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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定制衣柜饰面纹理对消费者感知意象偏好的影响。方法 研究选取在定制衣柜产品上应

用频率较高的木纹理、皮纹理与布纹理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其特征元素分为 12 种类型，运用问卷调

研法收集消费者对各类型样本的感性评价，再将所得评价数据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影响评价

的主因子，最后对结果进行聚类获得具有相同意象评价的 3 组类簇。结果 视觉因子与感受因子是影响

感性评价的主因子；类簇 1 适配高级简约风格、类簇 2 适合轻奢主义风格、类簇 3 适合繁复主义风格。

结论 可知纹理的线条、色彩和图案的设计元素不同，给予消费者的心理感知不同。本研究为定制衣柜

的设计风格定位提供判定思路，也为其纹理中的元素设计方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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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re Preference of Customized Wardrobe Veneer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NIU Jia-yu, CHEN Yu-shu* 
(College of Furnishings and Industrial Desig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ustomized wardrobe veneer texture on consumers' perceived 

image preference. The wood texture, skin texture and cloth texture frequently used in customized wardrobe products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vided into 12 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to collect consumers' perceptual evaluation on each type of samples, and then the evaluation data 

were subject to factor analysis by spss software to obtain the main factor. Finally, the results were clustered to obtain three 

groups of clusters with the same image evaluation. Visual factor and sensory factor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rceptual evaluation, and cluster 1 was suitable for advanced simple style, cluster 2 suitable for light luxury style, and 

cluster 3 suitable for complicated style.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lines, colors and pattern design elements of the texture 

are different, giving consumers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judgment ideas for the design style 

positioning of customized wardrobe,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direction of elements in its te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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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衣柜是按客户个性化需求来定制的衣柜类

产品，由于其具备实用、易搭配、高空间利用率等特

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1-3]。受定制属性

限制，产品之间的造型设计相似度较高，其表面纹理

设计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各

品牌增添辨识度的重点研发对象[4-6]。已知现行应用

的纹理中包含多种材质，诸如木纹、石纹、皮纹、布

纹等，每种材质的元素特点又各不相同，人们对其产

生的直观感受也有所差别[7]。因此需寻求一种能够感

性分析的方法，以统计目标消费群体对各类纹理的定

制衣柜的感知偏好，这样可以有效定位饰面衣柜的风

格归属，便于协调其在生活空间中的设计搭配，使定

制系列家具整体风格更加系统化，以提升产品的客户

满意度与竞争力。 

人们在形容产品时常用感性词汇进行表述，但感

性认知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难以精确统计。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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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纹理研究领域，关于设计的感性评价研究还很少，

研究主要集中在纹理的功能属性、纹理的文化特征等

方面，如李鹏与牛晓霆[8]研究了木材纹理在明式椅类

家具上的功能属性，朱雯琴[9]与刘新有基于木材纹理

特征讨论了其对家具造型、结构、工艺设计等方面的

影响。而因子分析法可以将产品特征与感性认知之间

存在的关系进行量化提取，已被广泛应用在设计领域

中[10]。例如徐梦婷和蒋晓文[11]将因子分析法与聚类

分析法相结合，探究了不同羽绒服绗缝图案对女性消

费者产生的心理影响；熊燕飞[12]针对农产品包装设计

进行因子分析得到设计元素与消费者偏好之间的关

系；郝新月和刘凯旋[13]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袜子的装饰

图案进行量化研究，并提取了对消费者影响较大的主

因子。 

基于此，本文运用问卷调研法、因子分析法和聚

类分析法，从感性分析角度研究消费者对于不同特征

的定制衣柜饰面纹理的评价，并提取贡献率较高的影

响因子，得到各类型纹理所表征的意象。 

1  指标体系与分析方法 

1.1  样本确定 

根据品牌影响力、产品设计风格、产品图片的获

取 情 况 及 消 费 者 认 可 度 四 个 方 面 综 合 考 虑 ， 选 择 
 

Poliform、Tumidei、Hulsta、RARA、Rugiano 以上 5

个家具定制品牌旗下的定制衣柜类产品作为研究对

象。研究的样本图片均选自品牌官网提供的纹理样

图，因此不存在操作范围内的提取误差。共收集纹理

图片 50 张，其中各材质占比数据如下：木纹 32%、

皮纹 10%、布纹 18%、石纹 2%。由于石纹的应用率

较低且样本数量较少，因此量化研究主要围绕木纹、

皮纹与布纹展开分析，然后对以上三种材质纹理特征

进行元素分解（见图 1）。根据采集的样本比较发现，

木纹的区分特征集中在线条曲直以及线条与整幅面

基底的色差上；布纹纹样之间的差别较大，可按花纹

的类型进行区分；皮纹的区分特征则集中在本身的纹

路上。 

将木纹、布纹与皮纹各自分解后的特征元素划分

为三个量级，每个量级按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组合的形

式进行标号，用于后面分析研究时的标注（见表 1），

然后将收集的样本图片按区分依据进行归类，并根据

各类样本的数量进行调整，保证数量一致。 

1.2  评价指标   

通过定制衣柜类家具的官网及杂志资讯采集相

关意象词汇 25 个，再由 10 名具有相关设计经验的人

员对以上 25 个词汇进行评估，最终筛选得到具有代

表性的意象词汇 10 个，再找 10 个反义词汇与之对应 

 
 

图 1  纹理特征元素分解图 
Fig.1 Characteristic element decomposition diagram of texture 

 
表 1  纹理特征元素区分表 

Tab.1 Characteristic element distinguishing of texture 

材质 特征元素 区分指标 区分依据 

M1：色差较大 

M2：色差适中 色差 

M3：色差较小 

取对比强烈的两个色彩的 HSB 值，其中 H 值差超过 240 或 S
值与 B 值的差超过 66，为大色差；H 值差不超过 120 和 S 值

与 B 值的差不超过 33 为小色差，其余为中色差。 

M4：直型纹理 

M5：曲直拼接型纹理 

木纹 

纹型 

M6：曲型纹理 

纹理基本通直为直纹；全部为大山纹或年轮纹为曲纹；曲纹直

纹都含有为曲直拼接纹 

P1：显性大纹 

P2：纹型适中 皮纹 纹型 

P3：隐性暗纹 

具有明显纹痕且纹型较大的为显性大纹；没有明显色彩分界且

纹痕不明显的为隐性暗纹；纹型与纹痕适中的为适中纹型 

B1：几何花纹 

B2：编织花纹 布纹 纹型 

B3：连贯花纹 

由几何图案构成的为几何花纹；经纬线交错的纹路为编织花

纹；整幅面连贯不间断的大图案为连贯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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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10 组词汇，分别为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简

朴–轻奢、保守–时尚、粗野–精致、冷酷–温暖、难搭

配–易搭配、生硬–柔和、呆板–自然、单调–丰富。并

按量表法将每组词对划分成 5 个等级，即–2 分表示

非常认同左侧意象词汇，–1 分表示较为认同左侧意

象词汇，0 分表示态度中立，1 分表示较为认同右侧

意象词汇，2 分表示非常认同右侧意象词汇。 

1.3  分析方法 

问卷调研结合语义差异法用于将消费者对定制

衣柜样本图片的感性评价进行数据转化，用数值的大

小直观表示意象的程度关系[14]。然后，将所得数据按

特征元素划分的 12 种样本类型进行均值处理，得到

符合因子分析条件的数据。因子分析法是能够反映数

据之间存在关系的方法[15]。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

数据中存在的特征因子，进而得到消费者认可的感性

意象。若所得各样本意象结果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则

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可得到能够表征相同意象的样本

集，该样本集可划分为同风格属性。 

2  实证分析 

2.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次调研问卷的发放对象为 25~45 岁的消费群 
 

体，该类消费群体对现阶段定制衣柜的设计风格有自

己独特的见解，且为定制家具类产品的消费主力军。

消费者对定制衣柜产品的感知是基于经验做出的反

应。因此，本次问卷的发放尽量选择职业、收入水平

与受教育程度各不相同的消费群体，以获得该年龄范

围内的总体趋势结果。为避免问卷填写人员出现视觉

判断疲劳，将问卷按纹理种类分成三部分进行发放，

每位受调研人员只需填写一部分即可。问卷共发放

84 份，回收 79 份，其中有效问卷 75 份，问卷回收

率为 89.2%。问卷结果通过 SPSS 软件进行可信度分析，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2，信度较高，符合分析条件。 

2.2  数据统计与处理 

将问卷调研结果通过 EXCEL 软件进行均值统计

分析，结合各样本特征简单分析消费者对定制衣柜饰

面纹理的偏好。从表 2 中可知，在 120 个分值中，有

99 个正值，21 个负值。由于正值的趋向是前期筛选

后的前 10 个词汇，正值占总量的 82.5%，初步验证

了前期的样本筛选符合研究要求。其中样本 M1 与

M6 的负值数为 4 个，相较于其它样本的负数值较多，

证明消费者对色差大的木纹理与曲纹型木纹理所饰

面的定制衣柜满意度一般。样本 P2 的评价均为正值，

表明消费者对纹型适中的皮纹饰面的定制衣柜产品

较为满意。 

表 2  均值分析 
Tab.2 Mean analysis 

纹理样本 
形容词对 

M1 M2 M3 M4 M5 M6 P1 P2 P3 B1 B2 B3 

繁复-简约 –0.97 0.44 0.92 1.22 0.04 –0.81 0.21 1.02 1.51 –1.01 1.06 –1.32

普通-高级 0.52 0.92 0.88 1.12 –0.06 –0.36 0.71 1.62 1.46 0.97 0.68 0.54

简朴-轻奢 –0.32 0.89 0.73 0.76 –0.26 –0.84 0.96 1.41 1.18 0.98 0.25 –0.51

保守-时尚 0.96 –0.16 –1.02 0.21 0.44 0.84 0.62 0.83 0.66 1.28 –0.76 1.35

粗野-精致 –0.82 0.12 1.76 1.56 0.28 0.14 –0.48 1.18 1.19 0.73 0.84 0.65

冷酷-温暖 0.57 0.61 0.63 0.61 0.69 0.67 0.89 0.95 0.99 0.95 0.86 0.81

难搭配-易搭配 –0.32 0.33 0.98 1.45 0.03 –0.12 –0.06 1.22 1.34 0.74 1.45 –0.29

生硬-柔和 0.11 0.23 0.12 0.23 0.44 0.69 0.11 1.02 1.26 0.87 0.83 0.88

呆板-自然 0.51 0.64 0.79 0.92 0.39 0.76 0.18 0.65 0.34 0.03 0.61 0.05

单调-丰富 0.78 0.21 –0.11 –0.27 0.72 0.82 0.69 0.15 –0.48 1.28 0.42 1.68

 

表 2 中所有正值的均值为 0.76，所有负值的均值

为–0.52。将大于 0.76 的值与小于–0.52 的值筛选出来，

大于 0.76 表明趋向于右边的意象词汇，小于–0.52 表

明趋向于左边的意象词汇，以此表示受调研人员感受

强烈的意象（见表 3）。可以看到样本 M5 不含有突出

意象词组，表明消费者对曲直拼接型木纹理所饰面的

定制衣柜敏感度较低。而样本 P2、P3、B1 在 10 组

意象词组中均含有 7 个以上的趋势意象词汇，占有量

较高，表明纹型适中与隐性暗纹型皮纹和几何布纹所

饰面的定制衣柜综合设计感较强，容易吸引消费者的

注意力。 

2.3  数据效度验证 

为了更有效研究上述变量，进一步了解消费者对

定制衣柜饰面纹理的感知偏好，使用 spss 软件对形容

词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16]。通过 KMO 和 Bartlett 检

验判定数据是否满足因子分析条件，若 KMO 值大于

0.6 及 Bartlett 检验对应的 P 小于 0.05，则说明数据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以上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

为 0.677>0.6，P 为 0.000<0.05，数据存在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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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满足因子分析条件。 

2.4  主因子提取 

将数据集以最大方差旋转法进行直交转轴，构建

出感性词对数据的因素空间，再将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子提取出来，作为定制衣柜饰面纹理的意象主因子。

由表 4 所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 个，分别为

4.890、 2.804， 二 者 旋 转 后 的 方 差 解 释 率 分 别 是 
 
 

48.721%、28.215%，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76.936%。 

因此，以上数据共选出 2 个主因子。 

因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由表 5 所示，因子 1 载荷

成分绝对值较大的形容词对有繁复-简约、普通-高级、

简朴-轻奢、粗野-精致、难搭配-易搭配、单调-丰富，

以上 5 组形容词对与因子 1 的相关性较大，且均为对

纹理的外观的直接判断，因此可将因子 1 命名为视觉

因子。因子 2 载荷成分绝对值较大的形容词对有 

表 3  意象词汇趋向 
Tab.3 Image vocabulary trend  

样本 突出意象词组 趋势意象词汇 

M1 繁复-简约、保守-时尚、粗野-精致、单调-丰富 繁复（–0.97）、时尚（0.96）、粗野（–0.82）、丰富（0.78）

M2 普通-高级、简朴-轻奢 高级（0.92）、轻奢（0.89） 

M3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保守-时尚、粗野-精致、 

难搭配-易搭配、呆板-自然 

简约（0.92）、高级（0.92）、保守（–1.02）、精致（1.76）、

易搭配（0.98）、自然（0.79） 

M4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粗野-精致、呆板-自然 

难搭配-易搭配 

简约（1.22）、高级（1.12）、精致（1.56）、自然（0.92）、

易搭配（1.45） 

M5 – – 

M6 繁复-简约、简朴-轻奢、保守-时尚、单调-丰富 繁复（–0.81）、简朴（–0.84）、时尚（0.84）、丰富（0.82）

P1 简朴-轻奢、冷酷-温暖 轻奢（0.96）、温暖（0.89） 

P2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简朴-轻奢、保守-时尚 

粗野-精致、冷酷-温暖、生硬-柔和、难搭配-易搭配 

简约（1.02）、高级（1.62）、轻奢（1.41）、时尚（0.83）、

精致（1.18）、温暖（0.95）、柔和（1.02）、易搭配（1.22）

P3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简朴-轻奢、粗野-精致 

冷酷-温暖、生硬-柔和、难搭配-易搭配 

简约（1.51）、高级（1.46）、轻奢（1.18）、精致（1.19）、

温暖（0.99）、柔和（1.26）、易搭配（1.34） 

B1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简朴-轻奢、保守-时尚 

冷酷-温暖、生硬-柔和、单调-丰富 

繁复（-1.01）、高级（0.97）、轻奢（0.98）、时尚（1.28）

温暖（0.95）、柔和（0.87）、丰富（1.28） 

B2 
繁复-简约、保守-时尚、粗野-精致、冷酷-温暖 

难搭配-易搭配、生硬-柔和 

简约（1.06）、保守（-0.76）、精致（0.84）、温暖（0.86）、

易搭配（1.45）、柔和（0.83） 

B3 
繁复-简约、保守-时尚、冷酷-温暖、生硬-柔和 

单调-丰富 

繁复（–1.32）、时尚（1.35）、温暖（0.81）、柔和（0.88）、

丰富（1.68） 

 

表 4  方差解释率 
Tab.4 Rate of variance interpretation 

特征根 旋转前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方差解释率 
因子 

编号 特征根 
方差解释 

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

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解释 

率/% 
累积/% 

1 4.890 48.899 48.899 4.89 48.899 48.899 4.872 48.721 48.721 

2 2.804 28.037 76.936 2.804 28.037 76.936 2.821 28.215 76.936 

3 0.962 9.621 86.557 – – – – – – 

4 0.484 4.836 91.393 – – – – – – 

5 0.442 4.42 95.814 – – – – – – 

6 0.157 1.566 97.38 – – – – – – 

7 0.116 1.157 98.537 – – – – – – 

8 0.074 0.737 99.274 – – – – – – 

9 0.05 0.503 99.777 – – – – – – 

10 0.022 0.223 10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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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Tab.5 Composition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因子 
名称 

因子 1 因子 2 

繁复–简约 0.185 –0.071 

普通–高级 0.169 0.131 

简朴–轻奢 0.168 0.102 

保守–时尚 –0.094 0.232 

粗野–精致 0.158 0.015 

冷酷–温暖 0.082 0.317 

难搭配–易搭配 0.194 0.023 

生硬–柔和 0.066 0.272 

呆板–自然 0.071 –0.277 

单调–丰富 –0.166 0.129 

 

保守–时尚、冷酷–温暖、生硬–柔和、呆板–自然，以

上 4 组形容词对与因子 2 相关性较大，且评分判定均

有一定的心理度量，因此可命名因子 2 为感受因子。

根据提取结果可得，在设计纹理时不仅需考虑外观的

呈现效果，也要参考目标消费群体的审美基准，要根

据消费者的接受程度来划分风格定位。 

将 12 种类型的样本的感性意象对应到视觉因子

与感受因子的分布情况见表 6。由表可得视觉因子的

共通词汇有：简约、精致、丰富、高级、轻奢、易搭

配。感受因子的共通词汇有时尚、自然、温暖、柔和。

而从表中的分布信息可得出重点词汇为简约、高级、

精致、时尚、温暖；次要词汇为：轻奢、丰富、易搭

配、自然、柔和。说明针对定制衣柜类产品，消费者

对于以上词汇认知度较高。 

表 6  主因子意象分布 
Tab.6 Principal factor image distribution 

意象因子 
样本 

视觉因子 感受因子 

M1 繁复–简约、粗野–精致、单调–丰富 保守–时尚 

M2 普通–高级、简朴–轻奢  

M3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粗野–精致、难搭配–易搭配 保守–时尚、呆板–自然 

M4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粗野–精致、难搭配–易搭配 呆板–自然 

M5 – – 

M6 繁复–简约、简朴–轻奢、单调–丰富 保守–时尚 

P1 简朴–轻奢 冷酷–温暖 

P2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简朴–轻奢、粗野–精致、难搭配–易搭配 保守–时尚、冷酷–温暖、生硬–柔和 

P3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简朴–轻奢、粗野–精致、难搭配–易搭配 冷酷–温暖、生硬–柔和 

B1 繁复–简约、普通–高级、简朴–轻奢、单调–丰富 保守–时尚、冷酷–温暖、生硬–柔和 

B2 繁复–简约、粗野–精致、难搭配–易搭配 保守–时尚、冷酷–温暖、生硬–柔和 

B3 繁复–简约、单调–丰富 保守–时尚、冷酷–温暖、生硬–柔和 

 

2.5  聚类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所示，部分纹理元素特征之间

具备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可采用聚类分析法 [17]。按

12 种类型的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再组合，得到满足

消费者偏好的样本类型的集合。根据样本情况，本次

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法中的快速聚类分析方法，将 12

种类型的样本归为 3 类进行分析，聚类结果见表 7。

结合意象分析表可以看出，第一类簇为样本 M3、M4、

P3、B2，给人的感觉是简约的、高级的、精致的、

易搭配的，这一类簇样本的纹理大都线条简单有序，

色彩搭配纯净，不含有复杂的图案；第二类簇为样本

M2、P1、P2、B1，给人的感觉是高级的、轻奢的、

温暖的，这一类簇样本的纹理设计手法较为缓和，且

以皮布纹理本身带有轻柔的质感；第三类簇为样本

M1、M5、M6、B3，给人的感觉是丰富的、时尚的、

繁复的，这一类簇样本的纹理大都线条凸显且用色大

胆，视觉的冲击感较强。 

表 7  K-均值聚类结果 
Tab.7 K-means clustering results 

个案号 聚类 距离 个案号 聚类 距离 

M1 3 0.586 P1 2 0.835 

M2 2 0.905 P2 2 1.515 

M3 1 1.220 P3 1 1.347 

M4 1 1.410 B1 2 0.975 

M5 3 0.536 B2 1 1.117 

M6 3 0.756 B3 3 0.954 
 

3  结果与设计实践  

3.1  实验结果 

由以上实验结果所示，25~45 岁年龄段的消费者主

要从视觉反馈和心理感受两个层面来评估定制衣柜类

产品的外观。综合意象词汇趋向表与聚类分析表可以

看出消费者对各类型样本所反映出的意象，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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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纹理意象表 
Tab.8 Texture image 

类簇 纹理特征 意象特征 

1 M3、M4、P3、B2 简约、高级、精致、易搭配

2 M2、P1、P2、B1 高级、轻奢、温暖 

3 M1、M5、M6、B3 丰富、时尚、繁复 

 
色差较小的直形木纹理、隐性暗纹形皮纹理及编织形

布纹理所饰面的定制衣柜，纹理图案较为隐晦，给人

以稳重素雅之感，与现行的高级简约的装饰风格较为

适配；色差适中的木纹理、纹形中大的皮纹理及几何

形布纹理所饰面的定制衣柜，纹理图案处理缓和适

中，既不张扬又能显现设计质感，与现行的轻奢主义

的装饰风格较为适配；色差较大的木纹理、曲直拼接

形和曲形木纹理、连贯花纹形布纹理所饰面的定制衣

柜，纹理图案设计的视觉张力较强，能够彰显使用者

的个性，与现行的繁复主义风格较为适配。设计人员

可以参考以上纹理类型在消费者心中呈现的意象特

点进行研发设计。 

3.2  设计实践 

为验证实验结果的可行性，针对设计风格与纹理

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设计实践。首先，从 3 个类簇中

各选 1 种特征纹理作为定制衣柜的主饰面纹理；然后

通过酷家乐软件以图片的形式生成设计方案；最后采

用李克特量表问卷法来获取目标人群，对定制衣柜设

计风格的认知情况，本次共回收有效问卷共 40 份，

设计方案及评价结果见图 2。综合评价结果来看，基

本符合 3.1 所得的饰面纹理与设计风格的关系特征。

因此，本课题研究方法具有可行性。 

 

 
 

图 2  设计方案评价 
Fig.2 Design scheme evaluation 

 

4  结语 

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研法基于 10 对感性词组采

集了目标消费群体对 12 款纹理的评价；然后将所得

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影响评价

的主要因子为视觉因子和感受因子，并结合意象趋势

表得到了 12 种类型纹理各自展现出的视觉因子意象

和感受因子意象。综合以上结果发现，纹理意象之间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进而针对所得数据进行聚类分

析，得到意象特征具有代表性的 3 个类簇，类簇 1 与

高级简约风格较为适配，类簇 2 与轻奢主义风格较为

适配，类簇 3 与繁复主义风格较为适配。因此设计研

发人员可以根据目标客户群的外观趋向与心理接受

程度划分风格定位，进而对纹理特性设计进行目的性

的调整，以形成带有品牌特色的产品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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