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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设计奖项获奖案例中的优秀设计知识的有效重用，对获奖案例中的设计知识类别和表示方式进行研究。通过分

析设计奖项获奖案例中的设计知识内涵；引入本体概念，根据本体的四元组模型构建获奖案例中设计知识的本体结构。以中

国设计智造大奖（DIA）中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例为例，通过语言逻辑学、语义研究等方法对获奖案例的设计知识进行

概念、本体属性、概念关系的描述和定义，从而搭建设计奖项知识（DAK）模型，并借助 OWL 语言和知识图谱等方式实现智慧

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例中设计知识的语义表示。提出一种基于本体的设计奖项获奖案例知识模型，为设计奖项中的优秀设

计知识储存、管理、重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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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design knowledge for design excellence in design awards and constructs the design

knowledge ontology structure in design excellence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ontology, thus building an ontology-based design

knowledge modeling for design excellence in design awards. After the theoretical study, taking the Intelligent City Services Platform

in Design Intelligence Award (DI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oncepts, attributes and relations through linguistic logic

and semantic research, so as to build the Design Award Knowledge (DAK) model. With the help of knowledge mapping,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of DAK in the Intelligent City Services Platform categor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torage, management, and reuse of 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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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设计师对传统设计实

践能力之外的新的设计知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设计

奖项获奖案例中沉淀的优秀设计知识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以案例为中心的设计奖项知识成为设计师规避失

败和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能帮助设计师提高

设计能力促进设计启发，保持良好的设计能力 [1]。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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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今设计奖项平台对获奖案例的展示大多以图文显

示，未充分考虑设计知识的管理和重用需求，使现有的

设计知识表达结果无法直接、有效、快捷地被设计师获

取进行知识重用。因此，本文借助本体概念进行领域

知识体系的模型框架建设和定义，分析获奖案例的设

计知识内涵，提出基于本体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建模

方法，从而对领域知识进行规范化表示，以支持获奖案

例中的设计知识储存、管理和重用，帮助设计师更有效

地提升学习效率，使知识变得更加结构化，以“块”的思

维快速检索知识，以对当今面临的复杂世界和各种不

明确的设计问题作出反映。

一、设计奖项中的设计知识

（一）设计过程与设计思维

古今中外，设计知识一直是各学者重要的设计研

究对象。Owen[2]认为设计知识是从设计教育和工作经

验中总结和积累而来的信息；Van[3]认为能够产生设计

（方案）的知识，都可以称为设计知识；Chandrasegaran

等 [4]认为设计知识是设计过程的各个阶段生成和使用

的知识；谭建荣等 [5]认为对产品设计而言，设计知识是

指产品设计与决策中各种信息的总和；傅柱等 [6]认为

设计过程知识是产品设计过程中所涉及的动态知识总

和。这些学者更多地从设计过程的角度对设计知识进

行分析。不可否认，知识无法与行动相脱离 [7]，但是设

计知识并非一般的科学知识（典型的有数学、物理这样

的科学知识），它不是解答已知的东西，人们应该做什

么，而是解答对于未来的东西，人们可以做什么。正如

Simon 在《人工科学》中提到设计知识代表创新，是综

合各种知识改造世界 [8]。因此，仅从设计过程角度分

析设计知识，显然无法有效体现设计的创新性，设计师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受到设计思维的批判与指引从

而不断改进，获得启发，最终形成设计创新成果。

Frayling 提出“Research on Design”“Research for

Design”“Research Through Design”的设计研究概念，

赵江洪等[9]指出其中的 Research on Design是设计研究

最核心的研究范式，是设计本体研究，目的是构建设计

过程模型和设计思维模型。《Design Studies》虽然只刊登

设计过程的研究论文，但Cross仍坚持对设计师如何工

作和思考的研究可以为设计过程建立适当的结构 [10]。

的确设计作为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只关注设计过程

可能会忽视设计在不确定条件下创造各种新事物的可

能性；而只研究设计思维则容易踏进形而上学的空想

陷阱，设计易与实际脱轨。借用杜威关于行动与原则

的观点，本文认为设计研究是不断穿梭于设计过程和

设计思维的交叉研究，即设计思维是对设计过程中经

验行为的批判，并以此形成原则来指引设计过程。而

这种设计过程，作为实际设计经验基础上对设计思维

的反思成果，揭示了设计能产生各种新的、尚未实现的

事物的可能性。

（二）设计奖项中的设计知识内涵

由于设计知识的复杂性、交叉性、模糊性等特征，

一般以案例形式存储知识[11]，且设计师可以从经典、优

秀的设计案例中获取“已有”的设计知识 [3]，并在具体

的设计活动中，在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不断转化与

获取中创造新的设计知识，并储存于新的设计案例

中。因此，设计奖项中的设计知识大多储存在获奖案

例中，且不同于高校设计教育知识体系的由浅入深、由

基础到综合的教学模式，设计奖项中的设计知识呈现

以案例为中心的问题导向性、前沿性、引领性等特点。

然而，这些储存于获奖案例中的设计知识在没有经过

知识结构化处理之前,很难系统地支持具体的设计活

动[12]。因此，需要对获奖案例中的设计知识进行归类，

以便于知识表达和知识模型的建立，从而更有效地被

设计师所获取与重用。

关于设计知识的类别，国内外学者们从设计知识

的表现形式、产品生命周期、设计知识的作用等角度，

探究设计知识的归类方法与规则。除了可将设计知识

分为描述性知识（Descriptive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之外，Keiichi Sato 等 [13]还认为设计知

识可分为关于设计学科的特定领域知识（Domain-

specific Knowledge）和关于知识本质、知识操作的元知

识（Meta-knowledge）。Archer从设计教育角度将设计知

识划分为设计现象领域（Design Phenomenology）——

包括设计历史（Design History）、设计分类（Design

Taxonomy）和设计技术（Design Technology）；设计行为

领 域（Design Praxeology）；设 计 哲 学 领 域（Design

Philosophy）——包括设计价值论（Design Axiology）、

设 计 认 识 论（Design Epistemology）和 设 计 教 育

（Design Pedagogy）[14]。Van A 从具体的设计实践出发

将设计领域分为对象领域知识(Object Knowledge)、过

程 领 域 知 识 (Process Knowledge)、实 现 领 域 知 识

(Realization Knowledge)[3]。李砚祖 [15]在中外设计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设计哲理、设计技能研究、设计过程研

究、设计任务研究、设计方法研究、其他专题等 6 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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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周坤[16]从设计奖项评审标准出发提出了设计对象

领域知识、设计情境领域知识、设计规范领域知识、设计

过程领域知识。总结各学者的研究，设计知识分类是根

据不同类型的设计任务进行的，虽然彼此分类表述有差

别，但是一些类别的设计知识内容却有一定相似性。

因此，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们关于设计知识的研

究，提出设计奖项中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是指：设计师

在完成获奖案例项目时，设计思维和设计过程两者不

断螺旋式交叉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知识总和。本

文将其称为设计奖项知识，其特点表现为以案例形式

储存，具有问题导向性、前沿性、引领性特点。基于设

计过程实践，包含设计流程、设计方法在内的设计过程

知识；表示设计最终成果的设计对象知识；基于设计思

维研究，包含描述和确定设计问题的设计情境知识；与

设计奖项价值理念密切相关，促进设计反思，讨论设计

本质所在的设计哲理知识。

二、基于本体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建模

（一）用本体表达获奖案例的设计知识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共相性是知

识内容的特征之一，所以如何提取设计的共相之处是获

取和研究设计知识的关键点。为克服该关键点，有些学

者基于一般设计理论（General Design Theory，简称

GDT）即采用一种公理化的方法来建立其理论结构探

讨设计知识 [17]，例如 Geto 等 [18]的功能—行为—结构

（FBS)设计知识模型，Suh[19]提出的行为—功能—结构—

过程设计知识模型，基于 GDT形成的设计知识理论模

型虽然能够依托数学公式一定程度消除设计的任意

性，但这些公理化的方式较为适用于设计对象知识和

设计过程知识的研究，显然无法直接通过数学公式表

达设计情境知识和设计哲理知识。

因此，本文将通过偏公理性的本体论建模方法与

更具人文表达性的语言逻辑学相结合对设计知识进行

分析。首先本体是正式、明确的规范共享概念化[20]，帮

助实现设计知识的可扩展同化 [21]，能够一定程度消除

设计活动中的任意性，且允许在不同的抽象级别上表示

知识 [22]，它是许多基于知识的应用程序成功的关键因

素，如语义网、数据仓库、知识管理系统和电子学习[23]。

许多学者将本体运用在设计知识的表示和建模中，

Golenkov[24]基于本体对设计过程进行清晰的层次分解

从而开发了设计智能系统；Benabdellah 等 [25]搭建了基

于本体的产品开发设计知识管理模型，用于表示、获

取、组织设计知识。本文采用本体表达获奖案例的设

计知识，优势如下。

其一，有助于设计知识的规范化，即通过概念、属

性、关系、实例等规范化描述，将图文与视频中的细粒

度获奖案例信息，转化为规范化获奖案例的设计知识。

其二，本体为获奖案例的设计知识提供了重用基

础，本体提供的规范化描述有利于促进跨学科领域的

研究人员和组织间的交流，例如，设计师通过本体提供

的规范化描述，可以快速获取获奖案例的优秀设计知

识，技术工程师也更易于理解该知识块所属的领域，从

而提升协同设计能力并最终促发设计创新。知识工程

师通过详细说明的概念、属性、关系、实例等进行知识

系统的开发，则可促进获奖案例的设计知识管理。

在基于本体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的建模框架下，

采用语言逻辑学确定设计知识本体概念、属性等术

语。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知识的必要条件，此

处的语言不仅是文本语言也包括图像语言。在设计案

例中一般以文本语言或图像语言呈现，特别是在设计

奖项平台的案例展示中，通过语言逻辑学、语义研究等

方法能够较好地将这些语言转化为具有共相性的设计

知识。因此，将本体论的建模方法与语言逻辑学相结

合的方法既可以对强调逻辑性、结构性的设计过程知

识和设计对象知识有较为合理的表示，也可以将复杂

情境下的设计情境知识和设计哲理知识进行较为清晰

的表达。

（二）基于本体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建模方法

鉴于设计知识的复杂性、交叉性和模糊性等特征，

本研究在本体构建基本结构即 KONT=<kC，kI，kR，

kA>四元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概念结构和属性

结构对获奖案例设计知识进行建模，以支持获奖案例

设计知识的多维特征。在四元组模型中 kC 表示概念

集合，用来表示本体应用的领域集；kI表示概念的实例

集合，为领域内的概念实例；kR表示关系集合，用以描

述概念间的各类关系；kA 表示属性集合，用以描述各

概念的主要属性。借用 Guarino 提出的概念三元组结

构对 kC 概念结构进行扩充，具体表示为 kC=<D，W，

R>[26]，其中<D，W>为域空间，D 是域，W 是域中所有可

能状态的集合，也称为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R

是域空间的概念关系的集合。通过此结构可以尽可能

描述一个领域中所有可能状态的集合。一般情况下，

概念存在多属性现象，如何合理处理每个概念的属性

是一个难题所在。由于在本体中，下层概念继承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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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属性，本研究的处理思路为，首先将概念结构中

域的属性进行定义，再确定每个 W 的属性，这样既方

便了概念属性的管理，也减少了属性信息的冗余。

基于此理论框架，采用递进反馈法搭建基于本体

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建模方法，具体流程见图 1。

1. 获奖案例设计知识本体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设计知识的类别，将获奖案例设计

知识领域本体分为设计情境知识、设计对象知识、设计

过程知识、设计哲理知识 4个子领域，将其作为知识建

模的一级指标，一方面降低知识建模的难度，另一方面

促进后续知识收集获取及概念化的准确性。

2. 获奖案例设计知识本体构建

基于领域本体的分析，对领域本体相关设计知识

进行收集和获取。知识来源可以是设计奖项官网、展

览、会议、设计专家访谈、文献网络中的各种信息等。

在充分了解领域知识之后，根据收集的各种知识内容

分析提炼出领域本体的重要概念、相关概念属性、概念

实例和主要的关系等。通过准确的自然语言表达出

来，本体构建需要保证术语的唯一性，因此需要课题组

成员反复确认与评估概念术语。

3. 知识表示

通过OWL语言的本体描述，能够支持知识工程师

对获奖案例设计知识进行知识系统开发，搭建获奖案

例的设计知识库，便于知识储存和检索。而基于本体

的知识图谱，将获奖案例中的图文与视频图像中的信

息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表示，以帮助设计师快速获取

和重用设计知识。

三、基于本体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建模实现

本研究选取DIA中的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

例为本次获奖案例设计知识来源，见图 2。作为中国

首个国际性的学院奖，DIA重视设计作品的学术性、研

究性与反思性，并以金智塔评审机制遴选符合“设计智

造”特征的产品与服务。智慧城市服务平台为全面数

智化阶段的城市发展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是数字经济类

设计案例的前沿性代表，近 3年主要获奖案例包括“阿

里云全息智能路网”“第四范式疫情推演系统”“绿城未

来社区数字化服务与管理系统”“T.Ospito”等，本文主要

图1 基于本体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建模方法

图2 DIA中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部分获奖案例

（图片来源：DIA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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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本语义方式标记其图文与视频信息进行整理。

由于设计情境知识、设计对象知识和设计过程知

识的相对确定性，目前对其展开探讨的文献相对较多，

亦有相关的智能系统和管理平台，但关于设计哲理知

识的建模表示研究仍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在

设计奖项中的设计哲理知识作为探究设计本质的内核

所在，不仅能够澄明设计的意义，与各设计奖项主张的

价值理念息息相关，还能形成灯塔效应，在指引方向的

同时，为设计师提供更广泛的思维空间和想象力 [27]。

本研究尝试基于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例，讨论

设计哲理知识的本体构建过程。

（一）设计哲理知识本体概念

获奖案例的设计哲理知识倾向以哲学的思维方式

研究设计，促进设计师的思考。西蒙提出设计处理的

是“How Things Ought To Be”的问题 [8]，因此获奖案例

的设计哲理知识并非是寻找设计规律，而是通过这些

具有前沿性、引领性的获奖案例理解如何更好地设

计，是对设计所涉及的人—物—环境三者价值与关系

的思考。设计哲理知识源于具体的设计情境，并存在

于其中。

关于设计哲理的内容理解，Love根据抽象分类的

元理论结构，提出设计哲理包含对现实的直接感知、设

计行为、选择依据等[28]；李砚祖在中外设计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设计哲理包含设计意义、设计理性、适应性系统

论、设计研究方法论 [15]；Hoven 等 [29]认为设计哲理使设

计师能够预测、预防和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包括设计

价值观、设计伦理、道德等。

本文基于大量设计哲理的文献资料最终整理提炼

出三个概念“域（D）”，分别为设计价值、设计伦理和设

计视角。其中设计价值指设计满足人们对产品和服务

的某种期待[30]，能够指导设计活动的判断，并在整个设计

活动中经过经验观察和探究从而不断得到改善。设计

伦理涉及发现和阐明人们借以实现目标的行动准则[7]，

包括设计中必须综合考虑人、环境、资源的因素，取得

三者平衡和协同，这些准则能够对设计进行一定的规

范与指导。设计视角是设计师在特定的设计情境下选

择的设计视野和角度[31]，以更好地聚焦设计问题，从而

导向预期的设计结果。

关于“状态集合（W）”的确定，本文首先将获奖案

例中的文本语言和图像语言进行整理，根据语义分析

提取知识内容，再通过提取内容进行概念词组的提炼。

设计价值的状态集合主要根据海德格尔从现象

学的角度将某一事物描述“ 本 质 上 是 一 种‘ 为 了

作’……的东西”[32]，其中“为了作”后面的部分即该事

物的价值所在，多为形容性质的词，指出某事物的特

征、性质、属性 [7]，且设计的目的价值通常指向“至善”

这一终极目的 [33]。本研究将所收集的智慧城市服务

类获奖案例相关知识内容，根据“本质上是一种‘为了

作’……”的表述格式重新整理描述，例如，城市社区

数字化服务与管理系统是为了推动美好数字生活图

景（摘自“绿城未来社区数字化服务与管理系统”）；该

系统是为了助力疫情精准防控（摘自“第四范式疫情

推演系统”）。

设计伦理讨论的是设计中对人与环境、人与资源

及人与人之间的改变和影响 [34]。因此，本研究将相关

知识内容中关于人与环境、人与资源及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描述进行提取，例如，资源文件云端储存安全可靠

（摘自“互灵物联智慧物联网云平台”）是关于人与数字

资源之间的关系；此款 APP 是专为老年人平等地获取

信息和情感陪伴设计的（摘自“百度大字版”）是关于特

殊人群与数字时代之间的关系。

设计师在具体的设计情境中会预先设想用户所产

生的一系列反应和心理活动，以此选择不同的设计视

角展开设计。因此，将相关知识内容中关于用户反应

和心理活动的描述进行提取，例如，通过在线平台共

同创建和共同制作活动帮助人们将改善社区和人们

生活的想法变为现实（摘自“T.Ospito”）是关于用户行

为反映的内容；跟市民相关的事项在 APP 上都能办，

特别贴心（摘自“杭州城市大脑”）是关于用户使用感

受的内容。

由于受文章篇幅限制，每个状态集合仅展示两个

例子，综合文献分析得出设计奖项获奖案例的设计哲

理知识本体的具体概念化定义，见表 1。

（二）设计哲理知识本体属性分析

属性是指一个事物的性质和关系，依据美国心智

哲学家 Davidson 提出“属性二元论”[35]，同一事物既可

以具有心理属性（Mental Property），也可以具有物理属

性（Physical Property）。物理属性是事物自身拥有的，

以“信息数据在 APP 中清晰可见”内容为例，“清晰可

见”是用户用眼睛实际观察得到的，即该 APP 设计中

数字伦理概念的物理属性之一；心理属性是该事物引

发的感受、愿望、信念、感情等，以“事项在 APP 上都能

办，特别贴心”内容为例，“贴心”是用户使用 APP 后的

感受，即该 APP 设计中人文关怀概念的心理属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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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语义特征，在所属概

念领域的知识内容进行进一步提取，内容包括词本身、

词性、组合特征、上下文特征信息等，最终提炼一组通

用的属性词，但此过程只能提炼“状态集合（W）”的属

性。关于“域（D）”的属性，本研究通过查阅有关于设

计价值、设计伦理和设计视角的文献资料，最终分别整

理得出指引性、规范性、目的性三个属性。

（1）指引性表达设计价值中的战略意义[36]；

（2）规范性描述设计理论中对设计行为的原则或

判断标准[37]；

（3）目的性表达选择不同设计视角的依据[31]。

对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例的设计哲理知识

概念中所涉及的属性进行划分，得到表 2信息。

（三）设计哲理知识本体概念间的语义关系分析

本体中概念关系的定义一般采用自然语言与描述

逻辑语言。两者各有优劣性，自然语言更有利于人所

理解，而不可被机器所理解，描述逻辑语言是机器可理

解和推理的，本研究则采用自然语言与描述逻辑语言

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概念间关系。对智慧城市服务平

台类获奖案例设计哲理知识概念间层级关系用自然语

言描述，见表 3。

概念间除了以上关系外，还存在逻辑关系，如相交

关系、并列关系、限制关系等，此类关系需要用描述逻

辑中的公理来进行描述。例如，设计价值∪设计伦理∪
设计视角、环境伦理∩数字伦理∩人文关怀等，以此较

为完整地表达概念间的关系。

（四）知识表示及应用

基于上文对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的设计哲理知识本

体概念、属性、语义关系的本体构建过程，使用本体描述

语言 OWL 对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的设计哲理知识本

表1 设计哲理知识本体的概念化定义

域（D）

设计价值

设计伦理

设计视角

状态集合（W）

社会价值

人本价值

产业价值

环境伦理

数字伦理

人文关怀

认知主义视角

行为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视角

实例描述

推动美好数字生活图景、社会保障及救助，新生活方式倡导……

居民幸福感提升，精神文明构建，制度文明构建……

产业政策支持，营商环境优化，产业资源对接……

资源协调、促进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

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共享规则、数据安全管理……

以人为本、适老化、少数群体关爱……

健康和幸福设计、情感设计、为大多数人设计

熟练的协同设计、可视化交互、行为改变设计

可持续设计、文化感设计、推测性设计、超越人类的设计

表2 设计哲理知识本体属性结构

域（D）

设计价值

设计伦理

设计视角

上层属性

指引性

规范性

目的性

描述

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

例在社会、人本、产业三个层

面的战略意义

设计理论对设计行为的原则

或判断标准

选择不同设计视角的依据，

通过单个或多个交叉设计视

角展开设计活动

状态集合（W）

社会价值

人本价值

产业价值

环境伦理

数字伦理

人文关怀

认知主义视角

行为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视角

下层属性

社会影响力

社会贡献度

民生贡献度

产业影响力

产业贡献度

资源持续性

信息可信性

感知易用性

数字可达性

情感性

主观性

激励性

自主性

系统性

能动性

描述

影响力指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社会、人本、产业层面

产生的积极富有成效的影响；

贡献度指智慧城市服务平台为社会、人民、产业创

造或支付的价值总额

智慧城市服务平台中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对平台数据隐私安全保护、数据共享规则的制定

等的可信度

用户认为平台能为其提供便利，包括减少使用操

作负担及心理负担

用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

获取信息、利用信息

从用户的幸福感、品质感和健康生活的设计视角

研究用户行为最终促进用户更便捷、更友好生活

的设计视角

从促进智慧城市的整个生态系统良性运作到用户

的良性自主生活的设计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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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概念、属性、关系进行描述，可支持知识工程师对

该类获奖案例的设计知识系统开发，有利于获奖案例设

计知识的储存和管理。示例OWL描述如下所示：

<owl:Class rdf:ID="DesignPhilosophyKnowledgeOf

SmartCityServicePlatform">

<owl:unionOf rdf:parseType="Collection">

<owl:Class rdf:about="# DesignValue"/>

<owl:Class rdf:about="#DesignLogic"/>

<owl:Class rdf:about="#DesignPerspective"/>

</owl:unionOf>

</owl:Class>

OWL 本体语言是让机器理解获奖案例中的设计

知识，但是难以被人所理解。所以将概念、属性、关系、

实例以图的形式进行可视化表示形成知识图谱，可以

帮助设计师更直接、有效、快捷地获取获奖案例中的设

计知识，提升学习效率，并通过设计知识结构化，让设

计师在记忆中以更大的“块”进行知识检索支撑设计解

决方案。关于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例的设计哲

理知识图谱，见图 3。

上述两种形式的知识表示，OWL通过描述逻辑语

言使机器可理解并推理设计知识。而基于自然描述语

言的知识图谱，不仅可以帮助设计师更有效地解决设

计问题，同时也能辅助语义搜索、智能问答、决策支持

等智能知识服务开发。未来可通过这两种表示方式搭

建设计奖项的获奖案例设计知识库，甚至发展视觉思

维模型、问题域与求解域协调进化模型、基于已有知识

的设计奖项预评审模型等理论和方法论，借助智能技

术更好地服务于设计师对已有知识的获取和重用。

表3 设计哲理知识概念的关系

关系

上下位关系

部分与整体

概念与属性

概念与实例

表示

Kind-of

Part-of

Attribute-of

Instance-of

描述

A 是 B 的一种，即 A 是 B 的子概念，B 是 A 的父概念

A 是由 B 及其他事物构成的，即 B 是 A 事物的组成部分之一

A 与 B 是概念与属性之间的所属关系

A 与 B 是概念与实例之间的所属关系

图3 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例的设计哲理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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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文引入本体概念，提出了从领域本体分析到领

域本体构建、再到设计知识表示的设计知识建模方法，

为获奖案例的设计知识建模提供一种方法参考。并以

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类获奖案例为例，借助OWL语言和

知识图谱对获奖案例的设计哲理知识本体进行了形式

化表示，为储存、管理、重用获奖案例的设计哲理知识

提供了一种思路。然而，由于不同的设计学科思维模

式存在很大的差异，设计研究与科学研究的方法也不

尽相同，本文对设计哲理知识的探索仍未能完全体现

设计知识的共相性，关于设计哲理知识本体的建模方

法缺少一定的有力证明，但不可否认设计本体研究具

有的“拟人智能”的科学潜质，是未来智能设计和生成

设计的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之一。至今，较少关于设

计奖项的研究是从知识本体的视角出发，特别是关于

设计哲理知识本体的研究，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吸引更

多研究者参与到获奖案例的知识研究中，使设计奖项

中集聚的优秀资源得到更好转化，帮助企业、设计师、

设计类学生，甚至社会民众在获奖作品中得到更多的

设计启发。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获奖案

例中不同类别的设计知识本体建模及其对设计师的创

作启发和设计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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