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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反映消费者感性认知的不确定性#以犹豫模

糊语言术语集描述消费者主观判断#分析其运算规则#构

建语言计算!

89-

:

L3/G

4

5/3K59EH1

#

CPP

"犹豫模糊模

型%实例分析表明#以犹豫模糊术语集描述消费者感性

偏好并利用语言计算实现信息集结#有助于准确反映消

费者主观认知#减少消费者对包装造型感性判断的不确

定性%

关键词!感性评价'语言计算'语言变量'犹豫模糊语言术

语集'包装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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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造型由包装的形态)色彩)材料)肌理)质感等要

素组成&作为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包装造型在保持产

品质量)提升产品档次)服务产品推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包装造型设计中%功能利益和情感需求是消费者追

求的主要方面*

#

+

&感性作为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

了消费者在接触包装造型组成要素时的心理感觉和意

象%从而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

+

&消费者的感

性需求具有模糊性)直觉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常需借助

感性形容词进行描述%并利用感性工学*

%

+技术进行分析&

感性工学通过定量分析方法确定消费者感知与设计特征

间的映射关系%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消费者情感需求

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设计要素*

@

+

&

目前%常用的消费者感性量化分析方法主要有线性

和非线性两大类&线性分析方法主要借助主成分分析)

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感性意象建模%如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建立造型设计决策模型*

?

+

%借助因子

分析法抽取影响图像情感认知的潜在要素*

(

+

%利用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包装结构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之

间的关系模型*

$

+

&由于消费者在知识背景)社会经验)认

知等方面的差异%其感性需求具有不确定)不精确性%从

而影响感性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

+

&针对该问

题%非线性分析方法被引入感性评价过程%如借助神经网

络构建包装形态审美评价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

+

%基于

模糊理论以办公室座椅为例建立用户满意度与设计要素

间的映射关联*

#"

+

%利用遗传算法和设计结构矩阵对消费

者感性需求进行降维处理*

##

+

&

消费者的感性认知常以语义形容词汇描述%现有研

究方法*

?T$

%

*T##

+多将消费者的语义偏好转化为数值进行

量化计算%可能引起语义缺失而影响感性评价结果的准

确性&同时%由于主观认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在进行感

性判断时并非只选择单一的感性词汇%可能在多个感性

量度间犹豫&如针对感性词汇-轻奢的.%消费者可能在

选择-一般轻奢的.和-很轻奢的.之间犹豫%而单一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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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准确描述消费者的主观选择&为此%研究以包装造

型的消费者感性评价为研究对象%利用语言变量构建消

费者认知模型%通过犹豫模糊术语集表达消费者的感性

偏好%引入语言集结算子构建语言计算模型%避免感性评

价中的信息缺失%提高消费者感性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

性%降低包装造型设计决策的风险%为设计师进一步设计

提供有益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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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计算
语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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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利用自

然语言而非数值描述的信息进行推理)计算和决策*

#!

+

&

该方法将人们模糊的知觉转化成可计算的语言%通过一

定的推理规则表达并实现语言集结%主要包括语言变量

的表示方法和语言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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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变量

语言变量是以自然或人工语言中的字词或句子进行

表示的变量%通常是一个五元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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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量名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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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数量单词的集合%

7

是语言

论域%

;

是产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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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语法规则%

%

反映每个语言变量

O

意义的语义规则%

%

!

O

#表示
7

中的一个模糊集&以

感性语义词汇-轻奢的.为例%其五元组构成如图
#

所示&

图
#

!

感性词汇五元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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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造型感性评价中%对消费者认知偏好的衡量

常采用有限量度表述%且以一定顺序排列&可用有序语

言术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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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言标签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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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得到感性分析中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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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语言术语集的基本计

算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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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计算模型

在语言计算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避免语言信息的丢

失&为此%引入二元语义对消费者偏好进行描述&二元

语义是一个语言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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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评价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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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差&语言计算的对象是语

言标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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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均为语言集%在实际应用

中需利用二元组向标签值
!

转化函数
+

和标签值
!

向二

元组的转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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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语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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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平均语义计算模型)加权

语义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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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模糊语言计算
由于感性需求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在进行感性判断

时并非都能给出准确评价%可能存在犹豫不决的现象&

针对该问题%传统的感性需求量化标度与量化分析方法

难以准确描述消费者的感性偏好&为此%引入犹豫模糊

语言术语集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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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模糊语言术语集

在有序语言术语集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可得到一种

对称的语言术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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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模糊语言术语集有助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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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出现的

感性评价扭曲现象&如假设两个用户偏好分别为-一般

不喜欢.和-一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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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前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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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l

更好.模式是不合理的%后者

更符合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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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当用户偏好在若干个感性词汇间犹豫时%即可

用一个犹豫模糊语言术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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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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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模糊语言计算

对某包装造型进行感性评价时%设某个感性指标的

语言术语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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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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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进行消费者偏好集结&

当各犹豫模糊语言术语集的权重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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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

2

7& !

(

#

在进行集结时%犹豫模糊语言术语集的元素分别可

按乐观原则)悲观原则和平均原则进行计算%乐观原则取

犹豫模糊语言术语集的上界
-

m

;

%悲观原则取犹豫模糊

语言术语集的下界
-

T

;

%平均原则取
#

9

>

9

'

L

#

A

'

!

9

为
-

2

;

的

元素数量%

A

'

2

-

2

;

#&

%

!

实例验证
月饼包装对月饼的销售至关重要%消费者对包装造

型的直观感觉直接影响其购买行为&某公司欲设计一款

月饼包装%在产品口味)价格)用户关注度)不同风格等约

束范围下得到
(

个产品样本!图
!

#&为更准确地定位市

场需求情况%通过调研市场消费人群%确定以-绿色的.

图
!

!

月饼包装样本

V/

4

LEF!

!

R.-

:

0F19I-99G8.AF

:

.8A.

4

/G

4

M92F1

-轻奢的.分析消费者对月饼的感性认知情况%为设计师

展开设计提供指导&

%7#

!

确定犹豫模糊术语集

采用
D/AFE3

七级量表分别构建语言变量-绿色的.

-轻奢的.%得到语言变量
;

#

l

6

A

T%

7

很不绿色的%

A

T!

7

不

绿色的%

A

T#

7

一般不绿色的%

A

"

7

中立%

A

#

7

一般绿色的%

A

!

7

绿色的%

A

%

7

很绿色的7)

;

!

l

6

A

T%

7

很不轻奢的%

A

T!

7

不轻奢的%

A

T#

7

一般不轻奢的%

A

"

7

中立%

A

#

7

一般轻奢的%

A

!

7

轻奢的%

A

%

7

很轻奢的7&这两个语言变量的综合结果

是6

A

T%

7

很不满意的%

A

T!

7

不满意的%

A

T#

7

一般不满意的%

A

"

7

中立%

A

#

7

一般满意的%

A

!

7

满意的%

A

%

7

很满意的7&随

机选取
#"

名消费者对
(

个样本进行感性分析%要求用户

可以不局限于某一个感性描述%得到各产品样本的犹豫

模糊术语消费者评判结果如表
#

所示%并与
D/AFE3

七级

量表评分方式进行对比%评判结果如表
!

所示&

%7!

!

感性计算

对于每个包装造型样本%消费者感性评价形成的犹

豫模糊语言术语集之间不存在权重差异%因此可按式!

(

#

进行计算&同时%调研发现消费者对目标感性指标的偏

好相同%因此分别按乐观原则)悲观原则与平均原则对感

性评价结果进行处理%并与
D/AFE3

感性评价方法进行对

比%计算结果如下&

!

#

#乐观原则"

"

#

L

A

#:%

A

#:%

* +

l

A

#:%

%

"

!

L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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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

%

"

%

L

A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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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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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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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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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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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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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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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案间的优劣顺序为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

案
#

%

方案
?

%

方案
!

&按照语言描述%方案
%

)

@

)

(

处于

-满意的.和-很满意的.之间%方案
#

)

?

处于-一般满意

的.和-满意的.之间%方案
!

处于-中立.和-一般满意的.

之间&

-绿色的.指标优劣顺序为方案
%

%

方案
(l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l

方案
!

$-轻奢的.指标优劣顺序为方

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即方

案
%

)

@

)

(

介于-绿色的.和-很绿色的.以及-轻奢的.和

-很轻奢的.之间&

%(

"

[907%?

"

B97#"

宁廷州等!基于
CPP

评价包装造型感性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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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模糊术语消费者评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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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编号

样本
#

;

#

;

!

样本
!

;

#

;

!

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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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样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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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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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样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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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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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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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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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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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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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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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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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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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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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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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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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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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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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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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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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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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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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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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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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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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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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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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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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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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A

!

A

!

%

A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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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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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

%

A

!

%

A

%

A

!

( A

"

%

A

#

A

#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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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A

#

%

A

!

A

!

A

%

A

!

A

#

%

A

!

A

T#

%

A

"

A

!

A

#

%

A

!

A

!

%

A

%

$

A

#

A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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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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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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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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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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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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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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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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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语言术语消费者评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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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N.0L.3/9GL1/G

4

1/G

4

0F0/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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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编号

样本
#

;

#

;

!

样本
!

;

#

;

!

样本
%

;

#

;

!

样本
@

;

#

;

!

样本
?

;

#

;

!

样本
(

;

#

;

!

# ! ! " " # % % ! T# ! # !

! ! ! T#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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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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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原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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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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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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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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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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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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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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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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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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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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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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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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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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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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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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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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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案间的优劣顺序为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

案
#

%

方案
?

%

方案
!

&按语言描述%方案
%

)

@

)

(

处于-一

般满意的.和-满意的.之间%其他方案处于-中立.和-一

般满意的.之间&

-绿色的.指标优劣顺序为方案
%l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轻奢的.指标优劣顺序为方

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即针对

-绿色的.语言变量%方案
%

)

@

)

(

介于-一般绿色的.和-绿

色的.之间$针对-轻奢的.语言变量%方案
%

)

@

)

?

)

(

介于

-一般轻奢的.和-轻奢的.之间&

!

%

#平均原则"

"

#

L

A

#

A

#:#

* +

l

A

#:"?

%

"

!

L

A

":!

A

#:#

* +

L

A

":(?

%

"

%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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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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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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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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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

%

"

?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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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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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

%

"

(

L

A

!:"?

A

!

* +

L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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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案间的优劣顺序为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

案
#

%

方案
?

%

方案
!

&按语言描述%方案
%

)

(

处于-满意

的.和-很满意的.之间%方案
#

)

@

处于-一般满意的.和

-满意的.之间%其他方案处于-中立.和-一般满意的.

之间&

-绿色的.指标优劣顺序为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轻奢的.指标优劣顺序为方

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l

方案
!

&针对

-绿色的.语言变量%方案
%

)

@

)

(

介于-绿色的.和-很绿色

&(

包装与设计
=OC̀ OZ>BZ W &,R>ZB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的.之间%方案
#

是-一般绿色的.%方案
!

)

?

介于-中立的.

和-一般绿色的.之间&针对-轻奢的.语言变量%方案
(

属于-轻奢的.%其他处于-一般轻奢的.和-轻奢的.之间&

!

@

#

D/AFE3

量表评判结果"

"

#

L

#:!?

%

"

!

L

":(

%

"

%

L

!:"?

%

"

@

L

!

%

"

?

L

":$?

%

"

(

L

#:*?

&

各方案间的优劣顺序为方案
%

%

方案
@

%

方案
(

%

方

案
#

%

方案
?

%

方案
!

&

基于犹豫模糊理论的评价结果%以上
(

种样本用户

都有较好的评价%但方案
%

)

(

属于消费者-满意的.之上

的方案%两者在-绿色的.语言变量上属于同一感知区间%

但方案
(

在-轻奢的.语言指标上占优&相比于犹豫语言

评价%传统的
D/AFE3

评价仅能给出方案优劣顺序%无法直

接以语言的形式进行分析%需要进行转换%而犹豫语言更

能反映用户感知的主观偏好性与不确定性%从而为设计

师进一步设计提供更为有益的指导&

@

!

结论
在产品的选购中%包装的造型设计是消费者感性需

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反映了消费者的主观认知并会最

终影响其购买行为&因此%对包装造型设计进行消费者

感性分析将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消费者的感

性需求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常用感性形容词汇

描述%并转化为量化数值进行分析&然而%该过程可能引

起感性评价信息丢失%且感性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消费

者在感性评价时可能产生犹豫%从而无法给出准确感性

评价&针对该问题%引入模糊语言变量对感性评价量度

进行分析%通过语言计算模型实现消费者感性评价结果

的集结&同时%借助犹豫模糊语言术语集描述消费者感

性评价的不确定性%构建语言集结算子进行感性形容词

的计算&案例应用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有助于提升包

装造型感性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为设计师进一步进

行包装设计提供有益指导&

参考文献

*

#

+韩煜东%刘伟%伊辉勇
7

考虑客户感性需求下的产品模块化

配置方法*

^

+

7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

%

!$

!

$

#"

#%!"'#%!(7

*

!

+

R,[O X X

%

&U; ; _'D

%

;,DOB&,X S Z7JKF

-.EAF3/G

4

/-

:

0/8.3/9G1 9I .IIF83/NF

:

E9HL83 HF1/

4

G

*

^

+

7

O

::

0/FH,E

4

9G9-/81

%

!""$

%

%+

!

(

#"

$!%'$%#7

*

%

+

BOZOSOC;>S7̀ .G1F/FG

4

/GFFE/G

4

"

O GF5FE

4

9G9-/8

89G1L-FE'9E/FG3FH3F8KG909

46

I9E

:

E9HL83HFNF09

:

-FG3

*

^

+

7

>G3FEG.3/9G.0 9̂LEG.09I>GHL13E/.0,E

4

9G9-/81

%

#**?

%

#?

!

#

#"

%'##7

*

@

+

BOZOSOC;>S7̀.G1F/FG

4

/GFFE/G

4

.1.

:

95FEIL089G1L-'

FE'9E/FG3FH3F8KG909

46

I9E

:

E9HL83HFNF09

:

-FG3

*

^

+

7O

::

0/FH

,E

4

9G9-/81

%

!""!

%

%%

!

%

#"

!+*'!*@7

*

?

+杨程%孙守迁%刘征%等
7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产品外观设计

决策模型*

^

+

7

中国机械工程%

!"##

%

!!

!

#+

#"

!!#+'!!!%7

*

(

+邓%孙朔
7

基于因子分析的图像语义研究*

^

+

7

包装工程%

!"#$

%

%+

!

!"

#"

##!'##?7

*

$

+李辉%韩娜%黄灵阁%等
7

卷烟包装结构设计要素与感性意

象关系模型研究*

^

+

7

包装工程%

!"#(

%

%$

!

!@

#"

#$('#$*7

*

+

+

C;<U^X7O .̀G1F/FN.0L.3/9G.

::

E9.8KM.1FH9G3KF3F8K'

G/

c

LF9I89-

:

L3/G

4

5/3K59EH1

*

^

+

7OHN.G8FH,G

4

/GFFE/G

4

>GI9E-.3/81

%

!"#(

%

%"

!

#

#"

#'#?7

*

*

+周爱民%苏建宁%阎树田%等
7

产品形态审美综合评价的非

线性信息动力学模型*

^

+

7

机械工程学报%

!"#+

%

?@

!

#?

#"

#?"'#?*7

*

#"

+

=OX̀ ^

%

;OBR;7OILaa

6

EL0F'M.1FH.

::

E9.8K39-9HF0'

/G

4

.IIF83/NFL1FE1.3/1I.83/9G395.EH19II/8F8K./EHF1/

4

G

*

^

+

7

>G3FEG.3/9G.0 9̂LEG.09I>GHL13E/.0,E

4

9G9-/81

%

!""@

%

%@

!

#

#"

%#'@$7

*

##

+

YOBZ Y.G'

:

L

%

C;,B &FG

4

'A./

%

ZU X9G

4

%

F3.07C9G'

1L-FE1

2

A.G1F/GFFH180L13FE/G

4

-F3K9HI9E

:

E9HL83F-9'

3/9G.0HF1/

4

GM.1FH9GGL-FE/8.0HF1/

4

G13EL83LEF -.3E/2

.GH

4

FGF3/8.0

4

9E/3K-1

*

^

+

7C9-

:

L3.3/9G.0>G3F00/

4

FG8F.GH

BFLE918/FG8F

%

!"#(

%

&<>

"

#"7##??

(

!"#(

(

?"+%!#%7

*

#!

+

)O&,;DO7VE9-89-

:

L3/G

4

5/3KGL-MFE13989-

:

L3/G

4

5/3K59EH1

*

^

+

7OGG.019I3KFBF5 Y9EAO8.HF-

6

9IR8/'

FG8F1

%

!""#

%

*!*

!

#

#"

!!#'!?!7

*

#%

+蔡玫%巩在武%刘新旺
7

多粒度语言计算及其在模糊决策中

的应用*

S

+

7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7

*

#@

+徐泽水
7

基于语言信息的决策理论与方法*

S

+

7

北京"科学

出版社%

!""+

"

#%'#@7

*

#?

+

X<&XnZU,)X S

%

SOXJnB,)D

%

;,XX,XOV7;F1/'

3.G3ILaa

6

0/G

4

L/13/83FE-1F31I9EHF8/1/9G-.A/G

4

*

^

+

7>,,,

JE.G19GVLaa

6

R

6

13F-1

%

!"#!

%

!"

!

#

#"

#"*'##*7

*

#(

+

P,>CL/'

:

/G

4

%

);O< B.

%

JOBZ b/'

k

/G7<

:

FE.39E1.GH

89-

:

.E/19G19IKF1/3.G3ILaa

6

0/G

4

L/13/83FE-1F31

*

^

+

7>,,,

JE.G19GVLaa

6

R

6

13F-1

%

!"#@

%

!!

!

%

#"

?$?'?+?7

'(

"

[907%?

"

B97#"

宁廷州等!基于
CPP

评价包装造型感性方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