

动驶回基站这一目标，本研究对当前无人驾驶技术进

行了详细调研。结果显示，随着车载芯片算力的加强，

先进的控制理论与方法及深度学习的应用，配合 5G

通信技术的优势作用，目前无人景区观光车、无人外

卖车等已经实现此功能[22-23]。因此智能移动母婴车在

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3  用户需求调研及设计定位 

3.1  用户需求调研 

本研究运用用户行为观察、用户访谈和在线问卷

调查等方式展开用户调研，深入了解了当前携婴群体

的出行习惯、对母婴室的态度、使用现状，以及遇到

的问题。其中，特别关注户外场景下用户对母婴室具

体功能的需求及期望。用户行为观察是在得到用户许

可的情况下，观察其在使用母婴室时的流程、行为特

点，以及遇到的困难。 

用户调研结果整理如下。 

1）母婴室除了需要满足基本的哺乳与换尿布

需求，还要具备私密性，哺乳区应配备有舒适的哺

乳椅。  

2）哺乳时对环境条件要求较高，需要温度调节、 
 

空气净化等配套设施。 

3）母婴室内可以配备自动售卖机，提供防溢乳

垫、纸尿裤等母婴产品，以解决出门时物品准备不足

的问题。 

4）母婴室要定期清洁，内部选取易于清洁的材

料，日常保持干净卫生。 

5）为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母婴室门锁在特殊

条件下支持从外部打开。 

6）户外场景下应保证母婴室数量充足、易于查

找、可随叫随到，提高母婴室的可用性与可达性。 

结合调研与分析，将核心目标用户定义为对生活

质量有一定要求，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经常带宝

宝出入大型公园和景区等，且对母婴室有使用需求的

年轻妈妈群体，并构建用户画像，见图 3。 

根据用户的行为观察及访谈结果，建立用户对母

婴室使用的用户体验地图，见图 4。按照使用前、使

用中、使用后三个阶段进行触点、动作、用户目标、

情绪与想法、存在痛点，以及机会点的梳理。 

3.2  典型案例调研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及网络调研，对最常见的传

统附建式母婴室进行功能分区、色彩搭配等方面的对

比分析（如图 5 所示）。当前传统附建式母婴室主要

包含哺乳区、洗手区、护理区、休息区，以及冲奶区。

内部空间的主流配色多为暖色系，如柠檬黄、粉色和

乳白色等，风格越来越趋于童趣感，常使用圆润可爱

的设备、装饰、贴画等。 

 

 
 

图 3  目标用户画像 
Fig.3 Persona of target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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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用户体验地图 

Fig.4 User experience map 
 

 
 

图 5  传统附建式母婴室的调研分析总结 
Fig.5 Survey,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raditional  

attached mother and baby rooms 

同时对主流的移动式母婴室展开典型案例调研，

总结其共性特点。调研发现，当前大部分移动式母婴

室的占地面积约为 2 m2，内部设计紧凑，与传统附建

式母婴室相比，大多舍弃了洗手区、儿童休息区、冲

奶区的设备等，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更易拆装和维护。

部分母婴室配备了自动贩卖机，售卖的应急物品包括

防溢乳垫、湿巾、纸尿裤等。当前移动式母婴室均有

配套小程序或 APP，方便用户精准地、便捷地找到母

婴室的位置，并完成预约及支付等操作。 

3.3  设计定位 

本研究通过对用户需求和痛点进行梳理，结合

典型案例的调研与分析，明确了产品的设计目标、

设计形态与核心功能，即供携婴群体在户外场景下

使用的智能移动母婴车，除满足基础的哺乳与换尿

布需求外，还通过手机提供随叫随到、预约、查看

状态及位置、控制车内环境条件、母婴应急物品购

买等智能功能。 

4  户外智能移动母婴车设计实践 

4.1  产品系统设计 

为更好地进行智能移动母婴车内部空间和配套

软件的设计，首先进行用户使用流程及预约系统逻辑

的规划。 

4.1.1  用户使用流程 

用户使用流程如图 6a 所示，通过配套 APP 登录

后，用户的使用场景主要分为如下两种。 

1）直接使用。当用户处于智能移动母婴车附近

时，可直接进行扫码解锁，进入母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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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约使用。用户可通过 APP 选择母婴车的停

靠站点和使用时间，智能移动母婴车将在规定时间

到达指定位置。在确认到达后，预约用户通过扫码

进入母婴车，若无法确认位置，则可选择让母婴车

发出提示音以确定位置。在用户使用完毕后，系统

会通过绑定的支付宝账号进行自动扣款，从而完成

整个使用流程。 

4.1.2  预约系统逻辑 

在预约使用时，智能移动母婴车的系统逻辑如图

6b 所示。母婴车通过云端获取需要前往的位置，并

通过指定路线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同时实时向用户发

送当前位置信息，若用户位置发生改变，则根据当前

位置调整路线；若无法实时获取用户位置信息，则按

照指定路线到达用户输入的位置并通知用户使用。 
 

 
 

图 6  智能移动母婴车系统设计 
Fig.6 System design of intelligent mobile mother and baby cars 

 

4.2  详细设计 

4.2.1  智能移动母婴车设计 

4.2.1.1  基本尺寸 

本研究充分进行了人机工程学的调研，不仅是尿布

台、儿童折叠座椅、哺乳椅等内部设施，整车外观和内

部空间尺寸也均是在调研了已有产品（移动式母婴室和

景区观光车等）和人体尺寸的基础上，按照现有标准进

行的尺寸规划。产品的整体尺寸分别是：长为 4.7 m，

宽为 1.8 m，高为 3 m。内部空间尺寸则分别是：长为

3.8 m，宽为 1.3m，高为 2.1m。室内面积约为 5 m2。这

是基本符合广东省婴童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所归口

管理的地方标准《母婴室安全技术规范》（DB44/T 

2279-2021）[24]中对标准型母婴室（B 类）的尺寸要求。 

4.2.1.2  外部设计 

如图 7a 所示，门把手处有屏幕可显示二维码用

于手机扫码进入，也可对预约码进行扫描。同时，车

身外立面显示车辆编号，辅助预约用户进行识别。 

4.2.1.3  内部设计 

母婴车内部配备了有按摩功能的哺乳椅、可折叠

儿童座椅、可折叠尿布台、自动售卖机、空气净化器、

隐藏式垃圾桶、置物台和储物柜（工作人员用）等，

各种设施的位置排布如图 7b 所示。 

1）内部空间规划：内部分为以哺乳椅为中心的

哺乳区（可兼作休息区）及以尿布台为中心的护理区

（可兼作冲奶区），可同时进行哺乳、护理和冲奶等

操作，满足二孩和三孩家庭多个宝宝同时需要不同护

理的使用需求，加快产品的使用周转率。 

2）哺乳椅：加入按摩功能，提高用户在哺乳、

集乳，以及休息时的舒适度。 

3）折叠尿布台：折叠状态时下方区域可做置物

台，同时将垃圾桶隐藏在尿布台的下方，有效扩大车

内的可站立空间。 

4）置物台：携婴出行会随身携带大量的必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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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使得车内的置物空间显得尤其重要。哺乳椅和

尿布台的一侧均设有置物台，可放置母婴包、集乳用

品、婴儿护理用品、手机等。 

5）车内环境控制设施：哺乳椅侧边的置物台上

有环境控制面板，便于哺乳及护理宝宝时进行车内温

度、湿度等参数的调节，置物台下方设有空气净化器。

同时，为了扩大内部的活动空间，将自动售卖机和儿

童座椅进行壁挂处理，其中儿童座椅也可进行折叠。 
 

 
 

图 7  智能移动母婴车设计 
Fig.7 Design of intelligent mobile mother and baby cars 

 

4.2.2  软件设计 

配套手机 APP 的主要界面如图 8 所示。 

1）首页导航。如图 8a 所示，首页包括扫码解锁

和预约使用功能，当用户处于智能移动母婴车附近

时，可直接点击扫码解锁，快速使用母婴车。此外，

用户也可以通过预约进行使用。 

2）预约界面。可通过 APP 设置具体的预约使用

信息，包括母婴车停靠站点和使用时间（如图 8b 所

示），且可看到附近的母婴车数量与位置。 
 

3）车内环境控制界面。当用户进入车厢后，

如果默认的灯光、温度、音乐播放、电动雾窗的透

明度等不满足需求，可通过车内环境控制界面进行

个性化调节（如图 8c~d 所示），车内哺乳椅边上的

置物台处也有相应的控制面板，可以进行车内环境

设置。  

4）母婴物品购买界面。提供了应急母婴用品的

查看及购买模块，方便用户提前了解车内应急母婴用

品的供应情况（如图 8e 所示）。 

 
 

a  APP 首页          b  预约界面        c  车内环境控制界面   d  车内环境控制界面   e  应急母婴用品界面 
 

图 8  APP 界面设计 
Fig.8 APP interface design 

 

5  结语 

在相关政策及大众旅游热潮的双重推动下，户外

场景下的母婴室建设成为满足母婴群体出行的必要

公共设施，是衡量城市女性及儿童友好水平的重要因

素之一，也是公园城市建设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的

重要环节。而当前户外公共母婴室数量严重短缺，存

在区域分布不均、可用性，以及可达性差等诸多问题。

本研究以汕头市为例展开实地调研，不仅探索了室内

外母婴室的分布、配置、用户使用现状，而且还对用 
户的核心需求展开调研与分析，最终将无人驾驶技术
与移动式母婴室相结合，针对户外场景提出智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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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车的可行方案并进行详细设计，为用户提供户外
场景下的育婴空间，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同时为未来
母婴室的设计和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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