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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drinking culture has prevailed for many years, and the traditional tea-making process is exquisite and preparation 
is cumbersome. In addition to users having relevant tea set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related tea-making device 
has a wide variety of utensils and is not easy to carry and obtain. Based on satisfying the user's tea-making experience 
and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ea-drinking cultu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tea-making device and conducts research in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users who have experience in making tea. Obtained 100 valid questionnaires to understand the user's expectations for 
the existing tea-making de-vice mainly for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such as portability and storage. Continuing 
this study,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produc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were supplemented by the TRIZ forty in-
vention evaluation rules to evaluate design solutions that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is research topic, and related patent 
searches and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n the second stage,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age, a tea brewing and separating 
structure with improved functions, simple operation, and a tea set function for separating tea from tea leaves was pro-
posed.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n integrated tea making device product design is proposed with 
this new patent structure. 

Keywords: tea set, TRIZ, product design, stru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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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飲茶文化獨特且豐富，隨時間推演發展已超越了純粹喝茶解渴的範疇，人們逐漸趨向追求品茗藝術境界。

為品一壺茶，使用者需具備茶具使用之相關知識，並且相關泡茶裝置器皿種類繁多亦不易隨身攜帶與取

得。本研究以泡茶裝置之設計開發為主要研究範圍，分兩階段進行研究。第一階段以具有泡茶經驗者為對

象，進行問卷調查法。取得 100份有效問卷，瞭解到使用者對於現有泡茶裝置之期望主要在於便攜性與收

納性。接續本研究以產品機能改善之設計需求，輔以 TRIZ 四十項發明評估法則，設計提出符合本研究之

議題方案，並進行相關專利檢索與分析。第二階段對於前階段進行提案，提出具有機能改善、簡易操作且

擁有新式結構用以分離茶水與茶葉的茶具功能之茶水沖泡分離旋轉結構。最終透過研究歷程，以本研究成

果之新型專利結構，提出一體化泡茶裝置產品設計。 

關鍵詞：泡茶裝置，萃智，產品設計，新型結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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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當前茶製品之商機與衍生產業發展蓬勃，據台

灣連鎖暨加盟協會的 2017年之統計，國人一年消費

手搖茶數量達十億二千萬杯，其數量不容小覷(萬年

生，2017)。然而隨著現在人的生活節奏不斷加快，

對於消費者來說，泡一壺茶步驟繁瑣，場地受限並且

器具繁雜，同時需具備飲茶流程的知識等條件，與現

代人的生活節奏與型態較不符合。故為滿足現代人

需求，許多商家推出的茶包、冷泡茶、掛耳茶包都會

省略掉很多傳統泡茶的步驟，此外因為成本考慮，業

者在製作過程中添加茶精等，除了會影響健康，顧客

亦無法真正獲得茶本質的原味。綜上所述，本研究想

營造的是具有機能意義和文化內涵的茶飲產品設計。

期望使消費者在短時間內，運用產品，提供化繁為簡，

體驗快速但仍完整的泡茶精確流程，使人人都可飲

用一杯好茶。營造一個人在需要放鬆的有限時間內

所需要的茶館氛圍，提供喝茶本該具有的儀式感。 

本研究開發「一體化泡茶裝置產品設計」，以提

出具有機能改善、簡易操作且具備新式結構用以分

離茶水與茶葉的茶具功能之茶水沖泡分離旋轉結構

之簡易構造及機構設計，以達到比市售泡茶裝置結

構設計更簡單、操作便利、且易於移動攜帶之效果，

以確實強化泡茶裝置器之收納性與易攜帶的設計特

點。 

2. 文獻與技術探討 

本文探討有關泡茶裝置於中華民國的相關專利，

以及使用者與泡茶工序之體驗設計。 

2.1 專利檢索 

檢索現有關於泡茶裝置之技術專利，經統計在

台灣專利檢索共計有發明專利公告號 I675636「泡茶

器」等 3 件專利，新型專利公告號 323491「泡茶器

之改良結構」等 15件專利，以及新式樣/設計專利公

告號 D164044「泡茶器」等 3 件專利，如下表 1~表

3 所示。經分析，上述相關專利均不同於本研究所採

用之操作方式與手段，本文所開發之「一體化泡茶裝

置產品設計」為一應用於泡茶裝置的創新技術。 

表 1. 國內發明泡茶裝置之專利檢索 

項目 公告號 專利名稱 

1 I675636 泡茶器 

2 I481368 泡茶機 

3 I290030 多方向控制流量之沖泡結構 

表 2. 國內新型泡茶裝置之專利檢索 

項目 公告號 專利名稱 

1 M578557 茶渣去除過濾器及其泡茶杯結構 

2 M551038 泡茶用蓋碗及其碗體結構 

3 M546762 泡茶器 

4 M544864 真空保溫茶水分離水瓶 

5 M530113 泡茶器 

6 M513640 泡茶杯 

7 M501810 泡茶杯 

8 M499154 泡茶杯 

9 M499155 泡茶杯 

10 M496977 沖泡機 

11 M463546 自動泡茶器 

12 331113 泡茶器之濾渣裝置 

13 326662 飲料沖泡器 

14 326664 泡茶杯裝置 

15 323491 泡茶器之改良結構 

表 3. 國內新式樣/設計泡茶裝置之專利檢索 

項目 公告號 專利名稱 

1 288748 泡茶器(一)聯合(二) 

2 276046 泡茶器(一)聯合一 

3 252721 泡茶器(一) 

 
透過以上專利檢索分析與文獻研究成果，可得

相關產品多數聚焦於泡茶工具使用的便利性(如表 1

內 3 項發明專利、表 3 內 3 項新式樣/設計專利等)，

茶渣與茶水分離之結構(如表 2之項目除第 10項外，

共計 14 項)等實用特性，可見該類型產品在市場的

具發展性。 

2.2 使用者與泡茶工序之體驗設計 

「體驗行銷不僅讓顧客有所感受，更讓顧客採

取行動。」總體而言，「體驗行銷」並非一直談品質，

重視的是顧客的經驗、體會(Norris, 1941) ，以及情

緒感受的消費(Holbrook, 2000)。使用者經驗或用戶

體驗廣泛用於產品設計與開發。Schmitt（2003）觀察

消費者經由參與企業所提供的體驗行銷事件，指出

感受某些刺激進而誘發其動機，產生認同或消費行

為，同時促進產品價值。Babin et al.（1994）更進一

步指出體驗知覺將引發體驗價值。藉由體驗價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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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消費者滿意度視為一項重要工作 (Oh et al., 

2007) ，其有助於產品銷售與推廣。Bernd H. Schmitt

提出體驗的類型分為 5 類，分別是：感官式體驗、情

感式體驗、 思考式體驗、行動式體驗及關聯式體驗。

執行體驗行銷需從消費者的情境和需求出發，而非

產品本身，藉由用心體驗生活、激發創意，從中找出

能使消費者感到驚奇的事物（王育英、梁曉鶯譯，

2000 ) 。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提供與滿足使用者體驗完

整泡茶工序。泡茶程序可分為 8 步驟。首先，應準備

好泡茶所需的乾淨器具：茶壺，茶杯，茶盤以及茶葉。

其次為溫杯，用開水將所有的壺、杯沖燙一遍，既為

清潔，又可溫熱壺杯，有利於促發茶香。然後是賞茶

將茶置於茶荷內，品賞乾茶的色香味。隨後是投茶，

潤茶與沖泡。取出將茶荷內的茶葉投入杯壺，注入少

量開水浸潤茶葉，連續上下三次，使水上下翻騰易出

味出香。倒數第二步斟茶，用壺泡好茶後，可斟入小

杯內飲用，一般斟茶只斟七分滿。最後便是聞香品茶

（奉茶），聞香在潤茶後或茶湯泡好後進行，由遠而

近，反復幾次（許玉蓮， 2013）。 

綜合上述如何透過本研究之設計，提供沖、洗、

泡、品的機能用一種化繁為簡的快速方式，使消費

者通過使用體驗完整感受泡茶流程。同時藉由此體

驗提產品價值，視為本研究創作方向要點之一。本

研究選定以感官體驗中的視覺體驗與情感式體驗做

為討論範疇，強調泡茶儀式感以及流程與體驗，茶

文化知識的洗禮和茶葉故事的傳播。運用一體化的

茶葉裝置設計，本裝置結構設計提供沖、洗、泡、

品的機能用一種化繁為簡的快速方式，使消費者通

過使用體驗完整感受泡茶流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結合 TRIZ 的 40發明法則

與體驗設計之精神，提出一體化泡茶裝置產品設計

與開發。研究首先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使用者經驗，並

利用專利檢索找出泡茶器與其相關結構設計之專利，

對產品做專利分析，從中分析出可創新設計的可能

性，再由透過 TRIZ 找出新的創新設計，導入體驗設

計的「行動式體驗概念」來使產品除了實用性亦兼具

體驗互動之操作回饋。研究流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流程圖 

3.1 問卷調查 

本研究調查成果方面，首先在問卷調查部分，首

先在問卷調查部分，本研究使用實地施測訪談問卷，

研究者擬定好問卷大綱，了解民眾對於泡茶裝置看

法與造型等方面進行市場調查分析。實地施測問卷，

以具有泡茶經驗者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法，調查樣

本共為 100 人。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依據其使用

經驗提出機能面的意見回饋。使用機能方面：本研究

彙整調查資料，依據受訪者在使用與選購泡茶裝置

之經驗，92.8%使用者對於現有泡茶裝置有不易攜帶、

材質脆弱、收納不易等困擾。其次，就造型風格取向，

極簡主義與原型風格更被大眾所偏愛。換言之，強化

便攜性與收納性為主等機能需求，為受訪者所期待

之產品機能，以簡約方式呈現為受訪者所喜愛之風

格。多數使用者在機能收納方面的困擾，統計數據及

造型風格詳如下表 4 表 5： 

 

表 4. 機能困擾與解決方案 

機能困擾 人數（%） 解決方案 

不易攜帶 56 簡易操作 

材質脆弱 46 新式材質與結構 

收納不易 42 機能改善 

無困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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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造型風格取向 

風格 人數（%） 

極簡主義風格 61 

產品語意學風格 45 

科技感風格 32 

原型風格 65 

3.2 一體化泡茶裝置產品設計 

本項一體化泡茶裝置產品設計概念係應用

TRIZ40 項發明原理，該發明原則，可應用為思考解

決方案時提供方向以及線索，如下圖 2(鄧志堅、黃

裕峰，2011；Gazem, N., & Rahman, A.A., 2014) 。說

明如下： 

 
圖 2. TRIZ 技法之 40 創新法則 

(資料來源 : 本研究參考鄧志堅、黃裕峰(2011)及

Gazem, N., & Rahman,A.A., (2014)整理) 

 
本研究設計主要以便攜性與收納性為主等機能

需求創新作為泡茶裝置的改良，基於上述本設計開

發之目標為可實現泡茶工序所需要的壺具與杯具之

整合裝置、兼具便攜性與收納性之多功能、以及滿

足過濾茶水之設計提案。依據 TRIZ 之 40 項發明法

則尋求可行方向，選用上表 6 TRIZ 技法之 40 創新

法則的編號 6 多功能、編號 7 套裝、編號 31 多孔

材料等法則，進行設計發想且提出「一體化泡茶裝

置產品設計」，說明如下述: 

應用TRIZ 40項發明原理中編號6多功能(Merg-

ing)：此項發明原理主要用作使一物體或系統能執行

多種功能，為達到方便攜帶之目的，本設計參考之，

設計如第圖 3 所示之茶具功能之茶水沖泡分離旋轉

結構，其包含由上而下依序包含杯蓋、泡茶壺、濾網、

濾茶層(包含一濾茶層上部及一濾茶層下部)及公道

杯等部件。其中，濾茶層設置於公道杯上，而過濾件

設置在濾茶層及公道杯之間。該過濾件包含一濾茶

層上部及一濾茶層下部，分別設置於濾茶層底部，使

得當濾茶層與公道杯相對旋動時，該濾茶層上部及

濾茶層下部亦隨之相對連動旋動。其次，本設計考量

茶具與杯器皆為盛裝物品功能之共通特點，設計發

展採用「茶具即杯器」之結構。 

 
圖 3. 本研究設計裝置 

應用 TRIZ 40 項發明原理中編號 7 套裝('Nested 

doll')：本設計將泡茶流程所需工具包括茶壺與公道

杯等器皿。為達強化收納性之考量，把物體放在其他

物體之內的發明原理，於分別於杯蓋、泡茶壺、濾網、

濾茶層(包含一濾茶層上部及一濾茶層下部)及公道

杯等部件造型，設計可互相套合組裝的線條如下圖 4。 

 

圖 4. 本研究設計組合造型 

應用 TRIZ 40 項發明原理中編號 31 多孔材料

(Porous materials)：在本設計中為使茶水與茶葉得以

b o w l c o ve r

te a  c u p

Th e  fa ir Mu g

Up p e r ro ta ting  la ye r

Lo w e r ro ta tin g  la ye r

 

Wa te r le ve l sc a le

Ro ta ry la b e ling

In d ic a te s th e  b e st in je c t io n

vo lu m e

Whe n  th e  to w e r is ro ta te d  

to  c o in c id e , th e  te a  w ill flo w

 in to  th e  b o t to m  o f th e  c 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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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分離，方便使用者飲用。應用此項原理，使物體

成為多孔性或加入多孔的元素。其中，如圖 5 所示。 

 

圖 5. 濾茶層結構圖 

該第一濾件具有複數個孔洞，該第二濾件具有

對應該複數個孔洞的一扇型開口。於泡茶時，係先使

複數個孔洞不位於該扇形開口之垂直投影的方向上，

而阻斷水流。此時使用者可加入茶葉至泡茶壺，並傾

倒 85 度左右的水，使茶葉浸泡在水中。靜置 5 分鐘

後，使茶葉與熱水充分融合。接著，旋轉濾茶層，使

該複數個孔洞與該扇形開口相對應，讓茶湯流向公

道杯，茶葉則停留在上方。此時，從公道杯移除濾茶

層，使用者則可享用泡好的茶，其操作流程詳如下圖

6。 

 

圖 6. 操作流程圖 

4. 研究結果與歸納 

本創作提供一種簡易操作且具備新式結構用以

分離茶水與茶葉的茶具功能之茶水沖泡分離旋轉結

構，其包含底容器(公道杯)、頂容器(泡茶壺)及旋轉

式連通件。結構簡單，易於使用，設計概念即是「茶

具及杯器」。故結合杯蓋、泡茶壺、濾網、手動濾茶

層及公道杯，設計出具有沖、泡、品一體化的產品。

期望使用者在短時間內，通過運用一體化的泡茶壺

結構設計所提供之機能，在需要放鬆的短時間內，快

速品到一杯純正的茶。其主要特點在於本設計係有

關於一種透過旋轉式通水透氣泡茶器結構改良方式，

提出的一體化泡茶裝置產品設計。此泡茶裝置的泡

茶壺每次完成茶葉沖泡後，可由泡茶裝置的旋轉操

作，以流量大小可控制或變化的形式，簡單將泡茶壺

內茶液釋放到公道杯內貯存待用外，泡茶壺內茶液

由出水通孔進入通道空間，再從通水孔排放到公道

杯的過程中，茶水室內空氣，在茶液注入時，從通水

孔排到通道空間，再沿著通氣管的通氣孔交換到泡

茶室內的作用，俾使泡茶壺內茶液往公道杯內排放

的動作，達到順暢流動的效益，此程序可使使用者體

驗泡茶流程之儀式感。 

其次，透過造型設計有效整合濾茶層之頂部與

杯蓋的底部相契合，濾茶層的底部則與過濾件的頂

部、底容器(公道杯)、頂容器(泡茶壺) 彼此相互組合

為一個一體化產品，有係增強其收納與攜帶便利性，

達到本研究之目的。 

5. 結論 

對於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的人們而言，快速取得

的茶飲飲料，是滿足人們日常口腹之慾的常見選擇。

基於此背景下，飲茶文化也在不斷的消失，而如何兼

具現代人忙碌生活型態與體現飲茶之道為本研究之

目的。故本研究透過研究歷程產出可便利沖泡之旋

轉式泡茶壺的專利設計。期望使用者在短時間內，通

過此一體化的泡茶壺結構設計所提供的沖、洗、泡、

品的機能，在需要放鬆的短時間內，快速品到一杯純

正的茶。此外，本研究之「茶具功能之茶水沖泡分離

旋轉結構」取新型一項專利，證號新型 M596011 號。

並於 2019 年韓國國際發明展獲銀牌肯定。未來期

許後續衍生出同系列泡茶用品，使茶葉真正的醇味

能被大眾所了解。 

STEP1
Po u r w a te r a b o u t 

85 d e g re e s

STEP2
Le t sit  fo r 5 m inu te s 

u n t il te a  le a ve s a nd  ho t w a te r 
a re  fu lly b le n d e d

STEP3
Ro ta te  th e  filte r la ye r 

so  th a t th e  te a  flo w s to  th e  ju stic e  c u p  
a n d  th e  te a  le a ve s re m a in  a b o ve

STEP4
e n j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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