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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QFD 的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设计研究 

李永锋，徐育文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 221116） 

摘要：目的 将老年人需求作为设计的唯一依据，使设计出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APP）用户界面充分

体现老年人需求。方法 基于质量功能展开（QFD）原理，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的特

殊性进行分析，并收集老年人对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的需求信息，将这些需求信息转化为 APP 设计

要求，确定用户需求与设计要求之间的关系，计算设计要求重要度以突出关键设计要求。结论 依据

QFD 进行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设计，一方面可以提高老年人对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的满

意度，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设计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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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QFD-based Elderly Smart Phone APP User Interface 

LI Yong-feng, XU Yu-we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elderly′s needs are taken as the only guide for designing the elderly′s smart phone Application(APP) user 

interface which reflects all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QFD), the specifics of the elderly 

were analyzed when using smart phone APP user interface. At the same time, demands of the elderly for smart phone APP user 

interface were collec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requirements on APP desig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ser demands and design 

requirement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requirements was worked out so as to highlight the key require-

ments on design.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QFD, the design of elderly′s smart phone APP interfac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sa-

tisfaction of elderly, but also upgrade the efficiency in APP interf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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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已进入国际标

准的老龄化社会[1]。老龄化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

注，在设计领域表现为重视有关老年人的产品设计。

从智能手机应用软件（APP）用户界面发展现状来看，

针对老年人的设计相对滞后[2]，很多 APP 用户界面

在细节上没有很好地体现老年人的需求。运用质量

功能展开（QFD）直接将用户需求转化为设计要求，

突出设计重点，合理配置设计资源[3]，以设计出满足

老年人需求的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 

1  QFD 的原理及其应用 

 QFD 是客户需求驱动的产品设计与研发方法，

将用户需求融入到设计的每一个细节[4]。QFD 中起

关键作用的是质量屋矩阵,它是由客户需求和工程特

性构成的关系矩阵[5]。在软件开发[6]、服务设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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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8]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这些领域的共同点

均是以用户为中心，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满意

度。智能手机 APP 是为特定人群设计的，同样需要

秉承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体现用户需求。在

目前的智能手机 APP 开发领域，很多产品没有充分

体现出用户需求，在设计上更需要一种直接以用户

需求驱动的设计方法。APP 设计要求与 QFD 属性对

应关系模型见图 1，从中可以看出，QFD 可以完美

地运用于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设计中。 

  

图 1  APP 设计要求与 QFD 属性对应关系模型 

Fig.1 Model of correlation between APP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QFD characteristics 

2  基于 QFD 的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  

   面设计方法 

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是人与智能手机交互的

窗口，帮助用户进行高效、愉悦的人机交互。基于

QFD 的 APP 用户界面设计主要步骤见图 2，运用 QFD

时，需分析老年群体特殊性，将老年人需求贯穿于

设计的始终。 

 

图 2  基于 QFD 的 APP 用户界面设计主要步骤    

Fig.2 Main steps of APP user interface design based on QFD 

2.1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APP 的特殊性分析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减

少，在生活上和情感上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怀。智能手

机以其强大功能，满足了人们对于便捷沟通的需求，

也为人们处理日常事务提供了帮助。但老年人认知能

力下降，过于复杂的用户界面并不适合他们，一味地

追求界面简化而略去重要的功能，也不适于老年人使

用。界面设计中，错误的、不足的或冗余的设计都会

降低用户满意度[9]，只有紧扣老年人需求，才能设计

出优秀的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 

2.2  老年人对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的需求分析 

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应根据老年人

需求进行设计。在需求调研中，老年人直接提到的

需求，一般为显性需求，是老年人明确要求产品应

具有的属性，老年人没有表达出的需求为隐性需求。

APP 的显性需求影响隐性需求的实现，例如满足老

年人对快速导航的需求能增加 APP 的易用性，满足

老年人对良好信息输入的需求，能增加 APP 的可用

性，因此老年人隐性需求的满足可以通过显性的方

式进行可视化表达[10]。 

2.3  将需求信息转化为设计要求 

为落实老年人需求并评估设计进度，需要将老年

人需求转化为设计要求，采用 KJ 法整理出用户需求和

设计要求。KJ 法也称亲和图法，是将调研数据或参与

者定性的想法或意见，按其相互间的相似性进行整理

归类，使问题明确化，并使参与者意见统一的方法[11]。

KJ 法方便集中众人智慧，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 

2.4  确定设计要求目标 

    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设计的总体目标是要提

高 APP 可用性，为老年人生活带来便利；同时需要

提高 APP 的易用性，降低老年人认知难度，方便老

年人操作。为规范设计要求，需结合 QFD 原理及老

年人的需求，确定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各设计要

求所对应的目标，引导设计师完成设计要求。例如

在布局设计中，涉及到图标及功能模块的布局以及

图片、文本布局，由于手机界面尺寸范围小，涉及

到的界面元素较多，因此布局设计的目标是界面元

素易于辨识及操控，可读性强。 

2.5  确定设计要求与用户需求关系 

设计要求是根据用户需求制定，因此两者必然

存在相关关系。为了让结果更精确，将确定二级用

户需求与二级设计要求相关关系。在运用质量屋矩

阵时，可采用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的强弱关系，符

号“●”表示“ 强”相关，取值为 9；符号“○”

表示 “中”相关，取值为 5；符号“△”表示 “弱”

相关，取值为 1；空格表示无相关关系[12]。 

2.6  确定关键设计要求 

QFD 的优势即能突出关键设计要求，并结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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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求目标开展设计，确定设计要求重要度的计算

方法为：设 Ki 为第 i 个老年人需求重要度值，第 i
个老年人需求与第 j 个设计要求之间的关系度值为

Rij，则第 j 个设计要求重要度为： 

 
-1

( 1, 2, 3, , )
n

i
j i ij j mH K R                   （1） 

根据 Hj 值对设计要求进行重要度排序，确定关

键设计要求。 

3  案例研究 

智能手机 APP 中，无论是影音娱乐类 APP、阅读

类 APP 还是社交类 APP，其用户界面对老年人的困惑

都是相似的。本案例基于 QFD，对 30 名来自中国不同

地区、年龄在 60～70 周岁的老年人需求进行调研，挖

掘老年人对各类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的共性需求，

并将之体现在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设计上。 

3.1  确定老年人需求 

设计师只有了解需求，设计出的产品才能被用户

接受[13]，在对中国不同区域老年人需求的调研中，初

次采集的信息很多是笼统的、模糊的，无法直接转化

为设计要求，运用 KJ 法挖掘老年人对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需求方法示例见图 3。以用户需求 C1 的由来

为例，展示 KJ 法原理，以得到表达精确、分类清楚的

需求信息。图 3 从左至右为小组、中组和大组；小组

阶段对调研数据中零散、重复的信息进行精炼，用户

要表达的核心即对 C11“界面元素美观”的需求；中组

阶段，C11，C12，C13 不再相互重复，但其属性相似，

可汇总为用户对 C1“合理的视觉感受”的追求；C1 与

C2，C3，C4 相互独立，共同构成一级用户需求。同理，

可得到 C2，C3，C4 的演变过程。 

 

图 3  运用 KJ 法挖掘老年人对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需求方

法示例 

Fig.3 The example of how to explore the elderly's demands for 
smart phone APP user interface with KJ 

老年人需求权重 K 是通过对老年人调研结合专

家意见得以确定，其值与影响老年人满意的程度成

正比，K 越大，表示对应的用户需求越能影响老年人

的满意度，经计算后得到老年人需求 K 值，用户需

求层级及二级用户需求权重见表 1。 

表 1  用户需求层级及二级用户需求权重 
Tab.1 Hierarchy of user demands and secondary user de-

mands weights 

一级用
户需求

二级用户需求 
二级用户需

求权重 K 

C1 合理
的视觉

感受 

C11 界面元素美观 0.046 

C12 界面元素易理解 0.207 

C2 高效
的信息

架构 

C21 容易查找相关信息 0.195 

C22 不需要太多记忆参与 0.189 

C3 多通
道界面

交互 

C31 可用视觉听觉接收信息 0.096 

C32 可用语言触觉输入信息 0.101 

C4 多形
式操作

反馈 

C41 以文字图片或动画进行反馈 0.025 

C42 通过听觉触觉感知操作情况 0.039 

 
表 1 在两个维度展现出中国老年人的独特性：

从需求维度上看，中国老年人比较关注视觉感受、

信息架构、界面交互及操作反馈；从需求的重要性

维度上看，“高效的信息架构”排在首位，其次为“合

理的视觉感受”、“多通道界面交互”和“多形式操

作反馈”，之所以形成这些需求，原因在于中国老年

人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和便利性，消费理性强；实用

性表现在高效的信息架构，便利性表现在合理的界

面交互及界面反馈，同时，界面在设计时需兼顾审

美需求，使界面不仅美，而且符合中国老年人的使

用习惯，消除他们对科技产品的陌生感[14]。 

3.2  确定设计要求和设计要求目标 

设计要求是根据用户需求转化得出的，需根据

QFD 原理，结合 KJ 法将用户需求转化为可进行可视

化表达的设计要求，并对这些设计要求进行落实，

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例如，“D2 视觉设计”是根据

“C1 合理的视觉感受”推导而来，老年人对界面的

识别性受界面中色彩的强弱对比影响，界面中相邻

模块色彩越接近，老年人识别越困难，反之则容易

识别，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视觉神经退化，导致色彩

辨识能力降低的缘故[15]；在一级设计要求 D2 的基础

上，细分出“D21 界面元素配色设计”，其主要功能

是引导设计师进行详细的色彩强弱对比设计，以提



98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7 月 

高老年人对 APP 用户界面的辨识度。为引导设计要

求的执行，还需确定设计要求目标，设计要求及其

对应的设计目标见表 2。 

表 2  设计要求及其对应的设计目标 
Tab.2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corresponding design targets 

一级设

计要求 
二级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目标 

D1 布局

设计 

D 11 图标及功能模

块的布局设计 
DT11 易于辨识及操控 

D 12 图片及文本布

局设计 
DT12 可读性强 

D2 视觉

设计 

D21 界面元素配色

设计 
DT21 色彩、风格一致 

D22 亮度设计 DT22 亮度智能调节 

D23 图标设计 
DT23 拟物化图标，方便认

知 

D24 功能模块设计 
DT24 功能模块简约，尺寸

合理 

D25 字体设计 DT25 调节字体尺寸及字型

D3 信息

架构

设计 

D31 导航设计 DT31 层级合理，高效精简

D32 菜单设计 DT32 极简直观，方便操作

D33 标签栏设计 DT33 灵活精致，切换方便

D4 信息

通道

设计 

D41 信息输出设计 DT41 试听多通道输出 

D42 信息输入设计 DT42 声音和触控结合输入

D5 操作

反馈

设计 

D51 视觉元素反馈

设计 
DT51 文字或动画反馈及时 

D52 语音反馈设计 DT5 语音反馈及时清晰 

3.3  用户需求与设计要求关系确定 

确定用户需求与设计要求相关关系，需要深入

理解用户界面交互逻辑。APP 设计要求与用户需求

关系矩阵见表 3。矩阵中的强相关相对容易界定，如

C21“容易查找相关信息”与 D31“导航设计”；弱相

关需深入理解用户界面交互逻辑，如 C31“可用视觉

听觉接收信息”与 D24“功能模块设计”，用户可凭

借功能模块选择是视觉还是语音接收信息。C41“以

文字图片或动画进行反馈”与 D24“功能模块设计”

无相关关系，操作反馈是事前设置并自动进行的，

不需要临时进行设置。 

表 3  APP 设计要求与用户需求关系矩阵 
Tab.3 Relation matrix of APP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user 

demands 

用户需求 D1 D2 D3 D4 D5 

一级

需求

二级

需求
D11 D12 D21 D22 D23 D24 D25 D31 D32 D33 D41 D42 D51 D52

C1

C11 ○ ○ ● △ ○ ○ △ △ ○ △ △ △ △

C12 ● ○  △ △ △ △ △ △

C2

C21 △ △ △ ○ △  ● ○ ○ △

C22 △ △ △ △  ● ● ○ △

C3

C31 △ △ △ △ ○  △  ● ○

C32 △ ○  △  ●

C4

C41 △ △ △  ●  △  ●

C42 △ △    △  ●

注：●为“强”相关，取值为 9；○为“中”相关，取值为 5；

△为“弱”相关，取值为 1；空格表示无相关关系 

3.4  确定关键设计要求 

Hj 为设计要求重要度，由公式（1）得出，APP

用户界面设计要求的重要度排序见表 4，根据设计要

求的重要度 Hj 排序确定关键设计要求。其中，前 3

位分别是 D31“导航设计”、D32“菜单设计”与 D23

“图标设计”。 

 运用 QFD 设计的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

高保真原型见图 4，图 4a 为界面导航设计，考虑到

老年人的认知特点，导航作为关键的设计要求予以

设计；一个简洁高效的导航设计，更方便信息查找，

降低操作深度，引导老年人实现正确操作。图 4b 为

联系人菜单设计，菜单设计注重重要选项的可视化，

降低老年人选择判断的难度，增加界面的易用性。

图 4c 为图标设计，中国不同地域的老年人文化水平

不同，其认知能力不同[16]，因此对文字和符号的识

别存在差异，对图标采用浅显易懂的设计手法，其

目的是兼顾中国不同地域不同认知水平的老年人需

要，改善老年人用户体验。 

 同理，还可以分析出其他二级设计要求以及 D1“布

局设计”、D2“视觉设计”、D3“信息架构设计”等

一级设计要求，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把握关键设计要 

表 4  APP 用户界面设计要求的重要度排序 
Tab.4 Sort of design requirements weights of APP user interface 

设计要求 

（D） 
D11 D12 D21 D22 D23 D24 D25 D31 D32 D33 D41 D42 D51 D52 

设计要求的重要度
（Hj） 

0.458 0.735 0.730 0.401 3.257 1.846 1.256 3.709 3.374 2.170 1.501 1.162 0.958 0.351

Hj 排序 12 10 11 13 3 5 7 1 2 4 6 8 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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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导航                b 菜单             c 图标 

图 4  运用 QFD 设计的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高保真

原型 

Fig.4 Hi-Fi prototype of the elderly's smart phone APP user in-
terface with the method of QFD 

求，从源头上保证老年人需求在智能手机 APP 用户

界面设计中得以充分体现。 

4  结语 

这里对 QFD 原理和 APP 设计要求对应关系进行

了深入分析，结合当今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设计领

域遇到的问题，提出将 QFD 运用到智能手机 APP 用

户界面设计领域，以突出重点设计要求，提高老年

人对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的满意度。基于 QFD 的

老年人智能手机 APP 用户界面设计，整个设计流程

都体现出对老年人需求的满足，体现出 APP 用户界

面设计对老年人的特殊关怀。后续研究将整合 Kano，

SWOT，TRIZ 等方法，对 QFD 框架进行进一步拓展，

以充分发挥 QFD 在设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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