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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电子设备工艺设计在新时代通过科技与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进步，并得到广泛使用，比如应用电子技术中

的电子计算机、程控系统与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等，还包括固定

资产类的微波炉、洗衣机、传真机与打印机等，这些电子设备的

工艺设计通过不断的应用与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如何在新时期提升电子设备的工艺设计品质，并促进其长远发

展，是相关工艺设计从业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1 工艺设计概述
工艺设计指的是工艺装备设计与工艺规程设计的总称，其包

含内容较多，比如图案设计、工业设计、数控加工工艺设计、摆件

设计与电子设备工艺设计等，不同行业的工艺设计内容以及程

序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一般形式的工艺设计流程大致为：首先确

定工艺路线，其次选择表面加工方法，然后划分加工阶段，最后

确定工艺设备与机床设备。

2 电子设备工艺设计重要性
新时期各式电子设备如雨后春笋，同种设备生产企业的竞争

加剧，为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及满足不同客户对电子设备的不

同需求，提升对电子设备的工艺设计品质已经势在必行。通过对电

子设备的不断优化与个性化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消费

者的需求，使企业在日渐焦灼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其次，企

业通过对电子设备不同形式的工艺设计试验，能够不断提升企业

设计人员的创新理念，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3 电子设备工艺设计的要点
不同电子设备的工艺设计内容以及要求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在此不能完全论述，挑选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论

述，大致包括：电子设备结构总体布局、人机关系处理、电子设备

色彩处理、面板设计。以下进行详细阐述：

3.1 电子设备总体布局
3.1.1 分单元布局合理
在进行电子设备的总体布局时，需按照整套设备的顺序进行

各组成单元的排列，且需保证各单元之间不能互相影响或者影响

最小，其次还要保证各单元之间的连线合理。设计人员应为电子

设备内部单元留出足够的空间去安排布线，注意在线束连接过程

中避免损伤。

3.1.2 重量均衡
总体布局注重整体重量的均衡分布，保证电子设备的重心处

于最低位置，且设备的总体尺寸与分单元的尺寸较为合理与协

调，符合市场的需求。

3.1.3 布局协调
电子设备内的机械系统与电路系统配合较为协调，比如伺

服、控制、显示指示与调谐等是机电结合较为紧密的系统，在进

行总体布局时需要给予格外重视。注重组件的散热性，便于故障

发生时进行观察测试并快速的解决问题[1]。
3.1.4 统筹安排
电路系统中的一些机械零部件或者电路元件，比如继电器、

可变电感器、可变电容器等，存在着与其他元器件不协调的问

题，因此在进行总体布局时需要重点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把控制

系统与相关电路布置在同一单元，以便于操作。

3.1.5 布线设计
在进行布线设计时需综合考虑其长远发展，因布线出现问题

时较难排查，且容易对电子设备的性能产生影响，不利于电子设

备的可持续使用。设计人员在布线设计时，可以尽量缩短地线与

地预案线长度的同时加宽其线条，还应保证电子接地、模拟电路

接地、输入输出线接地与防护接地等安全接地措施。此外，需合

理规划强弱信号之间的距离，避免因信号之间的相互影响造成

的电路故障[2]。

3.2 人机关系处理
电子设备需要人来进行操作实现其预期的工作，人与机器的

协调关系直接关系着电子设备的工作效率，要实现人际关系的

和谐，需要电子设备控制台的合理设计来实现。

3.2.1 实现人机和谐
要通过电子设备控制台实现人机关系的和谐有效化，应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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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类工程学，综合考虑人体特征、视觉特征、人的视觉习惯与

视距、手的运动特征，手、眼、与控制台的关系以等因素。

3.2.2 确定最佳操作区
确定控制台上控制器的位置，确定人的最佳操作区，可通过

综合考虑眼视觉特征与手活动范围确定；将操作键盘、打印机、

录像机等设备配置在最佳控制区；为便于扩容、维修、运输，可采

取分离式设计，实现控制台前后门、台面板、盖板、侧板的可拆卸。

3.3 电子设备色彩处理
色彩是电子设备外观重要的表现形式，直接关系到客户与电

子设备的协调性以及客户对电子设备的喜爱程度，适度的色彩

处理，能够让使用者产生轻快与舒适感，以下就黑、白、浅灰色或

者浅驼色几种色彩进行简单论述：

3.3.1 白 色
白色象征光明，有着朴素、畅快、明亮的特征，给人扩张、有前

倾与轻盈的感觉，可在白色背景上点缀蓝色字体，用在深色调的

电子设备上，给人明快与亲切的感觉，很多家用电器多有用到。

3.3.2 黑 色
黑色属于五彩之色，与灰色进行调和，能够有耐脏、大方、庄

重、安详等特点，给人以朴实静柔之感，在黑色背景基础上，搭配

白色字体，应用于浅色调的显控设备面板，能够相互映衬，给人

以活泼之感。

3.3.3 浅灰色或者浅驼色
浅灰色与浅驼色属于含灰的隐艳色，在黑色与白色之间，适

用于中大型电子设备控制台的控制面板，与深色调、白色调的显

控设备配搭能够有素养、明快与柔和的感觉。

3.4 面板设计
3.4.1 元器件的选择
电子设备面板设计效果与元器件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关系，元

器件一般用于开关、接插、记录、指示、调节、发令等，从现阶段的

市场审美来说，在保证质量与功能的前提下，一般选用质量好、

色彩理想、维修方便、易于安装、美观大方与轻质小巧的元器件。

3.4.2 文字选择
现阶段文字种类较多，书写方法不一，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有

一定的差异性，使用在电子设备面板上的字体可选用等线体或

者仿宋体，这两种字体较为清晰且使用广泛；电子设备型号所用

的英文字母或者汉子拼音，可选用罗马体，为了美观，也可适当

变形、加粗或者拉长处理，电子设备若是面向年轻群体，也可使

用装饰性的美术字体，如此开稍显活泼。需要注意的是，文字的

选用需与面板以及电子设备的整体较为搭配[3]。
3.4.3 按钮造型设计
不同的控制面板有着不同的操作方式，造成人们对按钮的接

触方式也有着不同。针对按钮的形体设计与选择，应适合指型形

体，并能提示客户操作方向，有级调节的力矩相比于无极调节来

说较大，因此应当在其按钮表面增添装饰纹。需要注意的是，面

板按钮造型设计，在满足基本功能之后，再进行造型艺术的设

计，不可颠倒主次关系。

3.4.4 陈示与控制位置
按照次序来使用的陈示与控制，一般会按照从左到右与从上

到下的顺序来排列，成排的陈示与控制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的次序设计，在中型与大型电子设备中，有很多的陈示与控制，

应将两者准确对应以避免认读误差，比如保险装置、微调电位器

与电源分机指示灯皆应相互对应。而当陈示与许多结合型的控

制在统一面板时，一般会选择将其安置在面板的左面或者上方，

而用于控制作用的调节元件与发令元件，多选择安置在面板的

下边或者右边，且相互对应。

3.4.5 大型设备的陈示与控制
很多大型电子设备的操作台与控制台面板较大，需要综合考

虑的因素更多，最重要的一点是面板上各种元器件的布局，应满

足操作员双手工作量均衡。在功能、工艺、结构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将频繁调节、连续调节、高精度调节按钮设置在右边，满足大

部分人的习惯，相对简单易操作的控制，没有特别的要求。多控

制键的区域，应在各控制键之间留下足够的空间，避免在操作时

误操作其他控制键。造型设计方面与平面构图有效结合，突出美

感、逻辑性与条理性即可。

3.4.6 面板色彩选择
面板色彩以中性色调与冷色调为主，之所以选择这两种色

调，一方面与客户视力、视觉与使用环境有关，另一方面是面板

上元器件的色调较为多样，在这种状况复杂的面板环境中，必须

要有一种色彩来对各种色彩进行调和，中性色调与冷色调能够

满足这种需求，使得整个画面较为统一与和谐[4]。
3.4.7 文字与数字
面板上文字与数字色彩、粗细、宽窄、大小以及形状对用户认

读误差与辨认效率有着很大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主排列采用直

线较为容易认读，字体粗细与高度比例以 1:6~1:8较为适宜。通
过调查显示，高窄字型比扁平字型更受欢迎，字体宽高比例可选

择 1:2、1:3、2:3、2:4这几种，应根据面板与电子设备的实际情况
进行选择；数字排列从左到右排列更符合人们的审美与认读习惯。

4 结 语
综上所述，电子设备的工艺设计是电子设备研制过程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其品质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电子设备的稳定性与

可靠性等相关方面品质，并非只是做个外壳而已，需要考虑电子

设备的全部情况，作出针对性的工艺设计，进而提升电子设备的

市场竞争力。要实现电子设备工艺设计的合理化，提升其竞争

性，需要相关设计人员对现阶段的电子设备进行深入的研究以

及总结归纳，以此来把握市场趋势，不断调整工艺设计内容以及

方向，使之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各式人群的各式需求，进而促进

自身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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