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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家居设计中小家电已成为设计工作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高速发展，小家电的现状也发生改

变，其整体性能不断提高，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设计人员在小家电优化设计期间应该注重家电结构的

设计，必须保证小家电拥有良好的家电性能，发现家电性能与家电内部结构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设计人员应

该重视各类小家电结构的优化设计，还需要保证设计方式可以迎合当前用户的需求，从而借助小家电结构优化

设计，由此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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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home design of small home appliances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design work can not be ignored，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the status quo of small home appliances has also changed，its overall 

performance is constantly improved，can bring better experience for users. Designers in small home appliance 

optimization desig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home appliance structure，must ensure that small home 

appliance has good appliance performance，f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structure，the designe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s of all kinds of small home applianc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design，also need to ensure the 

design way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user，and with the aid of small home applianc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design，the resulting good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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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家电结构设计优化的方向 

小家电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结构设计

与优化在小家电中的应用分析日益受到行业重视，这不仅

关乎产品的美观与功能，更直接影响到用户体验和市场竞

争力。 

1.1 优化串联、并联等家电结构。 

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小家电设计需充分考虑不

同家庭的需求和空间布局，通过优化串联、并联等家电结构，

实现多功能集成与空间高效利用。例如，厨房中的多功能搅

拌机，通过行星轮系设计和灵活的联轴器配置，不仅提高了

搅拌效率，还实现了空间的紧凑布局。 

1.2 精确计算各项参数 

小家电的结构设计需精确计算各项参数，如传动功率、

转速、传动比等，以确保各部件之间的紧密配合与高效运行。 

1.3 信息化技术辅助设计 

同时，利用信息化技术辅助设计，简化设计流程，提高

设计精度，确保小家电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4 突破传统设计框架 

设计者需不断突破传统设计框架，采用新颖的设计思路

和方法，如平行设计、模块化设计等，以提高小家电的实用

性和美观性，平行设计通过输入输出的一对一对应，实现小

家电内部结构的紧凑与优化，提升整体性能。模块化设计则

便于产品的升级与维护，增强用户的使用体验。 

1.5 塑料件 

塑料件作为小家电的主要材料之一，其连接方式的合理

性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耐用性和装配效率，自攻螺钉链接法与

卡钩—扣位连接法各有优缺点，需根据具体需求灵活选择。

同时，还需关注塑料件之间的热胀冷缩现象，合理设计间隙

配合，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小家电结构设计优化的

最终目的是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因此，在设计过

程中需充分考虑用户的使用习惯、操作便捷性等因素，通过

人性化的设计细节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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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小家电中结构设计的作用 

2.1 功能实现与效率提升的核心驱动力 

在现代小家电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结构设计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功能实现的基础，更是提升产品效

率的关键驱动力。结构设计需深入考量产品的功能需求，通

过精准计算与科学布局，确保每一个组件都能发挥其最大效

用，从而实现产品的高效运行。这包括了对产品内部机械结

构、电子元件以及流体系统的精细规划，以实现能量的高效

转换与传递，减少能量损失，提高整体能效。同时，结构设

计还需关注产品的耐用性与稳定性，通过优化材料选择与加

工工艺，提升产品的抗疲劳性、抗冲击性以及环境适应性，

确保产品在不同使用场景下都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表现。这种

以功能为导向、以效率为追求的结构设计思路，是现代小家

电行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 

2.2 用户体验与人性化设计的关键所在 

随着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成

为了现代小家电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结构设计在这

一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产品外观与形态的

塑造者，更是用户体验与人性化设计的关键所在。通过深入

研究用户的使用习惯、心理需求以及审美偏好，结构设计能

够创造出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的操作界面与握持方式，减少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疲劳感与不适感。同时，结构设计还需

关注产品的易用性与可维护性，通过合理的布局与标识设计，

使用户能够轻松上手，快速掌握产品的使用方法，并在产品

出现故障时能够方便地进行维修与更换。此外，结构设计还

需注重产品的环保性与可持续性，通过选用环保材料、减少

资源消耗以及提高产品的可回收性，为用户营造更加绿色、

健康的生活环境。 

2.3 安全性与可靠性的坚实保障 

在现代小家电领域，安全性与可靠性是产品设计中的首

要原则。结构设计作为产品安全性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结构设计能够确保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具备足够的强度、

刚度与稳定性，以抵御各种外力的冲击与破坏。同时，结构

设计还需充分考虑产品的电气安全、防火安全以及防触电等

安全因素，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绝缘处理以及安全防护措

施，为用户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此外，结构设计

还需关注产品的耐久性与可靠性，通过选用高质量的材料、

优化生产工艺以及加强质量控制，确保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能

够长期稳定地运行，减少故障发生的概率，提高产品的使用

寿命。这种以安全性与可靠性为目标的结构设计理念，是现

代小家电行业赢得消费者信任与认可的重要保障[2]。 

3.并联与串联的小家电结构优化设计 

3.1 并联的结构优化设计 

两个或多个基本结构并列布置，称为结构并联式组合。

每个基本结构具有各自的输入构件，而共有一个输出构件，

我们称为 A 型关联，或者各个结构有共同的输入构件，但

却有各自的输出构件，称为 B 型并联。小家电结构如果采

用并联的方式，应该确定设计要点，并联是小家电结构组合

结构设计的主要内容，在相应工作进行期间应该确定不同小

家电结构，需要选择适应的输入构件以及输出构件。在相应

工作进行阶段，应该围绕输入与输出构件合理考量家电结构

的设计要点，在保证家电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

设计内容的合理性，输出构件的设计师便是在此原则下进行，

将其设置为共用性，而输入构件会带有一定的差异性。并联

式组合家电结构在设计期间考量家电应用需求，将其布置为

通用性输入构件、不同的家电输出构件。尤其在环境类产品

如风扇、净化器、取暖器等的设计中，并联结构的应用尤为

广泛。以下是对这些产品并联结构优化设计的详细阐述： 

并联结构在风扇设计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多风轮布局

上，通过并联多个风轮，风扇能够产生更大的风量和更均匀

的风流分布，提升整体送风效率。同时，这种设计还能有效

降低噪音，因为风轮间的气流相互补充，减少了紊流和涡流

现象。取暖器中的并联结构设计主要体现在加热元件的布局

上，通过并联多个加热元件，取暖器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

温，并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同时，并联结构还有助于实现

温度的分区控制，满足不同区域对温度的不同需求，提高取

暖的舒适性和节能性。 

3.2 串联的结构优化设计 

串联式结构组合是由两个以上的基本结构依次串联而

成的，前一结构的输出构件和输出运动为后一结构的输入构

件和输入运动，从而成为得到满足工作要求的结构。串联式

组合家电结构在小家电设计期间，其与并联式组合家电结构

设计的重点不同，核心在按照特定次序完成两个或更多家电

结构的串联工作。选择串联式家电模式对家电进行结构设

计，需要综合优化小家电中输出构件与输入构件，还应该保

证串联式结构可以满足其使用性能，选择串联式的设计优化

小家电设计，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灵活设置小家电结构。比

如，加湿器本身并不常采用复杂的串联结构，但我们可以考

虑一种结合了水质净化功能的加湿器。在这种设计中，加湿

器的水源首先通过一个小型的水质净化模块进行过滤，去除

杂质和异味后，再进入加湿系统进行雾化，确保释放到空气

中的水雾更加纯净。小家电设计需要拥有新颖的思路，同时

应保证家用电器的功能可以满足用户需求，在设计小家电结

构期间应该在对偶原理下将其作为家电设计的思想，还应该

在齿轮传动优化设计期间，拟定传递功率、主轴速度和传动

比相应参数之间的关系，分析相关参数对小家电运行效果产

生的影响，顾虑相关参数进行小家电设计。设计人员需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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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部分非线性设计问题，思考方案的优化方向以及要点，从

而可以灵活转化线性约束。在家电设计期间有必要选择家电

结构强度，同时应该关注家电结构中对偶关系的简化，通过

相应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小家电结构设计的合理性，让经过

优化设计的家电结构可以拥有良好的运行效果，同时还能简

化小家电结构，控制小家电设计、制造所用的工作周期，提

高相应工作的整体效益[3]。 

4.结构设计优化应用的要点 

4.1 创新家电零件结构 

在家电产品的结构设计优化过程中，创新家电零件结构

并融入精益设计思想，是提升产品性能、降低成本、增强用

户体验的关键要点。这一策略不仅要求设计师具备前瞻性的

创新思维，还需深入理解精益生产的核心理念，即最大化价

值、消除浪费、持续改进。首先，创新家电零件结构是打破

传统设计局限、引领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传统零件设计往

往侧重于功能的实现，而忽视了材料、工艺、成本及用户体

验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创新设计中，设计师应勇于突破

常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优化零件形状、尺寸和连接方

式，以实现更轻的重量、更强的结构强度、更低的能耗和更

长的使用寿命。同时，还应注重零件的模块化、标准化设计，

以便于生产、维护和升级，提高产品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融入精益设计思想，则是将创新设计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

关键，精益设计强调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生产过程中的各

种因素，如工艺流程、设备能力、人员技能等，以确保设计

方案的可行性和经济性。通过精益设计，可以消除设计中的

冗余和浪费，如不必要的材料使用、复杂的加工工序和过高

的制造成本等。此外，精益设计还注重持续改进和反馈机制，

鼓励设计师与生产人员、销售人员及用户保持密切沟通，及

时收集并处理反馈信息，不断优化设计方案，提升产品质量

和市场竞争力。在具体实施时，创新家电零件结构与精益设

计的结合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确保

设计的产品能够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和期望；二是注重成本

效益分析，确保设计方案在经济上可行且具有一定的市场竞

争力；三是强化团队协作和跨部门沟通，确保设计、生产、

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顺畅衔接；四是持续学习和创新，紧跟行

业发展趋势和技术进步，不断引入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4.2 运用平行设计方式 

在结构设计优化领域，运用平行设计方式并融入精益设

计思维，是提升环境类产品设计效能与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平行设计强调同步考虑产品的功能、结构、材料及工艺等多

个方面，确保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与最优配置。而精益设

计则致力于消除浪费，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推动环境类产品的创新发展。以空气净化器为例，运用

平行设计方式时，设计师会同时考虑滤芯的过滤效率、风道

的流体力学优化、外壳材料的环保性与耐用性，以及生产工

艺的简化与自动化。这种全方位的设计策略确保了产品在净

化效果、能效比、用户体验及生产成本上的全面优化。在此

基础上，精益设计的加入进一步推动了设计的精细化与高效

化。通过对生产流程的细致分析，识别并消除非增值环节，

如过度加工、库存积压等，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

精益设计还鼓励持续改进，通过收集用户反馈、市场数据等，

不断优化产品设计，以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再如智能

加湿器，其设计也需融合平行设计与精益设计。平行设计确

保加湿效果、智能控制、外观设计及材料选择等方面的均衡

与卓越；而精益设计则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减少能耗与浪费，

提升产品的性价比与市场竞争力。两者结合，为环境类产品

的结构设计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4]。 

结语： 

小家电在优化设计期间，应该从用户实际需求进行考

量，还应该了解小家电的功能与内部结构，在设计期间将重

点集中在结构设计，而结构设计优化的措施与途径需要锁定

小家电设计方案，从源头处实现对小家电优化设计的全程定

位，采用合理的方式提高小家电的运行水平。在小家电优化

设计期间，应该确定小家电设计方式，不断地总结工作经验，

在家电结构优化设计同时，保证小家电的综合性能不会受到

影响，还能按照大众需求得以提升，由此通过小家电优化设

计为用户带来良好的家电使用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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