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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女外套款式感性研究和应用

王莹 陈雁
苏州大学 材料工程学院 江苏 苏州  

摘  要  根据感性工学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冬季女外套的款式进行了研究 ∀首先 建立冬季女外套的款式设计要

素空间及意象语意空间 然后使用语意差异法进行问卷调查 ∀将根据用数量化 类理论得到的量化了的款式设计

要素和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主观评价平均值代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并进行综合分析 ∀获得了两空间之间的数量

化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数学回归模型 ∀该模型可用于预测冬季女外套款式的感性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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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时代结束 感觉时代已经来临 ∀消费者 !使

用者看重的已不再是产品的数量与质量 而是与自

己的密切程度 他们购买的不仅仅是一件物品 而是

自我满足感 他们追求的也不只停留在商品的某些

特殊性能上 而是某种特定商品与理想的自我概念

的吻合 ∀作为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

需求 服装消费需求也正经历着这样的显著变化 ∀

在产品设计领域 感性工学将人们对物已有产

品 !数字或虚拟产品 的感性意象定量 !半定量地表

达出来 并与产品设计特性相关联 从而实现在产品

设计中体现人这里包括消费者 !设计者等的感性

感受 并最终设计出符合人的感觉期望的产品≈ ∀

本文将采用感性工学中定量分析的模式来探讨

消费者的心理意象与服装造型设计要素之间的对应

关系 并将量化了的关系用于实践 ∀

1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冬季女外套 包括大衣 !

羽绒衣 !皮革服装等 ∀由于冬季服装用料多 制作

难 在季节性服装中成本最高 售价和利润也最高 ∀

可见 冬季服装是季节性服装中的重头戏 是服装厂

商的必争之物 因而很具研究价值 ∀

在造型结构上 冬季女外套的结构比较简单 且

很少出现如褶 !花边类的装饰细节 ∀此外 为了增加

保暖性 领口抬高 !双排扣 !衣长增加 !双层结构 !皮



毛领袖 !收紧腰带等等都是冬季服装经常采用的设

计细节 ∀

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前向定量推论式感性工学的研究方

法 整个研究过程分为 步 选择适当的产品作为

研究对象 建立有关研究对象的产品要素空间 

建立有关研究对象的语意空间 综合分析意象语

意空间和产品的形态要素空间之间的关系 并进行

检验 最后建立两者间关系的数学模型 ∀如图 
≈

所示 ∀在研究对象中已经确定了冬季女外套的款

式 因此 下面的研究主要阐述后面的 个步骤 ∀

图   感性工程研究框架图

ƒ  ƒ

3  研究过程

311  款式设计要素空间的建立
运用形态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对冬季女外套的

款式设计要素进行分析 ∀首先 将冬季女外套的整

体款式看成是几个设计要素的集合 ∀然后 将款式

分成了几个相互独立的项目 ∀其次 每个项目再细

分成若干个设计要素 即类目≈ ∀通过上述方法 寻

找真正影响消费者对冬季女外套感性意象判断的设

计要素 得到 大类目和 个具体的项目 经整理 

得到款式设计要素空间 见表  ∀

312  意象语意空间的建立
对冬季女外套感性意象的组成进行研究 ∀通过

广泛搜集各种资料 比如杂志 !词典 !专业书籍等 得

到 个形容词 ∀将其经过初步删除后 邀请专业

人员根据形容词间的亲密程度进行归类 ∀最后 得

     表 1  款式设计要素表

Ταβ .1  Στψλε δεσιγνινγ ελεµεντσ

廓型
外形线 内部造型

腰节设计 衣长 领子 袖子 口袋 门襟设计

÷ 型 高腰 短 无领 装袖 贴袋 单排扣

型 中腰 中长 立领 插肩袖 挖袋 双排扣

型 低腰 长 翻领 插袋 拉链

无设计 驳领 无口袋 暗门襟

连帽领

到 对感性意象词汇对 建立了有关冬季女外套款

式方面的意象语意空间 其组成及各自定义的方向

列于表  ∀
表 2  6 对感性意象词汇对及定义方向

Ταβ .2  6 Κανσει ωορδ2παιρ ανδ δεφινιτιον

序号 感性意象词汇对 定义的方向

 女性化 男性化 性别角度

 简约的 华丽的 结构特征

 现代的 古典的 持续时间

 职业的 休闲的 使用场合

 独特的 大众化 接受程度

 优雅的 活泼的 年龄角度

313  综合分析
该步骤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综合分析了款式设

计要素空间和意象语意空间之间的关系 并予以

量化 ∀

以 款常见冬季女外套的款式作为问卷调查

的样品 ∀根据数量化 类理论≈
按下式确定 ∀

∆ιϕκ 

  当第 ι样品中 第 ϕ项目的

 定性数据为第 κ类目时

  否则

式中 ϕ为项目 κ为类目 ∆ιϕκ称为第 ϕ项目中

第 κ类目在第ι样品中的反应≈ ∀本文中 ∆ιϕκ是

指第 ϕ个款式设计要素中第κ类目在第ι款冬季女外

套上的反应 ∀通过上式将 款样品定性的款式设

计要素量化 转化为以 和 表示的定量数据 即各

样品设计要素的反应值 ∀

利用语意差异法设计了 分制的调查问卷 ∀共

选 人测试 包括 名男性和 名女性 他们观

看了 款样品的正面图和背面图 并对每款样品的

组感性意象词汇对分别进行主观评价 在调查问

卷上打分 ∀将问卷得到的数据经过处理后 得到消

费者对该 款样品感性意象评价的平均值 ∀

以款式设计要素的反应值作为自变量 消费者

对款式的感性评价的平均值作为因变量 输入计算

机中 应用 ≥≥ 1 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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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包括决定系数 !常数项 !类

目得分等数据 并通过计算得到标准化的类目得分

和范围值≈ ∀整理后可得有关信息的数据表 将该

表的一部分以/女性化 男性化0为例 列于表  ∀

表 3  经回归分析后得到的数据

Ταβ .3  Ρεσυλτσ οφ αναλψσισ

项目ϕ 类目κ
女性化 男性化

类目得分α3
ϕκ  项目范围值

÷ 型   

廓型 型    

型  

高腰设计   

腰节设计
中腰设计   

 

低腰设计  

无设计  

短   

衣长 中长    

长  

无领   

立领   

领子 翻领    

翻驳领  

连帽领   

袖子
装袖  

 

插肩袖   

贴袋  

挖袋   
 口袋

插袋  

无口袋   

单排扣   

门襟设计
双排扣   

 

拉链  

暗门襟  

  注 常数为 1 决定系数 Ρ 为 1 ∀

  对表 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可得以下信息 

 决定系数 Ρ
 是表征统计结果可信度的重要

参数 ∀一般而言 Ρ

  时 数量化 类分析结果

的可信度可以被采纳 ∀由表可知 Ρ

   这表示

款式设计要素的类目得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故预

测精度是比较高的 ∀

 类目得分的大小代表了各款式设计要素与

意象语意的相关程度 ∀类目得分既有正值又有负

值 正值代表正向的意象 负值代表负向的意象 ∀而

零值则表示既非正向意象 又非负向意象 因此可认

为该类目对意象语意无相关性 ∀

由表 中的数据可知 在领子的 个类目中 得

分最低的是连帽领 为  1 这表示连帽领是种

领子类型中最女性化的 ∀然后依次是立领

  1和无领  1 ∀相反 得分最高的是

翻驳领 为 1 说明它是 种领子类型中最具男

性化的 然后是翻领1 ∀在袖子中 装袖和插

肩袖的类目得分分别为 1和  1 都非常接

近零值 因此 可以认为袖子对冬季女外套款式的

/女性化 男性化0意象语意几乎没有影响 ∀

 范围的大小代表了每个项目对意象判断的

影响程度 一般成正比 即范围值越大 影响就越大 ∀

表 中的 个项目对/女性化 男性化0的感性

评价的影响程度依次为 门襟 !领子 !衣长 !腰部设

计 !廓型 !口袋以及袖子 ∀可得 门襟设计对 /女性

化 男性化0这对感性词的影响程度是最大的 而袖

子对其的影响则是最小的 ∀

同理也能对其它 个感性意象与造型设计要素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分析得到的信息对服装设计

师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以/女性化 男性化0这

组感性意象为例 当设计比较/女性化0冬季女外套

时 其款式设计要素可趋向于 ÷ 型的廓型 腰线设

计为中腰 短衣长 连帽领 插肩袖 无口袋设计 门

襟设计为双排扣 ∀相反 当希望款式具有较强的/男

性化0感觉意象时 其设计要素可为 型的廓型 无

腰部设计 衣长为中长 领子为翻驳领 装袖 贴袋 

门襟为拉链 ∀此外 门襟的改变要比袖子的改变对

/女性化 男性化0感性意象的影响要大得多 ∀

根据回归得到的常数项和类目得分 代入方程

ψι 
ψ  Ε

ρ

ϕ 
Ε
χ
ϕ

κ 

α
3
ϕκ∆ιϕκ 可建立用于预测冬季

女外套款式各感性意象的数学模型≈ ∀式中 ψ为
基准变量的平均值 即表中的常数项 α

3
ϕκ 称为标准

系数 即表中的类目得分 ρ为项目数 χϕ为各个项

目的类目数 ∀

4  应用实例

根据建立的数学模型 便可对各款冬季女外套

款式的感性意象的主观评价进行预测 ∀

以一款冬季女外套为例 其正面和背面图如

图 所示 其款式设计要素为 ι ∀廓型为 ÷ 型 腰部

设计为中腰系腰带 衣长为长 领子为翻驳领 袖子

为装袖 口袋为挖袋 门襟为单排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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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冬季女外套的正面和背面图

ƒ  ≥ χ√

将该款服装的款式设计要素的反应值代入建立

的数学模型中 并经过标准化计算后 可得感性意象

评价值的预测值 列于表 中 ∀
表 4  冬季女外套款式的感性意象预测值

Ταβ .4  Κανσει πρεδιχτεδ ϖαλυε οφ α ωοµανχσ οϖερχοατ

感性词汇对 预测得分 预测评价

女性化 男性化   比较女性化

简约的 华丽的   比较华丽的

现代的 古典的   一般现代的

职业的 休闲的   比较职业的

独特的 大众化   一般大众化

优雅的 活泼的   比较优雅的

  由上述的预测得分可得到感性意象的评价 该

款冬季女外套的款式是比较女性化 !比较华丽的 !一

般现代的 !比较职业的 !一般大众化的和比较优雅

的 ∀对服装感性意象的预测 可以应用在 个方面 

一是为消费者搜索服装服务 另一个是为设计师设

计服装服务 ∀因此 可开发一个关于冬季女外套款

式方面的集感性分析和款式搜索于一体的计算机

系统 ∀

5  结  论

根据感性工学的原理和方法 可研究得到冬

季女外套的款式要素空间和意象语意空间之间的关

系并数量化 建立了数学模型 ∀

根据数理化分析可得到决定系数 !类目得分

和范围等数据 ∀从决定系数可知 建立的模型都具

有较高的可信度 ∀根据类目得分的大小可以得到各

类目对感性意象的影响程度 ∀从范围值可推出各项

目与感性意象的相关程度 ∀

建立的数学模型可用于预测消费者对冬季女

外套款式的感性意象评价 ∀具体运用于 方面 一

是为消费者搜索服装服务 另一个是为设计师设计

服装服务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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