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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厨房收纳系统主要由吊柜、地柜和台面等收纳空间组成。以用户使

用厨柜时的收纳行为为出发点，对用户使用橱柜收纳系统过程中的人机要素

进行了分析，并对不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的某些要素进行了优化设计。优化

后的厨柜收纳系统，不但增加了收纳空间，而且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厨房收

纳行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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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最早提出用户体验的学者 Donald Norman 认

为：在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下，支持用户的自然

行为以及使用户更便捷地对产品进行操作是用户

体验的首要问题 [1]。用户体验是用户在使用产品

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纯主观感受，产品生产企业通

过用户基于某种需求（或动机）下与产品（或系

统）所产生的互动关系来改善用户的客观感受，

其首先要求设计师在明确用户行为目的的情况下，

从用户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寻找影响行为体验的人

机要素 [2-4]。从用户的行为中提取人机要素主要有以

下几个步骤：

1）明确用户基于某一需求的“行为目的”因素

以及产品所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对应结构”因素。

2）分解或归类目的导向下的几大关键行为。

3）分解或归类能满足该需求的全部产品结构。

4）分别将提取的关键行为与结构相关联，并加

以分析，进而提取人机要素。

整个人机要素的提取过程如图 1 所示。

 

厨房作为家庭生活中最为忙碌的空间，其行为体

验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生活的品质。因此，设计师有意

识地注重厨房中的用户行为体验，对用户家庭生活品

质的提升尤为重要 [3]。本文将以用户使用厨柜时的收

纳行为为出发点，对用户使用产品中的人机要素进行

图 1 人机要素的提取过程

Fig. 1 Extraction of man-machin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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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优化。

1 厨房收纳系统概述

系统是指由同类事物结合成的有组织的整体。厨

房是存放众多零碎物品的空间，厨房收纳系统就是通

过对厨房整体空间的规划或改造，按区域和功能配置

所有收纳产品，帮助厨房使用者收纳物品，打造整洁

的厨房空间。收纳厨房中种类复杂的物品是厨房劳动

中的一大痛点，通过对厨房收纳行为的研究，提取当

代厨房收纳行为中影响体验的人机要素并加以改善，

是设计师协调用户与厨房收纳产品之间互动关系的

关键 [5-6]。

1.1 厨房收纳系统现状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家庭厨房受到了商

品房兴起和西方整体厨柜舶来的影响，厨柜产品开始

在中国家庭普及 [7]。厨柜是主流的家庭厨房收纳产品，

厨房的收纳系统主要表现为厨柜的存储空间。厨柜

的收纳系统空间大致可以分为吊柜和地柜两大部分，

多数的吊柜和地柜都会再进行分层。为用户设计出具

有良好人机要素的收纳系统可以改善厨房中的收纳

行为体验，这也是当下厨柜产业新品研发设计的重要

突破点。

目前，为了取得良好的视觉效果从而博取用户注

意，国内多数厨柜生产企业的展厅会尽可能地将厨

柜的样品以宽敞、高大的形式进行展示；而实际上，

市面上绝大多数住宅的厨房面积都比较小。由于受

到面积的限制，家庭使用的厨柜无法达到展厅中厨

柜的规格。虽然家庭住宅厨房中厨柜的尺寸多数是

以用户的身高为参数确定的，但是为了达到与展厅

中所展示产品相近似的效果，多数企业会在入户设

计时将厨柜产品的尺寸尽量扩大化。以身高为 175 
cm 的用户为例，厨柜业内为身高 175 cm 用户设计

的厨柜规格多为：地柜高 84 cm、宽 60 cm，吊柜高

70 cm、宽 35 cm、离地 150 cm。下文便就该身高的

用户模型与该尺寸的厨柜模型对人的收纳行为产生

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取人机要素 [8]。

1.2 收纳行为中的人机要素

用户在与收纳系统交互的过程中只有先辨别柜

体的空间状况，才能作出反应，并进行下一步的存取

行为，因此最基本的收纳行为就是识别和存取，那么

识别与存取即为用户行为因素。厨柜具有收纳功能的

空间有 4 个，即地柜底层、地柜上层、吊柜底层和

吊柜上层，因而可将这 4 个空间作为对应结构因素。

以身高为 175 cm 的用户及与之相对应的厨柜产品为

例，在用户收纳行为和厨柜收纳空间两者中共提取了

8 种人机要素，由表 1 所示。

如图 2（图片来源：文中图 2~4 均为作者绘制）

所示，用户在对地柜底层空间以及吊柜上层空间进行

识别和存取行为时，存在影响行为体验的人机要素。

其中， 用户在操作地柜底层空间时，需要先弯腰打

开抽屉才能进行识别，再决定是否存取物品；用户在

操作吊柜上层空间时，也需要仰头才能识别该空间，

还存在视觉盲区，且用户需高抬臂并踮脚，才能完成

存取行为。

   

2 厨柜收纳系统优化设计

针对上文中所提取的影响用户行为体验的人机

要素，对厨柜收纳系统进行优化设计，优化设计的目

的是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厨房收纳系统，改善用户的行

为体验。

2.1 厨柜四大收纳空间设计

如上所述，橱柜四大收纳空间包括：地柜底层、

地柜上层、吊柜底层和吊柜上层。根据人机工程学

的基本原理 [9]，用户在眼睛与头部一同向上转动的

情况下，较好的视野区域为标准视线上方 55 °；在

侧立面，用户身体不旋转的情况下，用户手臂完全

上举时高度为 210 cm；在水平面，用户身体不旋转

表 1 厨柜的关键人机要素

Tabel 1 Man-machine factors in the kitchen cabinet

行为

识别

存取

地柜底层

俯视识别

弯腰存取

地柜上层

俯视识别

站立存取

吊柜底层

平视识别

抬臂存取

吊柜上层

仰视识别，且存在盲区

高抬臂，且需踮脚

a）吊柜上层的人机关系 b）地柜下层的人机关系
图 2 厨房人机模拟图

Fig. 2 Simulation of man-machine in the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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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以肩膀为中心的单臂前伸可触及范围的

长度为 75 cm[9-11]。由以上数据可知，吊柜上层空间

中影响行为体验的人机要素是由吊柜的安装位置过

高而引起的。如果将吊柜降低 20 cm，吊柜的上层空

间便能与用户的视线基本保持平行从而消除盲区；但

是直接降低吊柜的高度将会增加用户头部撞到吊柜

的概率。如果将吊柜降低 20 cm，台面也应加宽至 80 
cm（用户手臂垂直伸直可达 75 cm），让用户在台面

操作时不会感到拘束，在这种规格中，即使吊柜的

深度扩展 5 cm，吊柜与用户依然能保持着安全距离。

因此，优化后的厨柜最佳规格为：地柜高 84 cm、宽

80 cm，吊柜高 70 cm、宽 40 cm、离地 130 cm。而

用户在使用地柜下层空间的过程中需要弯腰打开下

层抽屉进行识别再决定下一步的行为，这种情况可以

通过将抽屉设计为内顶部抽屉和高底部抽屉门板而

得到改善 [12-13]。图 3 所示为厨柜优化设计。

     

图 4 所示为优化后的人机要素模拟图。

经过优化设计后的整体厨柜，能够改善上述的用

户对厨柜进行操作中影响行为体验的人机要素。如图

4 所示，重构后的吊柜上层空间与用户的平行视线保

持水平状况，操作者不需要再仰头识别，消除了视觉

盲区；在操作吊柜方面不需要踮脚，缓解了“高抬臂”

动作带来的不适。优化后的地柜空间，用户能够在

不弯腰的情况之下打开地柜的上层和下层进行识别，

然后再决定是否执行下一步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用户弯腰的频率。

此外，优化后的厨柜其吊柜收纳空间、操作台面

面积、地柜收纳空间都有所增加。以厨房面积为 6.4 
m2（长 3.2 m、宽 2.0 m、高 2.5 m）为例，厨柜的布

局按照中国家庭中常见的地柜 L 型、吊柜一字型来

计算：优化后的厨柜与优化前的厨柜比较，吊柜的

收纳空间增加了 0.13 m3（优化前为 0.76 m3，优化后

为 0.89 m3），台面面积扩大了 0.76 m2（优化前为 2.76 
m2，改进后为 3.52 m2），地柜收纳空间增加了 0.53 
m3（优化前为 1.93 m3，优化后为 2.46 m3），收纳空

间与台面面积优化前后对比情况如表 2 所示。

2.2 台面收纳空间设计

基于人机要素的厨柜收纳系统优化设计，为用

户精心设计了一个用于收纳用户高频使用物品的台

面收纳空间（如图 5 所示，图片来源： http://www. 
valcucine.com/en/collections/riciclantica/riciclantica-
metal/?riciclantica-aluminim-white-varnish）。 该 收 纳

空间可为刚刚清洗过的餐具进行晾水，支持用户的洗

涤行为（如图 5a 所示）；可收纳刀具、砧板等工具，

支持用户的切配行为（如图 5b 所示）；可收纳调味

料等物品，支持用户的烹饪行为（如图 5c 所示）；

在台面的其他区域还可以提供电源插座，方便用户使

用一些小型厨房电器产品（如图 5d 所示）。同时，

由于在橱柜优化设计中将吊柜降低了 20 cm，为厨柜

的顶部留出了 50 cm 的空间（假设墙高为 2.5 m），

用户可以充分利用该空间存放一些不常移动的物品，

或摆放一些装饰品为厨房增添色彩。

a）厨柜的规格优化 b）优化后的厨柜规格

图 3 厨柜优化设计

Fig. 3 Size of kitchen cabinet after optimization

图 4 优化后的人机要素模拟图

Fig. 4 Simulation of man-machine factors 
after optimization

a）优化后吊柜的人机关系 b）优化后地柜的人机关系

表 2 收纳空间与台面面积优化前后对比

Tabel 2 Comparison of space storage and table area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参  数

吊柜收纳空间 / m3

台面面积 / m2

地柜收纳空间 / m3

优化前

0.76 

2.76

1.93

优化后

0.89 

3.52

2.46

增加

0.13 

0.76

0.53

基于人机要素的厨柜收纳系统优化设计研究

张映琪，等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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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在当前的体验经济时代，用户体验将是厨柜研发

设计师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追求方向。而行为体验是

体验设计的构成因素之一，对用户的行为进行分解，

提炼出影响用户行为体验的人机要素，并对那些给用

户带来不良体验的人机要素加以优化和改进，是厨柜

设计师设计出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且能给用户带来

良好体验的厨柜的关键 [8]。

当然，厨柜设计中基于人机要素的收纳系统的研

究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比如让用户对地柜底层抽屉

存取的操作不再需要弯腰才能实现等问题。相信在厨

柜设计师的关注之下，未来的厨柜一定能给用户带来

更完美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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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itchen storag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a series of incorporated space, such as the wall 
cupboard, floor cabinet and countertops etc.. Based on the storage behavior of users in using the kitchen cabinet, the 
man-machine factors in the cabinet storage system were analyz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in element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ergonomics principle. The optimized cabinet storage system would not only increase the storage 
space, but also provide users with better kitchen storag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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