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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创新思维为出发点，在产品设计中运用逆向思维寻找创新点，分析和概括以解决盲区痛点为目的

反向找到新的问题和潜在需求。针对倒走和骑行时遇到的盲区问题，笔者设计了一款综合现代GPS、超

声测距、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导盲防撞头盔。该设计为运动提供安全保障、避免视野盲区带来的不安全因

素提供解决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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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innovative think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using reverse thinking in product de-
sign to find innovation points, analyze and summarize new problems and potential needs in order 
to solve blind spots and pain points. Aiming at the blind spot problem encountered when walking 
backward and riding, the author designed a blind-guiding anti-collision helmet which integrated 
modern GPS, ultrasonic rang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is design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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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for sports and solutions and ideas to avoid unsafe factors caused by blind areas of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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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常来说人们按照惯性思维和传统思维去创新很难找到突破口，而运用逆向思维去创新设计往往能

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关于逆向思维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逆向思维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但是关于逆向思维在产品设计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仅仅对已有产品的总结和概述。本文以逆向思维

法则作为产品创新的研究方法，分析和探索视野盲区的解决方案，为产品创新设计提供创新思路。 

2. 产品设计中的创造性思维或反向思维方式 

2.1. 什么是产品设计 

从人类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的那一刻造物活动就已经开始，随着古人对工具的不断优化升级，产品

设计的种子便开始萌发。在我国古代关于科学技术与设计制作的经典文献《考工记》中，最造将造物、

创物作为设计的概念加以解释[1]。所以产品设计的本质就是人类为了生产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而

进行一种造物活动。这种活动已经伴随人类进行了数千年。人类工业生产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生产活动

的深入和生产水平在科技推动下的提升，人类设计活动的开展方式、方法等也在不断发展演变。与此同

时，人类对自身设计活动的概念认知也在不断地演进。 
可见，产品设计的概念和本质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学习产品设计概念应该摆脱传统的认知理论和

思想束缚。的打破认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思维，在固有思维的影响下是难以突破和创新的。 

2.2. 产品设计思维(创造性思维) 

由于人类工业生产在科技的推动下快速发展，为了提升产品设计活动的质量和效率，设计方法学的

研究越来越收到人们重视和关注，能够对产品设计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设计思维本身就是设计

方法学的研究范畴。为推动产品设计的创新从思维科学角度提供理论依据。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生产力大大提高，市场上同类产品不同品牌层出不穷，产品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而创新成为了产品竞争

力的根本保证和决定设计质量的关键。 
设计思维是人特有的目的性和创新性思维活动，旨在满足特定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社会经济原则

和技术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表达设计意图和解决问题目标，将功能、技术、构想、推理、整合、绘图、

造型、审美、安全等因素和能力融为一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思维活动，集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于一体，

具有目的性和创新性特征。通过多层次、多目标、多角度的分析、评判和综合，设计思维构思和拟定解

决问题的预想方案。 
最初的产品设计只是单纯的为人类提供使用工具这一简单概念，但随着社会、经济向前推动，产品

设计的单一功能性已经不能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产品的研发不仅需要理性因素、还要结合更多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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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这就使得外观设计、造型设计、工艺美术等领域加入到了产品设计之中。因此，针对产品所开展

的设计思维活动必然是人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深度综合和融合[1]。 

2.3. 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设计思维是人类以创造为核心的思维活动，从思维活动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两种基本模式。正向思维是按照常规的、直接的、传统的、习惯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通常按照逻辑

顺序进行推理和判断。它是一种直接的、线性的思维方式，注重分析问题的原因和结果，寻找问题的解

决方案。它是一种从已知条件推导到未知条件，通过现有知识来理解、发现事物性质和特征的思维方式。

按照事物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进程进行思考，遵循传统规则进行分析和推测是正向思维的主要特点。在实

际中，类似由原因推导结果、从主要到次要、由表面到内在的思考方式都是正向思维模式的体现。依据

正向思维的特点，正向思维是一种符合人类基本认知特点和习惯的思维模式所以也被称为传统思维。实

际中，设计人员从设计问题相关已知条件出发，运用领域知识寻求对应间题解决方案并按设计目标和要

求对方案加以验证评估的设计活动就是针对设计问题所开展的正向设计思维活动的容观体现[1]。 
逆向思维是一种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成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人们习惯

于沿着事物发展的正方向去思考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而逆向思维则是从结论往回推，倒过来思考，从

求解回到已知条件，反过去想或许会使问题简单化。当大家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向思考问题时，而

你却独自朝相反的方向思索，这样的思维方式就叫逆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打破

常规的思维方式，从而获得独特的创意和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在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时，人们通

常会从正面入手，逐步分析问题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然后寻找解决方案。而逆向思维则要求我们从反面

入手，先确定问题的结果和目标，然后反向推导，寻找达成这些目标所需的条件和步骤。这样可以帮助

人们更快地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司马光砸缸救人的传说就是逆向思维的典型案例。总之，应用逆反法

则，即是打破习惯的思维方式，对已有的理论、科学技术、产品设计等持怀疑态度，“反其道而行之”，

往往就会得到极妙的设计、创造发明[2]。逆向思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人们从不同的

角度看待问题，发现新的解决方案。通过逆向思维，人们可以拓展自己的思维领域，提高创新能力，从

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3. 逆向思维下普通人的视野盲区 

3.1. 什么是盲区——人的盲区概述 

按照常规思维盲人是视神经或眼睛患有疾病或受到意外伤害而导致双目失明或单目失明的人，包括

由于视觉神经衰退器官衰老而导致视觉障碍的人群在应对日常生活或者工作需要导盲设备或者产品来帮

助他们应对视觉障碍带来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按照逆向思维来思考这个事件：视觉正常普通人在哪些

情况下会遇到视觉障碍盲区。通常我们把视线不能到达的区域叫做盲区。而人眼的视觉角度范围大约为

200 度，这是由眼睛的构造和位置决定的。视觉角度范围的大小会受到一些眼部和全身性疾病的影响，

这是因为人眼的视野是由两只眼睛共同构成的，每只眼睛的水平视角大约为 160 度，垂直视角约为 135
度。然而，由于两只眼睛的视野有部分重叠，所以总的视角范围约为 200 度。人眼视角即人的肉眼可视

角度的度数通常是 120˚，当集中注意时约为正常视角的 1/5，即 25˚。因人眼的单眼视角每 10˚差异很大，

所以人视觉在 5˚~10˚是敏感区，10˚~20˚可以正确识别信息，20˚~30˚对动态东西比较敏感，当图像的垂直

方向视角为 20˚，水平方向的视角为 36˚时，就会有非常好的视觉临场感，而且也不因为频繁转动眼球造

成疲倦；人眼的最佳转动区在水平方向是+30˚~−30˚，竖直方向是+25˚~−30˚ [3]。所以当人在同一时间内

是无法同时捕捉到 360˚的景物、无论怎样转动脖子和身体我们人类的脑后永远属于盲区，当人在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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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者跑步时，人的身体后方属于固定盲区，因为我们注意力在前方时很难注意到身后的事物。 
盲区的危险性 
盲区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危险和意外，在自然界中捕食者利用猎物的盲区从而慢慢靠近，猎物由于不

能及时发现危险而失去性命。包括大量的交通事故也是由于驾驶员的注意力习惯于前方事物对于后方车

辆不能及时反应不能及时反应而导致碰撞，以及大型卡车的盲区会更大发生意味的可能性也会更高。现

代社会交通高速发展车辆也与日剧增，为了解决由于车辆盲区导致频繁发生的事故，人们给车辆加装了

雷达感应和后视镜。大大改善了由于车辆自身体积所产生盲区的不良影响。现代城市车辆密集，停车十

分困难是不少新手司机的噩梦，车辆在倒车时由于盲区的影响失常发生剐蹭带来大量麻烦，而倒车影像

的出现，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使得新手司机也可以顺利在狭窄的空间倒车进车。解决车辆的盲区可

以大大提高安全性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这也是为何倒车影像能够普及的原因。如

果我们能把解决盲区问题这一手段方法应用在人的生活中不同场景里会有什么样的创新出现？这就是创

新里的逆向思维通过办法找问题。 

3.2. 倒走成为新的运动方式 

倒走的优点 
倒走是一种流行的健身锻炼和康复训练方法[4]。在日常生活里可以看到一些现象：那就是在公园或

者路边看到一些倒走的人，他们通过倒走来锻炼身体。倒走和倒着跑步等标签在抖音等视频平台有着上

千万次的浏览量。一些倒走、倒跑步的爱好者称赞了倒走对身体的益处。 
倒走与常规走路方式相比，对于长期练习正向跑步或走路锻炼的人来说它们的好处是有所不同。虽

然同为有氧运动，但是锻炼时所涉及的肌肉部位略有不同，主要是由于运动时使用的肌肉方式存在区别。

很多专业的运动组合会将倒跑动作加入到动作组合中作为热身和灵活性锻炼。这样的动作会提高运动强

度，这和跑步中加入变速和坡度的原理是一样的。 
倒走训练能够增加代谢，增强心肺耐力。以同样恒定速度倒走或倒跑时，摄氧量、心率及血乳酸含

量均较正走或正跑高[5]。 
人倒退走路，使脊柱相反受力而治疗腰肌劳损等疾病，亦是逆反法则在医疗技术上的应用[4]。一些

高水平的专业运动员长期进行高强度或耐力项目运动都使用反向跑作为康复和恢复手段、尤其是在他们

的膝关节或臂部受伤后，倒着跑步使运动压力分布更均匀更容易让运动员进入有氧状态、提高运动表现。 
正向跑步通常锻炼的是腿部前方的肌肉，如股四头肌和胫骨前肌，而倒向跑步主要锻炼后链肌肉群，

尤其是小腿肌肉和臀肌。因此，倒向跑步对膝盖产生的压力较小。在向后运动过程中，小腿肌肉承担了

大部分的缓冲功能，减轻了膝盖承受的压力。 
倒走可提高平衡能力，作为老年人的日常健身项目；倒走显著激活了腰部肌群，对于腰部慢性损伤

患者具有较好的锻炼效益；由于倒走运动具有较小的下肢关节受力，同时激活更多下肢肌肉，在下肢运

动损伤康复阶段，可作为锻炼项目之一[6]。 
倒走的缺点 
跑步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效率最高、感觉最舒适、最有益的运动方式之一。还有一些人坚持“逆

反”的跑步方式——“倒跑”，认为这种反常规的训练方式能获得更多的益处。当你倒着跑时，也有受

伤的风险。最大的问题是撞上什么东西或摔倒，倒跑和倒走存在难以规避潜在的危险：倒退走路时，人

的视野受限，不能通过双眼观察行进方向的路况。如果场地选择不当，在车水马龙、人员冗杂的场地锻

炼，很容易造成自身或者他人的受伤。倒走和倒跑步可能会让人在方向识别上感到困惑。在倒退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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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感，这可能会导致迷路或偏离方向。 

3.3. 骑行中的盲区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自行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被世人誉为“自行车王国”。但由于传统的自行车

结构简单，功能比较单一，自身稳定性能差，又缺少一些相应的安全保护装置和设备，在道路上骑行存

在—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自行车在各类交通伤亡事故中的受伤人数位居第一[7]。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并未

要求非机动车安装后视镜，因此一般自行车甚至电动车都不会加装后视镜，用户在骑行时，只能通过扭

头来确认后方交通状况。城市交叉路口通行条件复杂，用户可能会面临多种行进方向的车流，扭头的行

为会影响用户对其他车流行驶方向的判断效率，增加骑行的安全风险[8]。自行车在骑行过程中由于惯性

和车体机械结构很难对突发情况做出快速转向和紧急避险，自行车没有后视镜的缘故对侧方和后方车辆

不便于观测，形成大面积盲区，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利于骑行安全。 
我国也是摩托车大国，目前，全国摩托车拥有量达 1.03 亿辆，约占机动车总数的 44.2%，在南方大

部分省份，摩托车拥有量均超过机动车总数的 50% [9]。虽然摩托车拥有后视镜可以观测后方事物、但是

大部分后视镜存在不稳定性、容易变形、遮挡、范围局限等因素。还需要驾驶者分出注意力和精力去观

测后方车辆反而会影响驾驶安全。 
骑行过程中，骑行者更容易关注前方行驶的非机动车，跟随前方运动轨迹骑行，但是电动自行车车

速快，超越自行车的行为较多，且电动自行车骑行过程噪声小，超车行为容易造成事故[10]。 
由此可以看出骑行过程中由于骑行者身后盲区的存在，骑行安全无法得到有力保障。一些儿童、青

少年的反应速度慢和注意力不够集中，对身后盲区的突发事件更是难以作出反应，这对自身安全和交通

安全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影响。盲区的存在给普通人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和未知的安全隐患，自然界中

有些动物为躲避天敌捕食进化出了能够在静止状态下观察到 360 度视野范围的眼睛，能够几乎无死角的

观测身边可能存在的危险信号。在残酷的生存法则下少一点盲区就会多一点生存机会，多一点视野就会

多避免很多危险。人类虽然没有进化出观察全方位的“眼睛”、但是可以用工具来代替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4. 导盲防撞头盔的设计 

为解决生活中盲区带来的困扰，笔者构思设计了一款可以在不影响前方视野的情况下可以“消除”

身后盲区的“导盲防撞头盔”综合现代技术的智能产品，为倒走倒跑者和骑行者带来安全保障。 

4.1. 产品设计目的 

通过反向思维思考“盲人是视觉障碍人群”这一已知事件，打破常规思考方式，不去直接思考如何

解决盲人问题、而是反向思考：除了盲人之外普通人是否也有视野盲区？再由人的视野盲区这一弊端和

痛点寻找和探索解决方案。人在正向行走和骑行是需要转头才能看到后方事物，那么人如果在不去扭动

脖子和身体的情况如何看到后方事物这是一种方法逆向思维。我们知道人在倒走或者骑行时需要随时看

到身后的场景来确保安全。由此，为解决以上问题设计一款大众的“导盲眼镜”，这款导盲眼镜设计目

的不仅可以解决倒走和倒跑的安全问题还可以应用在骑行领域为安全转向保驾护航。 

4.2. 产品设计创意 

导盲防撞头盔的创新点在于将导盲探测功能和骑行头盔的头部保护功能相整合，扩展使用场景减轻

装备携带数量。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使用者后方景象传导在人眼前方，方便使用者在运动和向前方观察时

无需转头和转身就可以观察后方场景，同时设备可以雷达探测感应使用者周边的动态状况，即时预报潜

在危险。全方位保护使用者的安全(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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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verall block diagram 
图 1. 总体框图 

4.3. 产品设计功能 

“导盲防撞头盔”一款综合现代 GPS、超声测距、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类导盲头盔，将其投入市

场并且大批量生产，从而达到辅助倒走、倒跑人员，解决人体运动视野盲区的目标。目前的 GPS 技术、

GSM 技术和超声波测距技术已经发展成熟，这为我们项目的成功实现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结合倒车影

像的技术原理以第三人称视角智能监控使用者附近障碍物，在不影响正向观察视野的条件下随时观测后

方目标，为倒走、倒跑运动员或骑行者带来安全。 
该产品以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利用超声波回声测距技术和红外探测技术同障碍报警。总体框架分为

GPS 模块，GSM 短信模块，语音报时模块，显示模块以及夜间警示灯。 
1) 单片机 
单片机系统具有结构简单、控制功能强、可靠性好等忧点，广泛应用在工业控制、智能化设备等各

个领域，针对单项工程或重复数极少的项目，采用 PLC 快捷方便，成功率高，可靠性好[11]。超声波收

发电路主要完成数据的采集和初步处理，处理后的数据传送到单片机，再进行最终的数据处理。单片机

控制电路主要完成发送与关闭控制信号、计时、接收回波信号及串口通信等工作。 
单片机对收发电路的控制主要是对发射超声波控制电路进行计数初始化，单循环方式使 3 路发送电

路依次发送和接收超声波，单独进行距离的计算，其目的是使计数程序避免受硬件回波间的干扰。单片

机完成收发动作后就将计数器计数的计数值经处理得到距离信息送到缓存区，等待与主控制器进行串口

通讯，达成协议后即可将距离信息送入主控制器。串口通讯硬件电路由具有电平转换功能的芯片及外围

元件组成。 
GPS 模块 
采用了串口通讯的方式，模块在上电后，会实时接收 GPS 数据包，数据包的类型有：GPCSV：可见

卫星信息；GPGLL：地理定位信息。 
GSM 模块部分 
GSM 模块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 TC35I，可以实现单片 28 机控制 GSM 模块接收和发短信等功能。

单片机通过向 GSM 模块发送 AT 指令，控制 GSM 运行。 
超声波电路 
本设计拟采用硬件产生法，整个震荡电路的启震是通过单片机 P1.0 发出的低电平脉冲触发。超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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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射后受障碍物反射返回，反射信号转化成电信号，经过放大、滤波、整形等处理后，转换成单片机

的中断信号 INT1，当超过安全范围时，P1.2 口会形成一个高电平使晶体管导通，触发启动蜂鸣器报警。 

4.4. 产品形态与色彩 

产品形态 
见图 2、图 3 所示导盲防撞头盔主体由半球体外壳框架作为头部的支撑和保护、下方的海绵套垫可

作为防震和缓冲保护使用者与头盔的接触部分。头盔上方的条状部分容纳红外探测模块和超声波探测模

块。头盔前方是影像显示区域，将使用者后方盲区影像实时传输到眼镜侧方屏幕上方，同时不遮挡前方

场景。头盔上方的固定架方便使用者搭载照明设备、四周的红色小灯是超声波接收模块。 
 

 
Figure 2. 3/4 side view of blindfold colli-
sion-proof helmet 
图 2. 导盲防撞头盔 3/4 侧 

 

 
Figure 3. 3/4 side view of blindfold colli-
sion-proof helmet 
图 3. 导盲防撞头盔 3/4 侧 

 
产品色彩 
见图 4 所示产品的色彩搭配主要以银色和黑色为主，突出科技感和高级感、给人以可靠、沉稳、先

进的感觉。同时侧方和四周的少量蓝色和红色能够给予产品活泼、活力的风格和定位、吸引运动爱好者

产生好感、同时产品整体在色彩搭配上能够提高高辨识度、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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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ppearance of blindfold 
collision-proof glasses 
图 4. 导盲防撞眼镜外观 

5. 结语 

目前笔者的导盲防撞头盔还处于原型研发阶段，尚未转化成实物成果。但是在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导盲防撞头盔正朝着集成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本产品所依托以逆向思维为核心的产

品创新设计方式能够打破固有思想束缚、多角度、多维度开拓思路。突破传统。为服务倒走人群和运动

损伤人员恢复的需要，给予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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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或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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