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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感官設計為今日各種設計的趨勢，產品也象是否一致，研究數據以SPSS軟體統計分析。 本研究在結論部分，分別以「造

形」、「樣本差異」、「瓶與內容物適合度」三部分做探討： 一、造形：重心低、厚實、不透明、低明度、高金屬比例有

「男性化」、「濃郁的」意象；細長直立、瓶身薄透，無彩色明度「女性化」意象；顏色偏黃色系與無彩色系會有「中性

化」意象。 二、樣本差異：性別差異不影響，唯女性對造形的敏感度稍高於男性；男女受訪者普遍覺得「女性化」造形較

為親近使用經驗與性別不影響造形意象的判斷。 三、瓶與內容物適合度：差異較大者為「編號4」造形的性別意象不符原

本行銷的方向；「編號6」造形與內容物意象不符。 關鍵字：香水，造形，意象傳達，共感覺

關鍵詞 : 香水 ; 造形 ; 意象傳達 ; 共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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