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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解决蒲岸村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建设不够完善、情感化设计缺失的问题，探索数智化背

景下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与评价方法。方法 以诺曼的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为基础，通过访谈、咨

询以及焦点小组掌握用户对公共设施的设计需求，汇总和选取设计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

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层次模型并计算分析各设计指标的权重，以此指导设计实践，通过模糊综合评价

（FCE）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估，检验设计效果。结果 利用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层次模型指导的三类

设计方案，均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能够满足居民对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的情感化需求。结论 层次分

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FCE）的结合运用，有助于设计人员更客观、精准地把握公共设施的情

感化设计方向与进行评价，研究成果可为公园类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与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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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u'an Village Micro Wetland Park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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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Ch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Changzhou 21315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emotional design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or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o a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inadequate public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lack of emotional 

design in Pu'an Village Micro Wetland Park. Based on Norman's three-level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interviews, con-

sultations, and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users' design needs for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dicators were 

summarized and selecte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hierarchical model for emotional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weights of each design indicator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o guide design practic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C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sign scheme and test the design effect. The three de-

sign plans guided by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emotional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achieved good results and could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residents for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Micro Wetland Park. The combination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CE) can help designers grasp the emotional design dire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conduct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more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motional design and improvement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arks.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public facilities; emo-

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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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农村环

境面貌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与发展。

近年来，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乡村旅游的

蓬勃兴起，带动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乡村景区景点建

设。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也使得像微湿地这样一种独

特的生态与景观资源，常被用来开发乡村微湿地公

园。在公园景区建设当中，公共设施作为基础性的构

件，其美学、功能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诸多设计要素

越来越得到重视。孔毅[1]分析了红色文化在景区公共

设施设计中的原则和方法；王亮等[2]以五莲山景区为

例，提出利用前景化的手法实现公共设施设计与自然

景观的协调；刘玉宝等[3]以白鹭村为例，分析了客家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的设计方法与原则。与此同

时，数字技术、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

可以使景区公共设施的品质得以进一步地提升，能够

给用户带来更好的游览和互动体验，引发用户的情感

共鸣 [4]。以往针对公共设施的设计研究多以定性为

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针对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

计研究也相对匮乏，值得深入探索。本文以苏南蒲岸

村微湿地公园的公共设施设计为例，结合数智化背

景，以唐纳德·诺曼的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为基础，

调查设计需求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

评价（FCE），以客观、系统的方法指导和检验公共

设施的设计实践，为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与评价提

供方法借鉴。 

1  蒲岸村微湿地公园及公共设施分析 

1.1  蒲岸村微湿地公园概述 

蒲岸村地处江苏省南部，属于江南水乡的中心区

域，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村内水资源丰富，河道密

布，北接长江，南邻太湖，水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1/3，形成了众多面积大小不一的湿地。河道与街巷

交相辉映，呈现出较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由于水 

路运输较为便利，窑业的发展也因此得到促进，窑文

化是蒲岸村的传统文化。为建设文化主题村，蒲岸村

的瓦窑里场所得以建成。同时，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

略背景下，随着“水韵蒲岸、瓦窑故里”主题的提出，

蒲岸村微湿地公园的建设应运而生，它紧邻蒲岸村的

窑文化广场，公园面积接近 12 000 m2。相关部门以

该区域的天然生态环境为建设基础，于 2020 年对河

面及河岸周边的环境进行初步整治，修建了人行步

道，增添了宣传牌等公共设施。经过近几年的建设，

蒲岸村微湿地公园已初具规模。 

1.2  蒲岸村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现状与问题 

在实地考察后发现，蒲岸村微湿地公园现有的公

共设施主要发挥两种功能，即服务功能和教育功能，

服务性公共设施包括：步道、分类垃圾桶、公共椅、

导视牌和路灯等，教育性公共设施则主要为宣传牌、

宣传栏、警示牌等。通过对该区域的发展规划以及公

共设施功能、外观、环境的分析研究，发现现有公共

设施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现有公共设施的

数量较少且功能单一，部分设施陈旧且不实用，缺乏

互动性和人性化设计，使用与交互体验不佳，不能满

足人们对当代微湿地公园丰富多样化的功能和体验

需求；其次，公共设施设计形式老套，缺乏美感，缺

少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无法与当地居民产生情感

共鸣；再次，部分公共设施的材料选用不当，难以实

现绿色环保的生态理念；最后，公共设施的风格不协

调，缺乏对周边环境的考虑，无法起到美化环境的作

用。总的来说，蒲岸村微湿地公园的公共设施建设体

系不够完善，建设主题不够明确，缺乏对当地居民情

感化需求的考虑，见图 1。 

  
 

图 1  蒲岸村微湿地公园及公共设施 
Fig.1 Pu'an Village Micro Wetland Park and public facilities 

 

1.3  数智时代的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 

伴随着蒲岸村在 2021 年成为常州市武进区首个

“数字乡村”，乡村治理中正不断尝试融入数智化，

作为乡村公共环境中重要的服务与信息类设备，微湿

地公园公共设施的数智化升级与设计应用便是乡村

数智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5]。 

在产品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公共设施已不再是

传统形式上以静态呈现、被动使用为主的服务与宣传

类产品，其设计更加注重用户与产品之间的信息传递

与人机交互。在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设计中需要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产品与用户间的信息交流效率，合

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产品的互动性和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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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化设计体现中国人特有的血缘、亲缘、地缘、地

缘之情[6]，强调的是用户对于产品的外观视觉、使用体

验、环境与文化等意义的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感知[7]。

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不仅仅是服务宣传类产品，也是

公园空间景观的一个构成要素，更是湿地生态环境的

影响因素。因此，除了在产品使用与交互体验感上的

设计提升，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的美学设计包括与周

边景致关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在情感化设计

中需要重点考量的。 

2  数智背景下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指标

体系 

2.1  研究框架 

本文首先通过用户访谈、专家咨询以及焦点小组

的方法调查用户对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的设计需求，

汇总和选取用户比较看重和关心的设计需求要素，明

确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指标；然后，运用层次分析

法构建出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层次模型，通过对模

型的计算与检验，确定出各级指标的权重并加以分

析，从而为设计活动提供指导；接下来，针对蒲岸村微

湿地公园公共设施开展设计实践，以情感化设计为总目

标，构思和创作公共设施的设计方案；最后，利用模糊

综合评价对设计的公共设施方案进行评估，检验其在情

感化设计上是否满足需求。整个研究过程实现了：分析

→实践→检验的逻辑框架，具体研究框架见图 2。 

2.2  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指标选取 

研究团队首先深入蒲岸村实地调研，熟悉当地的 
 

地理地貌、地域和历史人文特点，通过对微湿地公园

周边居民的用户访谈，了解居民对于公园公共设施的

需求和期望，再通过咨询公共设施与环境景观设计领

域专家，以形成对公共设施设计的总体目标并初步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指标；然后，进一步深入获取情

感化设计需求，邀请设计专家、村委会工作人员与公

园管理人员以及蒲岸村居民共同组成焦点小组，集中

讨论并筛选出最集中和典型的设计要素与要求，结合

诺曼的情感设计三层次理论[8]，汇总梳理形成了公共

设施情感化设计的指标体系，涵盖了 1 个总目标、3

个子目标、8 个分目标以及 22 个具体目标和要求，

见表 1。 
 

 
 

图 2  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表 1  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指标汇总 
Tab.1 Summary of indicators for emotional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目标级别 设计指标 

总目标 情感化设计 

子目标 本能层情感化设计、行为层情感化设计、反思层情感化设计 

分目标 美观性、装饰性、功能性、易用性、交互性、地域性、人文性、生态性 

具体目标和要求 

造型简洁大方、色彩明快协调、图案与肌理感、美化公共环境、装饰丰富景致、使用功能实用、多

功能集成、满足不同人群需要、操作简单方便、给予使用帮助、能够纠错容错、及时清晰 反馈、可

以多通道交互、体验过程愉悦、运用地域元素符号、独特自然风貌的利用、体现当地历史渊源、增

强居民文化自信、传播公共文化理念、融入自然环境、材质绿色环保、资源合理利用 

 
2.3  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层次模型构建 

作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确定因子权重的

科学方法，层次分析法尤其适合多目标、多准则的复

杂决策问题或系统评价，它能够将复杂的设计问题分

解，使分析过程数学化和系统化[9]。本文使用层次分

析法来构建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层次模型，以系统

分析各设计指标的相互关系。依据层次分析法目标

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的组成结构，对前期获取的公共

设施情感化设计的指标体系进行分层归类，将总目标

情感化设计设置为目标层 A 的要素，将本能层、行为

层、反思层情感化设计设置为一级准则层 B，将美观

性、装饰性、功能性等 8 项指标归为二级准则层 C，

将造型简洁大方、色彩明快协调、图案与肌理感等

22 项指标归为方案层 D，它们是情感化设计实施与

评价时需遵循的最基本的设计要求和内容，构建的公

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层次模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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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层次模型 
Fig.3 Hierarchical model for emotional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2.4  设计指标的判断矩阵与一致性检验 

层次模型构建后，需要对各层次中的指标进行重

要性的两两比较，来建立判断矩阵以便计算各指标的

权重值。采用九级标度法[10]来对各指标进行赋值，以

对比两个设计指标的重要程度，九级标度及含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九级标度及含义 

Tab.2 9-level scale and its meaning 

标度数值 含义 

1 指标 i 与指标 j 相比同样重要 

3 指标 i 与指标 j 相比稍微重要 

5 指标 i 与指标 j 相比比较重要 

7 指标 i 与指标 j 相比十分重要 

9 指标 i 与指标 j 相比绝对重要 

2、4、6、8 介于上述两相邻判断标度之间 

倒数 两个指标反过来比较则是原来比较值的倒数 

 
邀请 5 位设计专家、5 位村委和公园管理人员、

10 位蒲岸村居民组成评分小组，采用九级标度法对

各层次指标进行打分，利用德尔菲法（Delphi）多轮

进行，以使得小组的评分意见达到基本一致。对于目

标层，情感化设计 A 的判断矩阵为： 

A′=
1 3 2

1/ 3 1 1

1/ 2 1 1

 
 
 
  

              (1) 

对于一级准则层，本能层情感化设计 B1、行为

层情感化设计 B2、反思层情感化设计 B3 的判断矩阵

分别为： 

B1′=
1 1/ 2

2 1

 
 
 

           (2) 

B2′=
1 2 2

1/ 2 1 1/ 2

1/ 2 2 1

 
 
 
  

         (3) 

B3′=
1 2 1/ 3

1/ 2 1 1/ 3

3 3 1

 
 
 
  

 

对于二级准则层，以美观性 C11 为例，其判断矩

阵为： 

C′11=

1 3 2

1/ 3 1 1

1/ 2 1 1

 
 
 
  

   (4) 

二级准则层中其他指标的判断矩阵略。 

为避免在指标两两比较时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问

题，在计算各指标权重前，还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

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主要通过计算矩阵的一致性比

率 ICR 来实现。 

ICR 的具体计算为： 

max

RI( 1)CR
n

I
n I
 


            (5) 

其中，λmax 代表矩阵中的最大特征值；n 代表矩

阵阶数，IRI 是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它只与矩

阵阶数 n 有关，可依据矩阵阶数 n 查表获取[11]。 

分别对本文的目标层 A、一级准则层 B1、B2、

B3，以及二级准则层 C11、C12、C21、C22、C23、C31、

C32、C33 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全部 ICR 值均小

于 0.1。因此，所有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见表 3。 
 

表 3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Tab.3 Consistency testing of judgment matrices 

判断矩阵 λmax ICI IRI ICR 
A′ 3.009 2 0.004 6 0.52 0.008 9 

B1′ 2.000 0 0 0 0.000 0 

B2′ 3.053 7 0.026 85 0.52 0.051 7 

B3′ 3.053 9 0.026 95 0.52 0.000 0 

C′11 3.018 3 0.009 15 0.52 0.017 6 

C′12 2.000 0 0 0 0.000 0 

C′21 3.009 2 0.004 6 0.52 0.008 9 

C′22 3.054 1 0.027 05 0.52 0.052 0 

C′23 3.054 2 0.027 1 0.52 0.052 1 

C′31 3.054 2 0.027 1 0.52 0.000 0 

C′32 2.000 0 0 0 0.000 0 

C′32 3.053 9 0.026 95 0.52 0.05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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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计指标的权重计算与分析 

将通过一致性检验后的判断矩阵数值输入层次 
 

分析软件 yaahp，计算得出各级设计指标相对于目标

层的权重值，该值反映了各级设计指标对于情感化设

计总目标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大小，见表 4。 

表 4  各级设计指标的权重值 
Tab.4 Weights of design indicators at all levels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权重值 三级指标 权重值 排序 

造型简洁大方 D111 0.029 9 11 

色彩明快协调 D112 0.011 5 22 美观性 C11 0.054 6 

图案与肌理感 D113 0.013 2 21 

美化公共环境 D121 0.087 3 3 

本能层情感 

化设计 B1 
0.163 8 

装饰性 C12 0.109 2 
装饰丰富景致 D122 0.021 8 14 

使用功能实用 D211 0.167 3 1 

多功能集成 D212 0.046 2 8 功能性 C21 0.264 3 

满足不同人群需要 D213 0.050 9 7 

操作简单方便 D221 0.069 8 6 

给予使用帮助 D222 0.022 5 13 易用性 C22 0.106 5 

能够纠错容错 D223 0.014 2 19 

及时清晰地反馈 D231 0.019 3 18 

可以多通道交互 D232 0.030 6 10 

行为层情感 

化设计 B2 
0.539 0 

交互性 C23 0.168 1 

体验过程愉悦 D233 0.118 2 2 

运用地域元素符号 D311 0.084 9 4 

独特自然风貌的利用 D312 0.021 2 16 地域性 C31 0.127 4 

体现当地历史渊源 D313 0.021 2 15 

增强居民文化自信 D321 0.028 3 12 
人文性 C32 0.042 5 

传播公共文化理念 D322 0.014 2 20 

融入自然环境 D331 0.020 3 17 

材质绿色环保 D332 0.075 0 5 

情感化 

设计 A 

反思层情感 

化设计 B3 
0.297 3 

生态性 C33 0.127 4 

资源合理利用 D333 0.032 1 9 

 
可以看出：在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中，虽然行

为层不是最高阶层次，但在一级指标中行为层情感化

设计的权重值最高，这反映出在数智化背景下，用户

还是对微湿地公园公共设施的使用与体验最为看重。

与之相呼应，在二级指标层面，公共设施的功能性和

交互性权重值均较高，而三级指标层面，使用功能实

用与体验过程愉悦也排序为第 1 和第 2，这提示设计

时要充分考虑用户对设施的功能需求，合理地设置与

开发产品功能，并利用智能与数字化手段，增强用户

使用公共设施过程中的互动体验和愉悦感。此外，从

三级指标的操作简单方便排序第 6，还能看出公共设施

的数字化、智能化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产品的易用性。 

反思层情感化设计权重仅次于行为层情感化设

计，表明用户也很关心公共设施对于微湿地环境、生

态、地域文化等的意义，这也是由公园公共设施作为

户外类公共产品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特点所决定的，其

设计必然受制于在地的环境、生态、地域人文等因素

的影响[12]。在二级指标层面地域性和生态性的权重值

也很高，同时，三级指标层面中运用地域元素符号排

序到第 4，反映出用户组对公共设施设计中地域特色

体现的较高期望，而材质绿色环保排序到第 5，则反

映出用户组对微湿地自然环境利用与保护的重视，因

此，如何在公共设施设计中巧妙地融入当地的地域元

素、科学合理地运用绿色环保材质，减少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也是设计过程中需要重点考量的要素。 

本能层情感化设计虽然在一级指标中权重值最

低，但是其中的美化公共环境指标的权重值仍然在三

级指标中排序到了第 3，这反映出用户对于公共设施

的美学设计，尤其是结合微湿地环境产生的美学效果

十分看重，这提示在进行公共设施的外观设计时，一

定要充分考虑其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美化环境

为视觉设计导向，力求通过造型、色彩、肌理等设计

途径达到与环境的自然融合的效果。 

3  设计实践与方案评价 

3.1  设计流程与方案构思 

本文从公园最为常用和典型的公共设施类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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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垃圾桶、导视牌、公共椅三个品类作为设计对象，

展开设计实践。首先，以上文中综合排序前 6 的设计

指标：使用功能实用 D211、体验过程愉悦 D233、美化

公共环境 D121、运用地域元素符号 D311、材质绿色环

保 D332、操作简单方便 D221 作为设计重点，构成情感

化设计的优先集合；其次，结合前期对蒲岸村及湿地

公园的实地调研、用户访谈以及焦点小组获取的信

息，梳理用户组对垃圾桶、导视牌和公共椅在功能、

外观、材质、地域特色以及与环境关系等方面的设计

要求、用户痛点和愿望，归纳入对应的每一个设计指

标的范畴，在设计过程中加以参考；最后，通过头脑

风暴与设计师团队讨论，针对产品主要功能设计和用

户交互体验，思考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如何融入

产品当中，以求产品方案更加有用、好用、易用。 

三类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构思与改进，具体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释。 

1）在使用功能实用 D211 设计方面，三项公共设

施均为微湿地公园的必备品，因此除了满足产品的基

础功能，通过前期用户调研和访谈获取的需求信息，

在设计方案中对产品进行了新功能设置：智能垃圾桶

的触屏面板能够显示垃圾储存量，以便于及时清理，

并且附带除味功能；数字导视牌设置智能推荐功能，

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多种路线，同时展现每种路线的

优劣，方便用户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合适的选择（图

4a）；智能公共椅的设计了无线充电、蓝牙、智能语

音播报功能，大大丰富了产品的实用功能。 

2）在操作简单方便 D221 设计方面，遵循易用性

原则，利用自然的交互方式。数字导视牌采取触屏操

作与智能语音的交互模式，便于老人与孩童操作；智

能垃圾桶提供了触屏操作并设有投放提示灯用灯光

提醒用户；智能公共椅则采用了无线充电方式，给用

户带来便捷。 

3）在体验过程愉悦 D233 设计方面，以增强产品

的娱乐性与趣味性为主要途径。数字导视牌为用户提

供了湿地知识小问答和趣味游戏，用户在游览的同时

还能获取知识和娱乐，智能垃圾桶可以通过人脸识别

系统对用户进行积分奖励，培养居民环保意识的同时 

带有趣味性，使用户体验感更加愉悦（图 4b）。 

4）在运用地域元素符号 D311 设计方面，因蒲岸

村有着“水韵蒲岸、瓦窑故里”的地域特色，设计过

程中运用符号学方法，抽取最能代表蒲岸村与水乡湿

地的地域元素—水和瓦，对波浪与浪花图案化处理并

结合为水元素符号，应用到座椅的靠背装饰上；瓦纹

样则取自苏南传统园林的漏窗窗瓦排列形式[13]，经图

案化和简化处理后作为窗瓦元素符号，应用到导视牌

底部和垃圾桶侧板的装饰上，地域元素浓厚丰富，设

计思路见图 5。 

5）在美化公共环境 D121 设计方面，由于蒲岸村

微湿地公园具备较强的原生态特征，根据与周围环境

相协调统一的考虑，设计方案主要以深木色为主，米

灰色为辅，深木色与周围树干的色彩相近，米灰色则

与湿地内的沙路、竹篱笆、周边民居色彩相呼应，颜

色彰显质朴感，柔和地融入自然环境，使设计在服务

于人的同时美化环境。 

6）在材质绿色环保 D332 选择方面，选取再生木

材质大面积使用，这样不需要反复刷防水涂料并可回

收利用[14]，加入太阳能电池板，充分利用太阳光并将

其转化为电能，实现低碳环保的生态理念。三类公共

设施：智能垃圾桶（P1）、数字导视牌（P2）和智能

公共椅（P3）的设计效果展示见图 6。 

 

                             a 数字导视牌界面                        b 智能垃圾桶界面 
 

图 4  数字导视牌和智能垃圾桶的界面设计 
Fig.4 Interface design of digital signage and intelligent trash 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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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蒲岸村地域元素的设计提取与演绎过程示意 
Fig.5 Design extraction and deduction process of regional elements in Pu'an Village 

 

 
 

图 6  三类公共设施设计 
Fig.6 Design of three types of public facilities 

 

3.2  设计方案的模糊综合评价 

3.2.1  评价流程 

模糊综合评价是利用模糊数学以量化方式研究

复杂定性问题的一种综合方法，它具有清晰、客观、

全面的优点[15]。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公共设 

施设计方案进行评估，以检验分析其情感化设计的效

果。公共设施设计方案的模糊综合评价流程如下。 

1）建立评价因素集和评语集。设评价因素集

U={U1，U2,…,U22}，分别代表三级指标所包含的 22 项

具体因素；设评语集 V={V1，V2，V3，V4}，分别代表

优秀、良好、中等、差，以作为四阶评价等级，对应的

赋值为：100、80、60、40，因此 V={100，80，60，40}。 

2）建立模糊评价矩阵。邀请村委会工作人员、

公园管理人员以及蒲岸村居民 30 人按照“优秀、良

好、中等、差”对设计方案的每一项设计指标进行打

分评判，然后统计出每一个评分等级的个数，对数据

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得每行总和为 1，形成模糊评价

矩阵 Ri,以公共设施设计方案 P1 的美观性 C11 为例，

其模糊评价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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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30 0.35 0.30 0.05

0.40 0.30 0.25 0.15

0.20 0.35 0.45 0.00

 
   
  

R  (6) 

3）计算综合评价总分。 

前文已利用层次分析获得了各个级别的设计指

标的权重值，由此可以得出各级别指标的权重向量，

如：三级指标美观性 C11 的权重向量为 W11=[0.268 3，

0.575 6，0.166 7]；将各指标层权重向量 W 与其对应

的模糊评价矩阵 R 相乘，得到各指标的综合权重向量

T；最后，结合评价等级，计算出该设计方案的总得

分 S=T×V；为对照比较设计效果，运用同样的方法，

对蒲岸村微湿地公园现有的垃圾桶、导视牌、公共椅

进行评分，三项设计方案和现有公共设施的综合评价

总分，见表 5。 

3.2.2  方案评价与比较 

汇总权重排序靠前的主要评价指标的得分和前

述计算出的综合评价总分（图 7），可以看出：总体

上，三项公共设施设计方案的得分均达到 80 分以上，

处于良好等级，说明它们在情感化设计上达到了比较

好的效果，能够满足居民对公共设施的情感化需求。

同时，30 人的评分小组也针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讨论， 
 
 
 
 

表 5  现有公共设施和三类设计方案的情感化 

设计综合评价总分 
Tab.5 Total sc+ore for emotional desig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xisting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ree types of design plans 

编号 现有产品
综合评

价总分
编号 设计方案 

综合评

价总分

E1 垃圾桶 74.83 P1 智能垃圾桶设计 80.35

E2 导视牌 76.57 P2 数字导视牌设计 85.52

E3 公共椅 78.25 P3 智能公共椅设计 82.17

 

村委会工作人员、公园管理人员以及蒲岸村居民都基
本认可了设计方案相对于原有的公共设施在情感化
设计上的改进提升。再看具体设计指标：相比较现有
设施，在使用功能实用 D211 上，智能垃圾桶的提升最
为突出；在操作简单方便 D221 上，数字导视牌的提升
最为突出；数字导视牌和智能垃圾桶在体验过程愉悦
D233 上的提升都很显著，而智能公共椅的提升幅度不
大，说明该部分仍有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美化公
共环境 D121 上，智能垃圾桶和智能公共椅的改进更加
显著；此外，在运用地域元素符号 D311 和材质绿色环
保 D332 上，三款公共设施设计方案的改进提升都很明
显，各主要评价指标得分的比较结果见图 7。 

 
 
 
 
 
 
 
 
 
 
 
 
 
 
 
 
 
 
 

4  结语 

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是用户对公园环境与服

务体验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微湿地公园为例，探讨了

数智时代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在情感化设计的三

层次理论基础上，借助层次分析法对公共设施的设计

要素进行梳理，建立了公共设施情感化设计的层次指

标体系，对具体的设计指标进行了重要性排序以引导

设计实践，并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检验了设计方案在情

感化设计上的改进效果。该研究方法有助于设计人员

更客观、精准地把握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方向与进

行设计评价，也可为公园类公共设施的情感化设计提

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一方

面本文的设计方案处于设计概念阶段，后续可以考虑

通过对功能样机、实物产品的设计评价以进一步深入

验证和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地域人文特色与自然景

观的差异性，该研究方法可能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其他

公园的公共设施设计，因此在实际应用该方法时，需

要因地制宜调整以求以达到最优的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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