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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品牌意象与多维 KE 模型完成农机装备外观设计研究。方法 以 KANO 分析明晰品牌

意象，建立外观设计目标；以多维 KE 模型解构外观特征，运用层次分析确立主特征及其权重，建立关

键特征框架；基于目标、主特征与工程技术要素相关分析，建立外观设计质量功能配置屋；以发散性创

新与收敛性优化递进思路完成农机装备外观设计。结果 建立了 KANO 分析、多维 KE 模型、层次分析、

质量功能配置理论融合应用的农机装备外观设计策略。结论 基于品牌意象与多维 KE 模型的农机装备

外观设计有助于建立该类产品统一鲜明的族群形象，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助力农机装备品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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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under Multidimensional K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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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search the exterior desig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based on brand image 

and multidimensional KE model. KANO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user's demand for brand image and establish the exterior 

design goal.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KE model, the design features were deconstructed. The main features and their 

weights were determined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oals, main features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lements, a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 house was established. The exterior desig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was completed by divergent innovation and convergence optimization. The exterior de-

sign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based on KANO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KE model, hierarchical 

analysis and quality function allocation theory was established. The exterior desig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based on brand image and multidimensional KE model can establish a unified and distinct ethnic image of such products, 

improv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and help the br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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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装备指在农业、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协助耕

作、收获及初加工的机械产品，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物力投入要素。“十三五”期间，在相关政策

及信息化、智能化、创新设计等技术的支持下，我国

农机化水平从“十二五”末期的 63%提升至 71%[1]，

机具的普及推动产业进入精细化创新阶段[2]，呈现出

“一宏一专一短板”特征。“一宏”：在宏观层面，开

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3-4]，大型企业由单

机制造向成套装备集成转变；中小企业向“专、特、

精、新”方向发展。“一专”：在专业技术创新层面，

产学研界投入较大，研发对象、技术较为多元[5-6]，

精准机具、多功能机具等受到较多跟踪拓展，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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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与适用面得到了提升[7-8]。持续性技术创新

与应用推动着农机装备从“产品中心”的功能型竞争

向“用户中心”的族群化、品牌性竞争转变[9]。“一

短板”：当前农机装备的创新研究集中于性能提升，

比较缺乏体验、审美和品牌意识[10]，呈现出外观特征

识别性弱、品牌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11]。部分研究

关注到了农机装备的品牌建设与外观设计，但常就技

术应用、单一问题提出对策，如韩宇翃等[12]应用眼动

追踪技术设计斜插式穴盘苗嫁接机外观，刘力[13]应用

核心控制算法整合设计割草机外观，余冰清 [14]应用

3DMAX 建模优化插秧机外观，张建超等[15]应用色彩

心理学优化捆草机外观，李星慧[16]从人机工学出发改

进农用拖拉机造型等，关注用户认知、品牌意象并进

行意象分析及创新设计的研究较少。 

针对当前问题，本文以品牌意象分析确立农机装

备外观设计目标，依托感性工学中的多维 KE 模型确

立关键设计要素，依托质量功能配置理论分析关键要

素与工程约束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指导农机装备外观

设计，提升此类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品牌建设水

平。以某企业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外观设计为例进

行实践，验证该思路的合理有效。 

1  研究思路及方法 

随着农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及农机化的普及，农机

消费由过去生产导向的卖方市场形态，转变为如今用

户导向的买方市场形态，“机能”不再是唯一的重点，

产品背后的“品牌意象”越来越受到重视[17]。品牌意

象是用户在接触产品或服务后的购买、使用过程中形 
 
 

成的对产品或服务明确且统一的族类形象认知，其内

含的良好体验、信任与忠诚将强化用户的自我表达，

形成可重复的象征性、人格化和区别性消费[18]。1997

年，戴维森提出“品牌冰山”理论并指出由品牌文化、

价值观等构成的认知意象占据着“品牌冰山”水下

85%的部分；水上的 15%则是各项客观属性构成的品

牌标识记号，其基于用户理解感知传达水下的品牌文

化与价值观念[19]。产品是品牌文化的核心载体，其整

体形态、构造布局、色彩与涂饰等外观要素是其基本 
 
客观属性，也是品牌意象感知的直接触点，构成了品

牌文化的水上“显性通道”；这些属性所激发的产品

语义、共鸣情感等内隐信息则构成了品牌文化的水下

“隐性基因”。如图 1 所示，对品牌构建下的农机装

备外观设计来说，强化“隐性基因”是核心目标，建

立更具鲜明特征和良好体验的“显性通道”是关键路

径。因此，设计应关注用户的品牌意象感知特征，借

助创意与整合手段建立鲜明统一且排他的产品族群

形象。 

品牌意象源于用户感性认知，且依托的产品常具

有强烈的模糊性和多样性。在此类感性信息中挖掘品

牌意象，探寻农机装备品牌的“隐性基因”成为本文

的核心目标之一。产品外观既涉及线、面、色彩、材

质，也涉及符号、布局、比例等，解析农机装备外观

特征、建立品牌意象与特征之间的认知映射、确立设

计的关键“显性通道”，并以此指导设计实践，成为

本文的核心目标之二。为探究这两个目标的实现路

径，本文基于 KANO 分析、多维 KE 模型、QFD 理

论等，以图 2 所示的思路及方法开展探索。 

 
 

图 1  农机装备外观传递品牌文化的推导 
Fig.1 Derivation of brand culture on appearanc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2  品牌意象分析 

2.1  品牌意象样本确立 

品牌意象样本指可代表该品牌特征的典型产品，其

合理性影响着意象需求分析的准确性，一般由企业决策

者、资深设计师及市场营销主管等专家共同选择。对缺

乏品牌规划的中小企业来说，品牌意象样本不仅应包含

本企业的核心产品族，还应根据市场现状、企业发展目

标适当加入行业领军者产品，以形成对自身特色和行业

趋势的双重观照，提升意象分析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2.2  品牌意象词汇获取及聚类 

品牌意象词汇指产品族类形象认知词汇，常为感

性语义的集合。为保证后续意象聚类的完整性，需建

立较宽泛的感性语义空间。词汇获取的途径有多种，

其中问卷调查、访谈法等是常用的方法。采用焦点小

组对宽泛的感性词汇进行聚类，其方法为：（1）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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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机装备外观设计研究思路与方法 
Fig.2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for exterior desig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性词汇中的不合理及相近词汇剔除，列出初阶语义词
汇组；（2）将品牌意象样本按照“展示规格一致、形
象充分表达”原则整理并对焦点小组进行展示，小组
人员评估初阶语义词汇与所示产品形象的契合度，以
李克特 5 阶量表记录评估结果，评估数据均值≧3 的
语义纳入进阶语义词汇： 

1 2{ , , , }nZ z z z 
 

(1) 

式中：Z——进阶语义词汇集合；zn——第 n 个进
阶语义词汇。 

2.3  进阶语义词汇耦合分析及解耦 

为准确指导设计方向，品牌意象词汇需满足“高
聚类、低耦合”的应用要求，进阶语义词汇来自焦点
小组对初阶词汇的聚类，符合“高聚类”要求，但在
“低耦合”层面仍需进行分析。在语义耦合研究中，
邬宏伟等[20]提出的基于有向图进行耦合分析及解耦的
方法操作简便且结果可靠，适宜于进阶语义词汇耦合
分析及解耦，其流程为：（1）建立语义耦合判断矩阵
并将其转化为有向图；（2）分析有向图，遴选全部闭
合路径；（3）根据闭合路径明确最小耦合项集的集合
元素；（4）消除非对角项，实现解耦。解耦后的语义
纳入高阶语义词汇，则有： 

1 2{ , , , }mG g g g 
 

(2) 
G Z  (3) 
式中：G——高阶语义词汇集合；gm——第 m 个

高阶语义词汇。 

2.4  基于 KANO 分析确立品牌意象 

KANO 分析是基于用户对产品或服务满意度的
一种意象挖掘方法[21]。针对前文所聚类并解耦的高阶
语义词汇组应用 KANO 分析：（1）基于每个高阶词
汇正反选项设计 KANO 问卷，进行问卷发放与填写；
（2）回收问卷并将有效问卷中的正反选项频数填入
分类评价表；（3）计算各需求的 Better-Worse 系数，
其中 Better 的数值（Bi）通常为正，表示如果符合该
语义，品牌意象越准确，Bi 值越接近 1，该语义词汇
的吻合对品牌意象的影响越大；Worse 的数值（Wi）
通常为负，表示如果不符合该语义，品牌意象的准确
度会降低，|Wi|越趋向于 1，该语义词汇的不吻合对
品牌意象的影响越大；（4）根据表 1 明确各语义词汇
类型，应在满足基本意象的基础上，优先满足期望意
象，其次满足兴奋意象。 

 

表 1  品牌意象类型分类规则表 
Tab.1 Classification rules of user brand  

image demand type 

Better-Worse 
（Bi-Wi）系数 品牌意象类型 

Bi |Wi| 

基本意象 低 高 

期望意象 高 高 

兴奋意象 高 低 

无差异意象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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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机装备外观特征解析 

产品特征指本产品区别于其他客体的特点，产品

的外观特征则主要指产品独特的关键形态符号及与

之匹配的交互逻辑等[22]。感性工学（KE）是量化用

户感性认知并将其映射于产品特征的有效方法，诸

多学者不断优化 KE 模型，构建了较完善的多维 KE

模型与全局解析方法 [23]，适应于农机装备外观特征

解构与评判。如图 3 所示，基于多维 KE 模型的农机

装备外观特征解析包含特征解构、主特征评判两个

关键步骤。 
 

 
 

图 3  基于多维 KE 模型的农机装备外观特征解析 
Fig.3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appear-
anc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KE model 

 

3.1  农机装备外观特征解构 

感性工学研究中常将视听触所感知及操控所使

用 的 相 对 独 立 的 最 小 单 元 定 义 为 人 机 界 面 元 件

（HIEs，Human Interface Elements）[24]。唐纳德·诺

曼在《设计心理学》中提出设计的本能、行为和反思

三层次理论，不仅为认知产品提供了清晰指引，也为

产品特征解构提供了借鉴框架。基于此，将农机装备

外观特征分为本能、行为、反思三层次及形色质、功

能部件、文化象征三类型，如图 4 所示，“形色质”

特征主要包含形态、色彩、材质元件，涉及主辅型面、

尺寸及比例关系、主辅色、材料等；“功能部件”特

征主要包含功能输入、反馈输出及交互逻辑元件，涉

及按键旋钮、视听触嗅反馈、交互逻辑等；“文化象

征”特征主要包含符号语义、情感文化元件，涉及主

体概念、品牌符号等。 

3.2  农机装备外观主特征评判 

外观主特征是产品外观设计中重点考虑的要素。

现有主特征评判研究多立足于感性词汇与特征间的

线性关系，采用线性回归分析，适用于功能结构较单

一、外观特征较单纯的产品。农机装备外观特征受复

杂人机操作及多重工程技术约束，其与品牌意象之间

未必为线性关系，本文采取结合品牌意象权重修正系

数的层次分析，一方面避免简单的关系预设对主特征

评判造成干扰，另一方面以修正系数提升权重的合理

性，其方法为：（1）以 5 阶李克特量表评估外观特征

与品牌意象之间的契合度，评估得分加权平均值≧3

的特征纳入相关特征集合；（2）基于品牌意象层次分

析相关特征集合，确定各特征对各意象的影响权重，

影响权重大于均值的为主特征；（3）对主特征进行权

重计算，设品牌意象分类权重修正系数为 K，若为基

本意象（M），则 Km=2；需求为兴奋意象（E），则

Ke=0.5；需求为期望意象（O），则 Ko=1。则有： 

1 2{ , , , }pQ q q q 
 

(4) 

1

= *
n

p p
p

q d K



 
(5) 

式中：Q——主特征权重集合；qp——第 p 个主

特征在各品牌意象下的权重总和；dp——第 p 个主特

征在第 n 种品牌意象下的权重；K——品牌意象分类

权重修正系数。 
 

 
 

图 4  农机装备外观特征解构 
Fig.4 Deconstruction of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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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品牌意象驱动的农机装备外观设计 

4.1  农机装备外观设计 QFD 分析 

质 量 功 能 配 置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是将品牌意象、外观设计主特征及其重要度与

工程技术要素进行相关分析的方法，输出结果为质量

功能配置屋，可较精准地指导设计[25]。如图 5 所示，

农机装备外观设计质量功能配置屋组成为：（1）外观

主特征及其重要度降序排列为左墙；（2）相关工程技

术要素为天花板；（3）工程技术要素之间关联分析为

屋顶；（4）工程技术要素与外观主特征关联分析为房

间；（5）当前竞品评估为右墙；（6）技术竞争性评估

及品牌意象为地下室。 
 

 
 

图 5  农机装备外观设计质量功能配置屋 
Fig.5 Quality function configuration house for exterior  

desig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quipment 
 

4.2  发散性创新与收敛性优化设计 

农机装备外观发散性创新设计以图 5 所示品牌

意象为目标，以左墙的主特征为核心对象，在兼顾工

程技术要素要求的基础上提出草案，从较开阔的视角

思考设计切入点，并对设计草案进行期望意象、兴奋

意象满足度评估，择优确立为较优草案，纳入收敛性

优化设计范畴。收敛性优化设计指在品牌意象及工程

技术要素要求双约束下对择优的发散性创新草案进

行筛选和改进，包括：（1）对较优草案进行工程技

术要素综合重构及语义符号改进；（2）对改进后方

案进行基于质量功能配置屋引导的二次评估与迭代

优化，直至满足品牌意象要求。 

5  以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为例的设计实践 

5.1  项目需求解析及样本确立 

以四川某企业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外观设计

为例，实践前述思路与方法。 

该企业为针对丘陵地区的农机装备企业（后文简

称 A 企业），长期研发电动小型手持农林机械，其主

要产品为电动采茶机、电动高枝锯、电动单刃手持式

绿篱机等，当前研发以功能为主，缺乏系统性外观设

计研究，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产品功能同质化、品牌识

别性弱、利润日益压缩等问题。本文以单人手持式电

动采茶机为设计对象，以梳理 A 企业品牌意象、逐

步建立产品形象为目标，兼顾机具的人机交互、生产

可行性及工艺成本进行外观设计研究。品牌意象样本

由 A 企业董事长、技术总经理、研发部门资深工程

师 2 人、营销部主管、工业设计师 2 人共 7 名专家共

同确定。鉴于电动小型手持农林机械领域中，日本质

造、德国道什威尔及国产品牌迈越、进军等有较大的

市场竞争优势，且 A 企业缺乏品牌设计规划，当前

产品呈现出造型意识不足、色彩及质感杂乱等问题，

在 A 企业 7 项代表性产品之外，增补行业领军者的

电动手持式采茶机，以保证样本传达自身特色和行业

趋势，见表 2，将全部样本编码为 y1~y11。 
 

表 2  品牌意象样本 
Tab.2 Sample brand images 

品牌 产品名称 编码 产品图示 

电动单刃手持式绿篱机 y1 

电动多功能高枝锯 y2 

电动手持式绿篱机 y3 

电动手持式打草机 y4 

电动伐条锯 y5 

电动手持链锯 y6 

A 企业

电动手持式采茶机 y7 

迈越 电动手持式采茶机 y8 

进军 电动手持式采茶机 y9 

道什威尔 电动手持式采茶机 y10 

质造 电动手持式采茶机 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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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品牌意象获取 

基于农户访谈、A 企业专家对本企业品牌意象的

目标、理解与期望等内容访谈、网购平台信息检索、

企业宣传信息检索、机具宣传手册查阅等方式，获取

电动小型手持式农林装备品牌感性词汇库为{速度，

现代，科技，品质，丘陵，效率，奔跑，刀锋，协调，

张力，包裹，轻量，便携，不生锈，可靠，舒适，轻

巧，小巧，质感，贴合手掌，统一，力量，独特，省

力，简洁，高效，方便，利落，方正，稳定，安全，

稳健，机械，环保，长寿命，灵巧，锋利，便捷，流

畅，简约，质感，善良，正直，开放，创新，精细，

保护，高速，务实}。以焦点小组方式从以下两个方

面对感性词汇库进行聚类整理：（1）语义高聚类低耦

合；（2）语义与 A 企业品牌意象期望匹配度较好，

得到初阶语义词汇组为{科技，创新，品质，舒适，

环保，力量，简洁，高效，便捷，安全，灵巧，流畅}。

基于 11 个品牌样本以李克特 5 阶量表对初阶语义词

汇进行贴切度评价如表 3，得到品牌意象进阶语义词

汇组为{科技，创新，品质，舒适，环保，力量，简

洁，高效，便捷，安全}。 
 

表 3  语义词汇组李克特 5 阶量表 
Tab.3 Semantic lexical group 5-order Likert scale 

初阶 

语义词汇 

李克特 5 阶量表

评价均值 

是否 

入选 Z 

入选后 

编码 

科技 3.91 是 Z1 

创新 3.36 是 Z2 

品质 3.73 是 Z3 

舒适 3.64 是 Z4 

环保 3.27 是 Z1 

力量 4.27 是 Z6 

简洁 3.09 是 Z7 

高效 3.27 是 Z8 

便捷 3.18 是 Z9 

安全 3.00 是 Z10 

灵巧 2.64 否 / 

流畅 2.09 否 / 
 

以焦点小组建立进阶语义词汇耦合分析表，语义

存在关联的标记为“X”，无关联的标记为“0”；将

记录全部关联信息的耦合分析表表转化为有向图，见

图 6；从有向图中可见，本图无路径闭合项，因此可

确定进阶语义词汇无最小耦合项集，各词汇之间无耦 

 
 

图 6  进阶语义词汇耦合判断有向图 
Fig.6 Advanced semantic lexical coupling judgment digraphs 

 

合，全部纳入高阶语义词汇集合。 

依据前文方法设计 KANO 问卷并面向农户、农

机营销人员、采购人员、农机技术员、工业设计师发

放问卷 27 份，经回收审核全部有效。将正反选择频

数填入分类评价表，据此计算各词汇的 Better-Worse

（Bi-Wi）系数如表 4，明确本产品的外观设计应在

保证“力量、便捷、安全”得到展现的基础上，优

先考虑“科技、创新、品质、舒适、简洁”，其次考

虑“高效”。 

5.3  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外观特征解构 

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是适应丘陵地区大宗茶

叶割采的轻便式农机产品，常为两段式，即茶斗组件

前段和手持组件后段，功能控制以物理硬件操作为

主，重量、体积均较小，对操作安全性、易用性及与

茶叶筐（袋）的匹配性要求较高。A 企业当前的代表

性采茶机如表 2 中 y7 所示，因该产品无操作软件界

面，故外观特征解构时略去交互逻辑中的“软件界面

架构”。以图 4 所示框架解构该产品，并对各外观特

征进行编码如表 5。 

邀请农户 2 人、农机营销人员 1 人、采购人员 1

人、农机技术员 1 人、工业设计师 2 人，运用表 1 所

示李克特量表评估解构后的 45 个外观特征与表 3 所

示品牌意象之间的契合度，评估得分加权平均值≧3 的

特征纳入品牌意象相关特征集合，得到相关特征集合

{X1，X2，X4，X5，X7，X8，X11，X13，X15，X16，X22，

X25，X27，X29，X30，X31，X41，X42，X43}。对相关特征

进行基于品牌意象的层次分析，依据式（5）计算各特

征对品牌意象的影响权重如表 6，影响权重大于均值的

为主特征，可得 A 企业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的外观

主特征为{X1，X7，X42，X25，X43，X4，X2，X5}。 
 

表 4  高阶语义词汇组 G 的 Better-Worse 系数 
Tab.4 Better-worse coefficient of higher-order semantic word group G 

高阶语义词汇组 
项目 

科技 创新 品质 舒适 环保 力量 简洁 高效 便捷 安全 

Better 系数（Bi） 0.85 0.65 0.74 0.56 0.07 0.44 0.52 0.74 0.30 0.26 

Worse 系数（Wi） –0.67 –0.62 –0.63 –0.93 –0.30 –0.81 –0.59 –0.37 –0.81 –0.93 

意象需求类型 期望 期望 期望 期望 无差异 基本 期望 兴奋 基本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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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外观特征结构编码 
Tab.5 Structure coding of single hand-held electric tea picking machine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初阶语义词汇 类别 编码 HIEs 名称 备注 

形色质 形态 HIEs X1 手持组件侧面 特征面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 手持组件背面 特征面 

形色质 形态 HIEs X3 手持组件底面 特征面 

形色质 形态 HIEs X4 把手内弧面 特征面 

形色质 形态 HIEs X5 茶斗侧面 特征面 

形色质 形态 HIEs X6 茶斗底面 特征面 

形色质 形态 HIEs X7 手持组件主体正面轮廓线 特征线 

形色质 形态 HIEs X8 手持组件主体正面分割线 特征线 

形色质 形态 HIEs X9 手持组件主体背面轮廓线 特征线 

形色质 形态 HIEs X10 手持组件主体背面分割线 特征线 

形色质 形态 HIEs X12 茶斗主体顶面轮廓线 特征线 

形色质 形态 HIEs X13 手持组件与茶斗连接模式 接合关系 

形色质 形态 HIEs X14 手持组件内部件连接模式 接合关系 

形色质 色彩 HIEs X15 3 种色彩：红、黑、橙 特征单元组数目 

形色质 色彩 HIEs X16 主色：红、橙 元件色彩 

形色质 色彩 HIEs X17 辅色：黑 元件色彩 

形色质 材质 HIEs X18 3 种材料：ABS、不锈钢、PC 特征单元组数目 

形色质 材质 HIEs X19 手持组件外壳材料：ABS 材料 

形色质 材质 HIEs X20 手持组件内部结构及刀片材料 材料 

形色质 材质 HIEs X21 茶斗材料：PC 材料 

形色质 材质 HIEs X22 手持组件外壳及茶斗表面涂渡 表面涂渡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3 红与橙配色比例 主色配色比例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4 红+橙与黑比例 主辅配色比例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5 比例均衡、视觉重心居中 整体布局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6 茶斗轴线偏向手持组件轴线一侧 知觉单元组间关系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7 手持组件左右对称 知觉单元组内关系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8 手持组件外壳半包围 知觉单元组内关系 

形色质 形态 HIEs X29 产品长宽高尺寸 整体尺寸 

形色质 形态 HIEs X30 茶斗长宽高尺寸 局部尺寸 

形色质 形态 HIEs X31 把手直径 局部尺寸 

形色质 形态 HIEs X32 手持组件长度与茶斗长度比例 主体比例 

形色质 形态 HIEs X33 把手长度手持组件长度比例 局部比例 

功能部件 功能输入 HIEs X34 单程开关 切割操作控件 

功能部件 功能输入 HIEs X35 食指实时按压单程开关进行切割操作 控件操作施力大小 

功能部件 反馈输出 HIEs X36 正常工作下的刀片交错 视觉反馈 

功能部件 反馈输出 HIEs X37 开关机声音反馈 听觉反馈 

功能部件 反馈输出 HIEs X38 正常工作下的刀片阻力及机身震动 触觉反馈 

功能部件 交互逻辑 HIEs X39 手指按压单程开关实现开关机及切割操作 物理操纵交互逻辑 

功能部件 交互逻辑 HIEs X40 沿切割方向实现茶斗装茶 物理操纵交互逻辑 

文化象征 符号语义 HIEs X41 企业品牌 logo 品牌符号 

文化象征 符号语义 HIEs X42 “简洁、高效、安全”产品造型 造型语义 

文化象征 情感文化 HIEs X43 “人性化、高效安全”的产品研发理念 主体概念 

文化象征 情感文化 HIEs X44 自主创新的本土品牌 品牌故事 

文化象征 情感文化 HIEs X45 丘陵地区的茶文化与制茶习俗 农耕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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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于 QFD 的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外观设计 

分析工程质量特性要素之间、要素与主特征之间

的相关性，以“★”→“极强相关”、“■”→“强相

关”、“▲”→“相关”“●”→“弱相关”、“◎”→

“极弱相关”、“○”→“不相关”相关度对应符号进

行表征。以主特征及影响权重转化的重要度为左墙，

以专家访谈、查阅相关技术标准所得工程质量特性为

天花板，以前述相关度分析表征符号所示结论为房

间，以竞争性评估及品牌意象为地下室，构建单人手 
 

持式电动采茶机外观设计 QFD 屋，如图 7 所示。 

在外观设计 QFD 屋指引下，以图 7 所示品牌意

象为目标，以主特征为核心对象，在兼顾“整机尺寸、

重量”等工程技术要素要求下，通过头脑风暴与联想

演绎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散性创新设计，得到初步设

计草案。依据前文品牌意象分类对设计草案进行期望

意象、兴奋意象满足度评估，择优纳入优化设计对象

范围。依据 QFD 屋对较优草案进行工程技术要素及

语义符号重构改进，得到进阶设计草案共 9 个（分别

标识为 a~i）如图 8。 

 
 

图 7  单人手持式电动采茶机外观设计 QFD 屋 
Fig.7 QFD house for exterior design of single hand-held electric tea picking machine 

 

 
 

图 8  进阶设计草案 
Fig.8 Advanced design draft 

邀请前述农户、营销人员、农机技术员等对进阶

设计草案进行二次评估与分析，筛选方案 g、h 进行

深入优化以修正较劣特征，主要优化内容为局部形

态、色彩、茶斗尺寸及材质、单程开关施力大小与触

觉反馈调整、散热空间尺寸等。方案 g、h 深入设计

结果，如图 9 所示，经试制样品并进行终案评选，方

案 g、h 的李克特 5 阶评价结果分别为 4.38、4.17，

因此选择方案 g 为本项目最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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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深入设计方案 
Fig.9 Depth design draft 

 

6  结语 

农机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及相关科技应用的日

益深化，使农机装备的市场竞争逐渐从“机能”转向

“体验”，创新研发从技术驱动转向认知驱动。品牌

意象源于用户对企业的产品族群形象认知，对产品体

验满意度、象征性与人格化消费的影响不容忽略。外

观要素是产品的基本客观属性，是品牌意象感知的直

接触点。本文针对当前农机装备外观设计关注度不

足、品牌意象系统性分析不足问题，提出基于 KANO

分析建立品牌意象驱动下的外观设计目标、基于多维

KE 模型及层次分析确立外观设计主特征、基于质量

功能配置理论指导农机装备外观设计的系统性策略，

将农机装备外观设计引向品牌建设下的产品形象创

新，既可以提高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又可以逐步建

立统一鲜明的族群形象，助力农机装备领域自主品牌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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