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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物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于智能家居和智能生活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人们对于鞋柜这种

储存物品类家具的需求也从单一的储物功能发展成为储存、清洁及保养一体化等多方位要求。通过对用

户需求的深入分析，本文设计了一套用户界面，使得用户可以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鞋柜，实现智能化

控制和管理。同时，通过对语音交互和手势交互的深入讨论和分析，为智能化鞋柜交互设计提供了更好

的解决方案。作为一种新型的家具设计，智能化鞋柜将能够解决用户使用便捷、储存清洁一体化、储存

安全等需求。针对以上几方面内容的分析以及相应改进措施的研究，智能鞋柜设计基本能够满足用户对

于智能、便捷、安全的鞋柜使用要求。目前国内外智能家居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智能鞋柜的设计

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为同类产品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进

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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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people’s require-
ments for smart home and smart life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people’s demand for the sto-
rage of items such as shoe cabinets has also developed from a single storage function to mul-
ti-dimensional requirements such as storage,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user needs, this paper designs a set of user interface, so that users can re-
motely control the shoe cabinet through the mobile phone APP, to achieve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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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in-dept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voice interaction 
and gesture interaction, a better solution is provided for intelligent shoe cabinet interaction de-
sign. As a new type of furniture design, intelligent shoe cabinet will be able to solve the user’s 
needs of convenient use, storage clean integration, storage safety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aspec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 design of smart 
shoe cabinet can basically meet the user’s requirements for intelligent, convenient and safe shoe 
cabinet use.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mart home market still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design of smart shoe cabinet also has greater development space, can provide cer-
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design of similar products, more in-depth 
research can be based on thi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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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物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因此，妥善的存储成为了需要

探讨的事情，其中，鞋子的合理摆放和取用以及存放就是其中问题之一。传统的鞋柜只能提供简单的存

储功能，而且往往占据大量的空间。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家居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智能鞋柜也应运而生。智能鞋柜是一种集存储、管理、展示、智能化控制于一体的家居产品。它可以通

过智能设备控制鞋柜的开关、灯光、温湿度等参数，使用户更方便地存放和取出鞋子。智能鞋柜的出现，

不仅提高了家居的智能化水平，还可以有效地解决鞋子存储的问题[1]。本论文旨在探讨智能鞋柜的设计

与研究，通过对智能鞋柜的功能、性能、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为智能鞋柜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

持。同时，本论文也将探讨智能鞋柜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为智能家居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智能鞋柜的需求分析及项目优势 

智能鞋柜采用智能化技术提升生活品质，可以自动识别鞋子并进行储存，让生活更加方便和舒适，

解决储物问题。采用多种储物方式和储物结构，可以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家居空间，解决鞋子储存问题。

整体采用节能、环保的材料和技术，从而减少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智能鞋柜是智能家居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设计和研发可以推动智能家居的发展和普及。智能鞋柜的设计意义主要包括提升生活品质、

解决储物问题、提高家居安全性、节能减排和推动家居智能化[2]。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设计出一款全自动智能鞋柜，该鞋柜有更多的护理功能且操作简单方便能极大方便人们的生活[3]。 

3. 国内外智能鞋柜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国内智能鞋柜的设计和研发已经逐渐走向成熟[4] (见图 1)。从国内市场上智能鞋柜的设计情况

来看，国内智能鞋柜的设计趋向简约、时尚、高端，不仅满足了储鞋的功能需求，还兼顾了家居装饰的

美感，符合现代家居的审美需求。并且越来越注重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如智能感应、自动分类、语音控

制等，提高了鞋柜的智能化程度和用户的使用体验。还采用了多种储存方式，如旋转储存、抽屉式储存、

隔板式储存等，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储存需求，提高了空间利用率[5]。不仅满足了用户的储鞋需求，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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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了家居装饰的美感和智能化程度。 
 

 
Figure 1. China smart home market size data from 2016 to 2020 
图 1. 2016 年至 2020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数据① 

 
国外智能鞋柜产业发展迅速。国外智能鞋柜产业的技术水平较高，智能化程度较高，智能感应、语

音控制、自动分类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品牌较多，涵盖了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

比如 Lavish Home、霍尼韦尔等。并且外观设计非常精美，时尚、简约、高端，广受消费者喜爱。储存方

式非常多样化，如旋转储存、抽屉式储存、隔板式储存等，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6]。国外智能鞋柜

注重产品的安全性，采用了多种安全防护措施，如指纹解锁、密码锁、报警器等，保证用户的鞋子安全[7]。 

4. 设计定位 

本次设计是为了解决传统鞋柜固有的缺点而研发的一种智能家用电器。主要通过对传统鞋柜及市面

上的智能鞋柜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对鞋柜功能及使用方式进行创新

性改造。 
在传统鞋柜的基础上增加了智能拿取(不需要用户再去动手弯腰)、烘干、祛湿、杀菌、除臭等功能。

该系统以 STM32 单片机为核心(见图 2)，利用电机、轴承实现鞋子的托运、利用散热风扇、烘干元器件

和 DHT21 电容式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等组成杀菌除臭除尘功能的控制模块，使智能鞋柜根据具体实时情况

调整温湿度及臭氧负离子的浓度达到烘干杀菌等功能。智能鞋柜设计是一种新颖，健康，智能为一体的

全新意义的产品[8]。 
 

 
Figure 2. STM32 working principle diagram 
图 2. STM32 工作原理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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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框架及设计思路 

5.1. 研究框架 

在产品设计框架中(见图 3)，首先要明确产品的目标与定位。产品的目标是指企业希望通过该产品实

现的业务目标或市场需求。例如，提高市场份额、增加销售收入、改善客户体验等。产品的定位则是指

该产品在市场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与竞品之间的差异。 
 

 
Figure 3. Research framework 
图 3. 研究框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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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控制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5.2.1. 自动取鞋功能的实现 
智能鞋柜的智能化自动化取鞋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远程操控鞋柜，鞋柜收到信号后会自动运行鞋柜，并自动选取对应的鞋子，

从取鞋口处让用户轻松取鞋。智能鞋柜可以加入语音识别技术，用户只需要通过语音控制，就可以让智

能鞋柜开始运转，帮助用户取鞋。这种方式不仅方便，而且可以让用户从繁琐的操作中解放出来。用户

也可以加入手势识别技术，用户只需要通过手势操作，就可以让智能鞋柜自动运行，帮助用户取鞋。这

种方式比较新颖，也比较有趣。可以加入人脸识别技术，用户只需要通过面部识别，通过鞋柜上方的智

能屏选择鞋子，就可以让智能鞋柜自动运转，帮助用户取鞋。这种方式比较安全，也比较快捷。 

5.2.2. 自动清洁功能的实现 
智能鞋柜的自动清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清洁装置：智能鞋柜可以加入清洁装置，例如吸尘器、除湿机、杀菌灯等，定时清洁鞋柜内部空气

和鞋子，保持鞋柜内部干燥、洁净，防止细菌滋生。 
自动清洗：智能鞋柜可以安装自动清洗鞋子的装置，例如水洗装置、吹风装置等，用户只需要将鞋

子放入智能鞋柜，按下清洗按钮，智能鞋柜就会自动给鞋子清洗干净[8]。 
设备自清洁：智能鞋柜可以加入自动清洁鞋柜外观的装置，例如自动擦拭、自动喷雾等，定时清洁

鞋柜外观，保持鞋柜干净整洁。 
加入换气装置：智能鞋柜可以加入换气装置，例如智能感应通风系统、智能循环空气系统等，保持

鞋柜内部空气流通，排出潮湿、异味的空气，保持鞋柜干燥、清新。 

5.2.3. APP 和鞋柜与人之间的关系 
APP、智能鞋柜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APP 是连接智能鞋柜和人的桥梁：智能鞋柜通常需要通过 APP 来实现远程控制和管理，人们可以通

过 APP 来控制智能鞋柜的开关、查看鞋柜内部的状态、进行定时预约、选择取鞋方式等操作，从而方便

了人们的生活。 
智能鞋柜是 APP 的物理载体：智能鞋柜作为智能化家居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 APP 来实现

信息交互、数据传输、控制指令等功能(见图 4)，APP 与智能鞋柜的结合，让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管理和

使用智能鞋柜。 
人是智能鞋柜和 APP 的主要使用者：智能鞋柜和 APP 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们的生活，提高人

们的生活品质和便利性，因此，人们是智能鞋柜和 APP 的主要使用者，他们的需求和体验是智能鞋柜和

APP 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 
总的来说，APP、智能鞋柜和人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的结合可以提高人们

的生活品质和便利性，推动智能化家居的发展。 

5.3. 产品设计与分析 

5.3.1. 实用性分析 
智能鞋柜可以通过 App、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等多种方式实现自动化取鞋和存鞋，节约了能源，提

高了效率。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可以存放多种类型的鞋子，同时可以将智能鞋柜的存储空

间进行合理规划，提升空间利用率。还可以加入除湿、杀菌、通风等多种装置，可以有效地防止鞋子发

霉、异味等问题，保证鞋子的干燥、清新，让人们穿着更加舒适。通过 APP 实现远程控制和管理，可以

进行定时预约、选择取鞋方式、查看鞋柜内部的状态等操作，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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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PP interface 
图 4. APP 界面② 

5.3.2. 前期设计 
保证产品功能性的同时，产品的外观造型也格外重要(见图 5)，造型要新颖美观，使人耳目一新。 

 

 
Figure 5. Shoe cabinet appearance design 
图 5. 鞋柜外观设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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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局部优化 
对产品内部进行合理优化(见图 6)，鞋子通过托运器从上层结构通过传动轴运输到底部，到达底部的

出鞋口。 
 

 
Figure 6. Shoe cabine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图 6. 鞋柜结构优化② 

6. 设计要素 

6.1. 人机工程分析 

智能鞋柜的人机工程分析需要考虑操作界面设计简单明了、直观易懂，可以通过图形化的界面、语

音提示、手势识别等方式进行操作，方便人们的使用。智能鞋柜的高度和宽度应该考虑到不同人群的身

高和鞋子尺码的大小，以保证人们可以方便地存取鞋子，同时也要考虑到鞋柜的占用空间，使得家庭空

间更加整洁。在安全性设计上更应考虑防火、防盗、防电击等问题，同时需要考虑到儿童的使用，确保

儿童不会误操作。可以通过 APP 实现远程控制和管理，设计应该考虑到不同用户的需求和使用习惯，可

以提供多种操作方式，例如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等，方便人们的生活。注重用户体验，例如加入 LED 灯、

音响、空气净化器等装置，提升用户的舒适度和使用体验。 

6.1.1. 使用环境要素 
智能鞋柜的使用环境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环境：智能鞋柜通常用于家庭环境中，因此需要考虑到家庭的大小、成员的数量、鞋子的种类

和数量等因素，以确定智能鞋柜的尺寸和存储能力。 
地区环境：不同的地区气候条件不同，智能鞋柜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例如湿度、温度

等，加入除湿、杀菌、通风等装置，以保证鞋子的干燥、清新。 
使用场景：智能鞋柜可以用于不同的使用场景，例如家庭、办公室、酒店等，需要根据不同的使用

场景来确定智能鞋柜的尺寸、功能和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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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智能鞋柜的使用环境还需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例如是否需要远程控制、语音控制等功

能，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安全环境：智能鞋柜需要考虑到安全性问题，例如防火、防盗等问题，尤其是在公共场所的使用环

境中，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鞋柜的安全。 

6.1.2. 尺寸 
产品外观尺寸为长 100 cm，宽 100 cm，高 210 cm 占地面积不足 1 平方米(见图 7)。产品内部为直径

96 cm，高 175 cm 的圆柱体。产品内部分为五层，每层可以放四双鞋，每双鞋子预留的空间为长 40 cm，

宽 20 cm。上面四层储鞋高度为 25.5 cm，最下面一层的高度为 47 cm。 
 

 
Figure 7. Dimensions of shoe cabinet 
图 7. 鞋柜尺寸图② 

6.1.3. 操作方式 
以立体车库的运行模式为参考进行鞋柜主体结构设计，使鞋柜能够自动垂直循环移动。在鞋柜内安

装杀菌除臭、祛湿防霉、自动垂直循环移动、蓝牙通信等功能模块，并进行用户端 APP 设计，实现了手

机 APP 远程选鞋、自动升降、自动出鞋、快捷存鞋、远程监控、杀菌除臭、祛湿防霉、状态显示等功能，

增大了鞋柜容量，方便了用户存取鞋子，同时又能够实现自动消毒、烘干、除臭，进而改善鞋子储藏环

境。 

6.2. 造型设计分析 

6.2.1. 外观设计 
产品造型不仅要考虑产品的美观更要考虑空间关系，不能占用太大的面积，所以产品外观整体采用

长方体造型(见图 8)，简约而不简单，右侧采用小面积的长方形镜面，左侧采用了渐变条纹的设计，正面

加有产品的智能控制屏，在产品控制屏右侧添加了有氛围感的灯条设计，使其外部发光，左侧的门柱也

添加了同样的设计，增加了产品的科技感、智能感和时尚感，使产品更加美观。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506


许芮，马林耀 
 

 

DOI: 10.12677/design.2023.84506 4135 设计 
 

 
Figure 8. Product appearance drawing 
图 8. 产品外观图② 

6.2.2. 空间设计 
智能鞋柜的空间设计需要考虑到鞋子种类和数量、存储方式：智能鞋柜的存储方式可以采用多种方

式，例如旋转架、伸缩架、可调节层板等，根据不同鞋子的形状和大小进行合理规划，方便取放鞋子，

并且可以提高鞋柜的存储空间利用率。还需要考虑到防潮除臭的问题，可以加入除湿、杀菌、通风等装

置，以保证鞋子的干燥、清新[9]。 

6.2.3. 交互设计 
智能鞋柜的操作方式采用触摸屏、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等，需要根据用户习惯和需求进行选择，以

提高用户的使用便利性。智能鞋柜的操作流程应该简单明了、直观易懂，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步骤

来完成取放鞋子等操作。智能鞋柜的信息反馈应该及时、准确、清晰，例如语音提示、LED 指示灯等，

以方便用户了解鞋柜的状态和操作结果。 

6.3. 结构设计分析 

6.3.1. 主体部分 
主体整体结构采用的圆柱造型，使其内部实现可旋转功能，便于手动存取鞋子，内部结构总共分为

五层，并且每层都采用可调节高度的设计，每层四个放鞋的位置都有一个凹槽，便于鞋子托运器进行工

作，并且在每层还有一个贯穿性的卡槽，是为了鞋子托运器取到鞋子后进行上下运输鞋子的工作，使鞋

子到达出鞋口。 

6.3.2. 智能取鞋部分 
鞋子托运器(见图 9)是实现取鞋最重要的部分，托运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自身可旋转，方便从各个

方向取鞋，在托运器的上半部分存在取鞋功能的核心，用户选择好鞋子托运器就会移动到相应的位置，

上部分的踏板就开始伸到鞋子的下方，再将鞋子慢慢的抬起，产品感应到鞋子到达托运器上方就会慢慢

收回到达中心轨道，然后通过传动轴到达鞋柜下方的出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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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Shoe cabinet hauler 
图 9. 鞋柜拖运器② 

6.3.3. 杀菌清洁部分 
杀菌方式：可根据紫外线、臭氧。根据杀菌效果、安全性和使用成本等因素进行选择。 
清洁方式：可采用加入除湿、除臭、烘干、通风装置等，清洁效果要好，并且要方便清理。清洁周

期：智能鞋柜的清洁周期考虑到使用频率、环境湿度等因素，每 3 个月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和消毒。 

6.3.4. 底部换鞋部分 
辅助穿脱鞋机(见图 10)构主要包括孔板和弹簧杆阵列。辅助穿脱鞋机构可以在用户站立状态下辅助

穿脱鞋子。一般情况下，人工脱鞋需要扶住鞋子后跟并施加一定的力予以固定，同时脚后跟从鞋子内部

脱出。鞋子后跟多为不规则曲面，因此在辅助穿脱鞋机构中设置弹簧杆阵列以自适应贴合脚后跟面。用

户脱鞋时往后施加适当作用力，弹簧杆阵列与孔板间安装的压缩弹簧在受到压缩时贴合鞋子的背面和底

部，并提供合适的摩擦力，辅助用户脱鞋[10]。用户在穿鞋时，装置中的倒钩和弹簧杆阵列会将鞋子固定

住，用户只需要将脚放进鞋子即可完成穿鞋。 
 

 
Figure 10. Bottom shoe change structure diagram 
图 10. 底部换鞋结构图②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506


许芮，马林耀 
 

 

DOI: 10.12677/design.2023.84506 4137 设计 
 

6.4. UI 设计分析 

智能鞋柜的 UI 设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布局设计：智能鞋柜的布局设计简洁明了，便于用户快速找到所需的功能。采用了分层设计，将

不同的功能进行分类。 
2) 颜色搭配：颜色搭配柔和稳重，采用白色为主要基色，简洁大气。 
3) 图标设计：图标设计直观易懂，采用扁平化设计，同时加入了相关的动画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4) 功能设计：智能鞋柜的主要功能放在了每个页面的最下栏，保证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并使用。 
5) 响应式设计：智能鞋柜可以适配不同的屏幕尺寸，采用响应式设计，使用户在不同的设备上都能

够使用。 

6.5. 改良性分析 

6.5.1. 改良性 
结合市场上智能鞋柜产品，保留了杀菌消毒、鞋体清洁等功能。对造型进行了优化，使造型更加附

有科技感、未来感和时尚感。结构进行了创新，用户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远程操控鞋柜，将鞋子取出，

更加节省时间。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操控选择鞋子，结合出鞋口的辅助脱鞋机构，用户就可以在站立状态

下进行鞋子的更换。 

6.5.2. 现存问题及设计趋向分析 
研究不足与改进方向 
本研究的智能鞋柜设计与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

一步改进和完善。具体如下： 
1) 智能化程度不够高。虽然可以通过语音识别和手机 APP 控制等方式实现一定的智能化操作，但是

相比于其他智能家居产品，其智能化程度还有待加强。 
2) 安全性有待提高。设备中的摄像头和语音识别功能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

保障用户的隐私和安全。 
3) 空间利用率不高。虽然考虑了鞋柜的大小和存放鞋子的方式，但是在空间利用方面还有一定的优

化空间。 
4) 与其他智能家居产品的兼容性不足。与其他智能家居产品的兼容性较差，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加

强对于智能家居产品的兼容性。 
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在智能化程度、安全性、空间利用率和与其他智能家居产品的兼容

性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提高智能鞋柜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 
设计趋向 
在本文中，设计并研究了一种智能鞋柜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鞋子并将其分类存储，同时提供

了远程控制和智能推荐功能。通过对该系统的实验验证，发现该系统能够有效地提高鞋子的存储和管理

效率，并且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使用体验。 
然而，也意识到该系统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首先，该系统的识别精度还有待提高，尤其

是对于一些相似的鞋子或者颜色相近的鞋子，系统容易出现误判的情况。 
其次，该系统的推荐算法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以提高推荐的准确性和个性化程度。最后，该系统的

实际应用还需要考虑一些实际因素，如成本、安全性等。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未来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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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识别精度。可以通过增加传感器的数量和种类，采用更加先进的算法等方式来提高系统的识

别精度。 
2) 优化推荐算法。可以采用更加智能化的算法，如深度学习等，来提高推荐的准确性和个性化程度。 
3) 实际应用考虑。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考虑成本、安全性等因素，可以通过采用更加成本效益

的材料和设计，以及加强系统的安全性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4) 扩展功能。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扩展功能，如智能清洗、自动修复等，来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实用性

和用户体验。 
5) 提高空间利用率。可以尝试将智能鞋柜和空间利用率更高的壁柜方向发展，两者相结合，促进智

能鞋柜多样化。 
综上所述，智能鞋柜系统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领域，在未来的研究和发展中，我们可以通过

不断地优化和创新，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实用性，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智能化的鞋柜管理体验。 

7. 结语 

智能鞋柜作为新兴智能家居领域的代表，近些年引起了广泛关注。本论文分析了智能鞋柜的设计与

实现，对其优缺点进行了梳理，探究了未来发展的趋势。 
首先，针对智能鞋柜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本论文提出了三点分析：功能性、实用性和美观性。

功能性包括鞋柜的全自动化、杀菌清洁、交互等；实用性主要体现在智能鞋柜的智能化程度和用户互动

方式；美观性则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市场上智能鞋柜产品进行调研，分析了当前

市场中产品设计的优缺点。产品设计中应更加注重用户使用体验，并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解决方

案。 
其次，本论文探究了智能鞋柜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的智能鞋柜将会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物

联网技术以及可穿戴设备等先进技术，来实现更加精准的数据采集和快速的交互响应。同时，智能鞋柜

也将会越来越具有个性化、可定制化特点，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最后，针对智能鞋柜的实用性、安全性、用户体验等因素提出了建议。未来的智能鞋柜发展前景广

阔，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其设计与实现的细节，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提升舒适度和实用性。 

注  释 

①图 1 来源：文献[4] 
②图 2~10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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