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6年1月1日起，二孩政策在我国全面实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

增长率明显回升，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2016年和2017年我国的新生

人口数量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期

间年均出生人数多出142万和79万。庞大的新增婴儿刺激了婴童用品的

消费需求。婴儿车产业作为婴童市场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和需求量也

在发生着改变。面对产品同质化的竞争压力，通过设计赋予产品附加价

值从而在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已经被商家提上议程。从消费者角度

而言，单纯的功能主义婴儿车已经无法满足用户对于产品的情感化和

个性化追求。通过对CMF的再设计提升产品的外在形象，进而改变消

费者的主观感受及购买欲望，成为现今童车行业设计师关注的焦点。

色彩作为设计中最重要的视觉传达要素，往往起着先声夺人的视觉效

果。色彩不仅具有美化产品的作用，更能够传达出一定的信息和语义，

引发用户对于产品品质与风格的联想，从而将情感化的因素赋予其中。

一、设计方法的确立 

传统的产品色彩设计大多依据人的感性认知而确定。近年来，相

关人士也在产品色彩设计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赵玺在《数控机床色

彩研究》中提出通过问卷调研和数据统计的方法为产品色彩设计提供

参考依据。这种方法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在设计过程中人的主观经

验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数据性的定量分析与评价体系。张琳在《产

品色彩设计意象评价的数理方法研究》中通过建立关联度的数学模型

对色彩设计的意象做出评价。这类方法虽具科学性，但需要大量的数

据和专业知识作为支撑。本次试验从色彩语义的角度出发，通过用户的

直接参与以及眼动追踪装置的记录分析，探索一种基于定性和定量分

析的色彩设计方法（图1），为婴儿车的色彩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已

有的婴儿车色彩设计方案进行优化与筛选。

二、婴儿车颜色感性意象词汇的确立 

（一）意象词汇的搜集

本次设计的目标人群定位于一线城市25～30岁的白领工作者，通

过对目标用户的调研以及文献检索，共获得332个关于婴儿车颜色感性

的意向词汇。其中用户感觉适合男孩的婴儿车颜色感性意向词汇有162

个，适合女孩的婴儿车颜色感性意象词汇有170个。此阶段的主要目的

是广泛收集用户对于男孩和女孩两种不同性别人群的感性意象词汇。

（二）意象词汇的筛选

在广泛收集用户对于婴儿车的颜色感应意象词汇后，邀请7位接触

过色彩设计和色彩设计心理学的工业设计研究生，组成焦点小组，对

收集到的332个意象词汇通过聚类分析、KJ法和归纳法，依据意象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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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分析法对词汇进行初步筛选后剩余42个意象词汇，21对互为反义

的形容词作为婴儿车颜色感性意象词汇的样本。

（三）婴儿车色彩意象词汇的确立

基于语义差别分析法筛选得到21对互为反义的意向词汇，基于

likert7层级建立问卷进行调研，以此获取用户对于婴儿车色彩意象的

偏好程度。通过网络调查与实地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听取了

工业设计配色设计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四组意象词汇（表1）。用活泼

的、阳光的作为男孩婴儿车的色彩感性意象词汇定位；用可爱的、优雅

的作为女孩婴儿车的色彩感性意象词汇定位。基于这4个意象词汇进行

用户眼动实验。

三、眼动追踪实验设计

眼动追踪技术是根据眼球运动客观记录认知特征的有效手段之

一，通过眼动仪获取被测者在观看视觉信息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并通

过对数据的分析来研究被测者对于视觉信息的认知与选择。

（一）实验仪器介绍

使用由瑞典的Tobii公司生产的Tobii T-20眼动仪作为本次试验的测

量仪器，采用Tobii Pro Lab进行实验数据采集与分析。

（二）实验准备

对已有婴儿车的造型方案进行配色设计，以红、橙、黄、绿、蓝、靛、

紫7种不同的色相为基础，并加入黑、白、灰等元素，对婴儿车做出了20

款配色设计方案。对设计方案进行编号，构建20个色彩样本，将20个样

本均匀地显示在一张图片上，形成眼动仪测试中的20个AOI区域。（图2）  

（三）实验对象

选择25～30岁年轻一代的大城市白领父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作为被测试者，鉴于实验主要分析用户对婴童用品的心理体验和认知，

被测试者选取视力状况良好，且无色盲色弱等视力问题或矫正视力均

在1.0以上的人员，避免在测试过程中产生误差。被测试人员的性别和

数量构成分别为12男，12女，共计24人。

（四）眼动实验步骤

在实验室安静无尘的条件下，将事先准备好的婴儿车图片导入装

有眼动测试仪的电脑显示屏上进行校准。向被测试者展示其中一个意

象词汇（展示时间为5秒），确保被测试者能够明确自己的搜索任务。词

汇展示结束后，被测试者依据意象词汇浏览和观察婴儿车的20款配色

方案，寻找与意象词汇最贴合的样本（时间为10秒）。此时间长短依据

预实验确定，既要保证被测试者有足够的时间将所有的样本浏览完整，

又不能产生多余的搜索时间。眼动仪会通过视线捕捉技术直观地显示

10秒内被测试者的眼动轨迹，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等数据，以便于后

期的数据统计。用同样的方法依次对剩下3个形容词进行测试。（图3）

四、数据分析与方案确定

（一）数据定性分析

首先导出被测试者的眼动热点图（图4）和眼动轨迹图（图5）。眼

动热点图的颜色分为绿、黄、红三种颜色，能够显示出区域被关注的程

度，即红色越多，受关注度越高。热点图直观反映了被测试者对不同样

本的关注程度，但是不能用于精确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对24位被测试者的眼动热点图进行分析，当展示的意象词汇为

“活泼”时，被测试者注视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4号，5号和10号样

本。当意象词汇选取为“阳光”时，被测试者的注视热点区域主要集中

在17号和4号样本。当意象词汇选取为“可爱”时，被测试者的注视热

点区域主要集中在19号和20号样本。当意象词汇选取为“优雅”时，被

测试者的注视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20号，11号和19号样本。（表2）

眼动轨迹图能够显示被测试者注视点的形成顺序以及注视时长，

并通过数字和点的大小进行表现。眼动轨迹图主要应用于定性分析，

不便进行精确的定量统计。

对24位被测试者的眼动轨迹图进行分析，当展示的意象词汇为

“活泼”时，被测试者的注视轨迹点主要集中在4号和5号样本。当意象

词汇选取为“阳光”时，被测试者的注视轨迹点主要集中在17号和4号

样本。当意象词汇选取为“可爱”时，被测试者的注视轨迹点主要集中

在19号样本。当意象词汇选取为“优雅”时，被测试者的注视轨迹点主

要集中在20号和11号样本。

（二）数据定量分析

热点图和轨迹图导出的数据不能够满足定量分析的要求。实验之

> 表1 婴儿车颜色感性意象词汇表

> 表2 热点图定性分析数据表

> 表3 轨迹图定性分析数据表

> 图1 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的婴儿车配色方法

> 图4 眼动实验被测试者眼动热点图 > 图5 眼动实验被测试者眼动轨迹图 > 图6 四款最优方案

> 图2 婴儿车配色方案样本 > 图3 基于眼动技术的婴儿车配色方案眼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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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要划分兴趣区域（AOI），将每个色彩方案划分为一个AOI区域，

共计20个兴趣区域，实验结束后导出各个区域的数值记录并加以处理

和分析。选取AOI区域导出的注视时长数据和浏览次数数据作为定量

分析的支持和依据。AOI注视时长越长，则表明该AOI对应的特征要素

越接近受测者寻找到的目标类目；受测者对某个 AOI 的浏览次数越多，

说明在进行意象词汇感知后对该 AOI 的认同感越高。

基于四个不同的意象词汇（活泼，阳光，可爱，优雅），分别得到24

位被测试者在10秒内的测试数据，并计算出各个区域注视时长和浏览

次数的平均值（表4～表7）。以表4为例，由数据可知4号样本的平均注

视时间最长，浏览次数也最多，最为贴合用户对于“活泼”意象词汇的

认知。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数据分布情况，试图建立折线图进行分析

与比对（以“活泼”意象词汇为例进行展示），横坐标轴表示样本的编

号，纵坐标轴表示平均注视时长与平均注视次数（表8）。对每组意象词

汇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以活泼的—呆板的这组形容词为例，将其细

化为活泼的，较活泼的，中性的，较呆板的和呆板的5个模糊语义区间，

依据折线图的统计结果，将20个样本分为5组，对每组4个方案所隶属

的模糊语义区间做出判断，并最终筛选出一个最贴合意象词汇的方案

作为最优方案。（表9）

在折线图中不难看出4号，5号，10号，17号样本的平均注视时间和

浏览次数明显高于其他色彩方案，比较符合被测试者心理对于活泼的

期望和认知。可以将这四款配色作为基于“活泼”这一意象词汇的储备

方案。其中4号样本的平均注视时长和平均浏览次数最高，更加符合意

象定位，是最优方案。

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三组三个意象词汇的测试数据进行分析与归

纳，得出相应的备选方案。当选取的意象词汇为阳光时，筛选得到符合

用户认知的色彩方案分别为17号，4号，5号和3号样本，17号样本为最优

方案。当选取的意象词汇为可爱时，筛选得到符合用户认知的色彩方案

分别为19号，20号，10号和17号样本，19号样本为最优方案。当选取的

意象词汇为可爱时，筛选得到符合用户认知的色彩方案分别为20号，11

号，19号和9号样本。20号样本为最优方案。

（三）方案确定

基于活泼，阳光，可爱，优雅四个意象词汇，通过对眼动仪测试数

据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筛选出四款婴儿车的色彩设计作为最优方案（产

品效果图如图6所示）。这四款色彩方案中基于“活泼”和“阳光”意象

词汇的色彩方案主要是针对男性婴儿而做出的设计，而基于“可爱”和

“优雅”意象词汇的色彩方案主要是针对女性婴儿而做出的设计。

五、结语

本次实验基于眼动追踪技术对婴儿车的色彩设计方法进行了探

索与尝试，为产品色彩设计提供了一种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依据。

首先通过问卷调研并结合语义差异法和likert7层级表分析得到符合

用户期望的婴儿车的色彩意象词汇，进而使用Tobii T-20眼动仪，基于

用户对于不同色彩意象词汇的认知进行眼动试验，最后对眼动仪输出

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归纳，筛选得到符合意象定位的婴儿车的配色设计

方案。整个设计过程将心理学、色彩学、实证科学和传播学的知识结

合在一起，让产品的色彩设计不再是依据设计师的主观感受和自身审

美而确定。这种通过意象词汇来寻求匹配色彩的设计方法更加贴近于

用户群体的喜好，也有利于产品在投入市场之前对目标人群的消费趋

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 表4 用户基于“活泼”意象词眼动区域注视时长和浏览次数的平均值

> 表5 用户基于“阳光”意象词眼动区域注视时长和浏览次数的平均值

> 表6 用户基于“可爱”意象词眼动区域注视时长和浏览次数的平均值

> 表7 用户基于“优雅”意象词眼动区域注视时长和浏览次数的平均值

> 表9 基于“活泼”意象的样本语义区间划分

> 表8 基于“活泼”意象的AOI区域数据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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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四款最优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