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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念设计综合评价中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影响评价结果客观准确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权

中的确定方法有很多，大致可分成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组合赋权法。本文介绍了 QFD中用质

量屋确定权重的方法，并应用质量屋对新型坐便器坐垫概念设计阶段各评价指标确定权重，客观准确

地反映用户需求和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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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设计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产品设计过程的核心是四个阶段：产品需

求分析、概念设计、技术设计及详细设计 [1]。创新设计的关键阶段是概念设计。概念设计阶段是要

产生多个原理解，并进行综合评价选定一个或几个可行的原理解。因此，评价是概念设计的一个重

要环节 。 
一个新产品概念设计阶段的综合评价，是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为实现产品目标和满足约

束，制定技术、经济、安全、外观、环境和管理等方面的准则，由于各评价指标对总目标的重要程

度不同，还必须确定它们的权重。评价指标的确定和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影响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性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权重，它的基本性质决定其值为随机模糊数，且分配不是唯一的。权重的分配反映了各指标对
总目标的重要程度。目前关于权重的确定方法有数十种之多，这些方法根据计算权数的原始数据的

来源不同，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 [2，3]： 
（1）主观赋权法 原始数据主要由专家根据经验主观判断得到，其方法有专家调查法、二项系

数法、环比评分法、层次分析法（AHP）等，其共同特点是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是由专家根据自己的
经验和对实际问题的判断主观给出的。专家不同，得出的权重系数也不同。主观赋权法的主要缺点

是主观随意性较大，优点则是专家可以根据实际问题，合理的确定各指标权重系数之间的排序，不

至于出现指标系数与指标实际重要程度相悖的情况。 
（2）客观赋权法 原始数据来自于评价矩阵的实际数据，切断了权重系数主观性的来源，使系

数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其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熵值赋权法与均方差法。客观赋权法的缺点是

确定的权重系数有时与实际相悖，优点则是权重系数的客观性强，可有利的避免人在评价中的主观

片面性。 
（3）组合赋权法 由于主、客观赋权法各有优缺点，人们又提出的一种综合方法——组合赋权

法。组合赋权法又可分为线性加权组合法与乘法合成归一化法两类，但它们也不完善，乘法合成归

一法仅适用于指标分配较均匀的情况，线性赋权法确定的权数则不一定合理。 
本文介绍了 QFD 中用质量屋确定权重的方法，并应用质量屋对新型坐便器坐垫概念设计阶段

各评价指标确定权重，客观准确地反映用户需求和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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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 QFD 方法确定权重[4-7] 
 
2．1 QFD方法 

 
质量功能配置 QFD 是一种系统性的规划与决策方法，是将用户和市场对产品性能的要求转化

为设计要求、零部件特性、工艺要求、生产要求的多层次演绎分析方法。QFD的核心是质量屋（图
1所示）。传统的 QFD 方法有两种：瀑布式分解过程模型和 Akao模型。QFD 方法的实质是将质量
屋的顶部横排的条款解释为技术、经济、安全、外观、环境和管理等方面可执行的计划来满足对应

的需求。瀑布式分解过程是第一张表顶排的“技术措施”就变成了第二张表的“需求”，第二张表

中的顶排则变为更加具体的技术细节。就这样表格不断被派生出来，直至企业的每一部分均被落实

了有关的具体任务为止，用户的要求也就被布置到整个的企业中去了。Akao模型是根据具体产品、
行业选择适合的配置，将用户需求布置下去。 

在将用户需求逐步展开和转换的过程中，质量屋的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将用户需求通过质量

功能配置得到产品的各技术措施，二是用用户需求重要度和用户需求与技术措施之间的关系来推理

产品技术措施的权重。这样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各个要素的重要程度，为概念设计阶段的综合评价确

定了评价指标和指标的权重。 
对于新产品的概念设计，为要保证设计质量，将用户需求归类、提炼并转化为需求质量（CR），

从需求要素中抽取技术措施（DR）。将需求质量与技术措施构成质量屋，根据用户需求质量的重要
度（DI）和需求质量与技术措施的关系矩阵（PM），转化需求质量权重（RDW），确定技术措施权
重（W）。根据产品的构成，从技术措施出发，分析抽出要实现技术措施产品应具备的基本功能，以
及实现基本功能应具有的基本机构。同样做出技术措施与功能、功能与机构质量屋，将用户需求逐

步、综合地布置下去，同时确定了各个技术措施、功能、机构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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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质量屋的结构 

 
2．2 质量屋及其参数 

 

设有 m个需求质量（CR）和 n个相应的技术措施（DR），其中用户需求质量重要度 ：1)( ×= mid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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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第 i个需求质量重要度；关系矩阵 ： 为第 需求质量与第nmijRPM ×= )( ijR i j个技术措施间的相

关关系量化值；产品特性点 ： 为第 个需求质量产品特性点；水平提高率

：l 为第 个需求质量的水平提高率；需求质量绝对权重 ：dw 为的 i个

需求质量的绝对权重；需求质量相对权重 ：rw 为第 i个需求质量相对权重；技术

措施绝对权重 ：at 为第

1)( ×mip ip

(= rwRDW

=PI

j

i

1) ×mi

1) ×= mil(LI i

AT

i

at(

1)( ×= mDW idw i

i

nj ×= 1) j个技术措施绝对权重；技术措施相对权重W ：w

为第

n×= 1jw )( j

j个技术措施相对权重。以上各量之间有以下关系： 

il

dw

R

j

ii p × i

∑
=

m

i
i

1

)
1

ijirw × j

∑
=

n

j
j at

1

j

i d=

=i

m

i
j = ∑

=

=j at

dw

rw

at

w

×

i /

(

/

m

m

n

n

,...,2,1

,...,2,1

,...,2,1

,...,2,1

=

=

                       （1） =

dw   i                     （2） =

                     （3） 

                        （4） 

 

3．应用举例[8-11] 
目前广泛使用的坐便器坐垫并不卫生，容易引起皮肤疾病的传染，因此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尤其在大型宾馆、饭店、学校、医院等公共场合，人员复杂，如何保持坐便器坐垫的卫生至关

重要。普通坐便器坐垫卫生问题一般是通过定期消毒来保证的，这种方法并不十分理想。设计小组

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用户问卷调查，获取用户需求和希望，决定对普通坐便器坐垫进行改进设计，将

以一种随时都能保持卫生、安全可靠、操作方便、美观舒适、价格适中的新型坐便器坐垫提供给用

户，既满足用户需求，又可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新型坐便器坐垫的设计，实际上是一种新设计，首先应用 QFD 方法进行概念设计，同时确定

各级综合评价指标和指标权重。使设计指标和指标权重客观的反映用户需求的重要性。设计小组分

析、归纳、整理用户需求将其分成五大类即可靠性、性能、成本、使用和服务，确定用户需求重要

度，从用户需求抽取技术措施，建立需求质量与技术措施质量屋（表 1）。根据产品构成，建立技术
措施与功能（表 2）、功能与机构（表 3）质量屋。从用户重要度出发，根据关系矩阵从表 1中获得
技术措施权重，表 2获得功能权重。再根据功能权重，从表 3获得机构权重。这样将表 1中的用户
需求配置到机构中去。表 1—3中，采用以下值表示两个参数的相关程度： 
强相关   =5 
一般相关 =3 
弱相关   =1 
不相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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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户需求与技术措施质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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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率低 0 0 1 3 5 3 5 3 1 3 3 0 5 4.2 4 4.1 1 1.2 5.0 6.4

耐潮耐腐

蚀性 
1 1 0 0 5 3 3 3 3 

 
3 3 0 3 3.2 3 3.2 1.1 1 3.5 4.5

 
可

靠

性 
使用寿命 0 0 3 3 5 5 3 3 3 3 5 0 5 3.6 3.4 3.6 1.1 1.2 4.8 6.2
外型美观 5 5 3 1 0 3 0 3 5 1 0 0 1 4.0 3.7 4.2 1.1 1.2 5.2 6.7
卫生性好 3 3 0 0 5 3 5 3 3 3 1 0 1 4.7 3.2 4.7 1.5 1.5 10.

6 
13.7

自动化程

度高 
1 1 0 1 5 3 5 5 3 3 1 0 3 4.5 3.0 4.5 1.5 1.5 10.

1 
13.1

 
 
性

能 

舒适性好 3 3 1 1 5 3 3 1 3 5 3 0 3 3.7 3.2 4.0 1.3 1.5 7.2 9.4
价格适中 1 1 3 1 5 3 5 3 5 3 3 5 3 4.0 4.3 3.8 0.9 1 3.6 4.7成

本 节电 3 3 1 0 3 5 5 5 3 3 1 0 3 3.5 4.0 3.7 0.9 1 3.2 4.1
操作方便 1 1 1 3 3 3 5 3 5 3 1 0 3 3.8 3.7 4.0 1.1 1.2 5.0 6.5
使用安全 1 3 1 3 5 1 3 3 3 5 1 0 3 3.9 3.8 4.3 1.1 1.5 6.4 8.3

使

用 
通用性好 3 3 5 5 1 5 1 1 5 1 1 1 1 4.5 4.5 4.5 1 1.2 5.4 7.0
维修方便 1 1 3 1 3 3 3 3 5 3 3 0 1 3.2 3.2 3.4 1.1 1.2 4.2 5.5服

务 供货及时 0 0 3 1 1 5 3 3 5 1 3 5 1 3.0 3.0 3.0 1.0 1 3.0 3.9
技术措施权

重 
179 195 151 161 391 326 363 302356301 187 50 284

相对权重% 5.5 6.0 4.7 5.0 12 10 11 9.3 11 9.3 5.8 1.6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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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技术措施与功能质量屋 
 使用者

对能量

断续控

制 

提供能

量 
消耗能

量产生

运动 

产生旋

转运动

变 旋 转

运 动 为

特 定 曲

线运动 

变曲线

运动为

旋转运

动 

使 用

者 对

运 动

断 续

控制 

关联 权重

体积 3 1 5 5 5 5 3 3 5.5 
高度 3 1 5 5 3 3 3 3 6.0 
标准化程度 3 1 3 5 3 3 3 3 4.7 
可安装性 5 1 5 5 5 5 5 5 5.0 
保持清洁度 5 3 5 5 5 5 5 3 12 
可制造性能 1 1 1 1 3 3 3 5 10 
自动化程度 5 3 5 55 5 5 5 5 11 
电路形式 5 3 3 5 5 5 5 1 9.3 
对坐便器结构

影响 
5 3 5 5 3 3 5 3 11 

绝缘处理措施 3 3 3 3 1 1 3 1 9.3 
服务网点 3 1 1 1 1 1 3 1 5.8 
销售网点 0 0 0 0 0 0 0 0 1.6 
故障保证 3 3 3 3 3 3 3 1 8.8 
权重 371.8 211.2 364.6 392.6 350.6 350.6 391.8 277.4 
相对权重% 13.7 8.1 13.4 14.4 12.9 12.9 14.4 10.2 

 

 
表 3 功能与机构质量屋 
 驱 动 机

构 
减速机

构 
卷料机

构 
剪断机

构 
供料机

构 
控制机

构 
张 紧

机构 
权重

用户对能量断续控制 3 1 1 1 1 5 3 13.7
提供能量 5 3 3 1 3 5 0 8.1 
消耗能量产生运动 5 5 5 3 3 3 1 13.4
产生旋转运动 5 5 3 0 3 5 3 14.4
变旋转运动为特定曲

线运动 
3 3 5 3 5 3 3 12.9

变曲线运动为旋转运

动 
3 3 5 3 5 3 3 12.9

用户对运动断续控制 3 3 3 1 3 5 1 14.4
关联 3 3 3 3 3 3 3 10.2
权重 371.8 328.2 351 184.4 324.2 401.2 192.7 
相对权重%3 17.3 15.2 16.3 8.6 15.0 18.6 9.0 

 

 
4．结论 
 
综合评价是概念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关系到结果的客观准确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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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配置 QFD是一种系统性的规划与决策方法，本文应用 QFD方法中的质量屋确定概念设计综合
评价指标权重，客观准确地反映了用户需求和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并在实例中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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