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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老龄人群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并结合目前一些食品包装对老龄人群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论

述了老龄人群对食品包装设计在生理上的功能诉求和在心理上的情感期许，进而分析了老龄社会背景下食品包装

设计中的开启方式优化、产品信息呈现以及视觉符号运用。提出了取用过程便捷化、信息辨识明晰化、情感体验关

爱化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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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ing people，combin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improper food packaging on the life of aging people，discussed functional demands and emotional

expectations of food packaging designed for aging people.Then，it analyzed the opening manner of food packaging

designed for the aged，appearance of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visual symbols.Based on this，it proposed the

food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y，that is，to facilitate people's use，to make information clear and distinguishable，and to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ag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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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2011年 4月 28日发布的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 13.26%，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8.87% [1]。到

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

家，到2050年，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人

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必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全面的影响。民以食为天，食品包

装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以关注民生为主旋律

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老龄社会背景下的食品包装设计

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老龄人群的特征分析

老龄人群在生理特征上与中青年人群有着显著

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老龄人群的体力、视力以及脑力

与中青年人群相比有大幅下降。若上述差异未能引

起包装设计师的关注，其设计的食品包装可能会对老

龄人群造成困扰和负担。例如市面上饮料包装所采

用的旋拧式螺纹瓶盖以及易拉罐的拉环式开启方式，

对于臂力、腕力渐失的老龄人群是一种挑战；携带或

取用大容量的食品包装时，老龄人群的体力也往往难

以支撑；食品包装上不够显著的生产日期及保质期，

使裸眼视力普遍下降的老龄人群更难分辨；食品包装

袋上虽设置易撕口，但因缺乏鲜明的提示标记而使老

龄人群开启此类包装变得困难等。

在心理特征表现上，老龄人群往往十分恋旧，从

情感和生活习惯上容易怀念过去，对周围环境变化的

适应能力降低，较易情绪化等[3]。譬如，熟悉的食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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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种适合老龄人使用的包装袋

Fig.1 Bag design for the older

装进行了改款设计，老龄人群会感到失落，可能会怀

疑食品制造厂商发生了变更，也可能会因为对原包装

固执地信任而犹豫购买。

2 基于特征分析提出的设计策略

在进行食品包装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老龄人群

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该群体对食

品包装的功能诉求与情感期许，这里提出了相应的食

品包装设计策略。

2.1 取用过程的便捷化

老龄人群的身体机能大多出现一定的退化，例如

手腕力量、手臂力量以及对精细操作的掌控能力呈现

下滑趋势。这使得老龄人群对某些食品包装形式会

产生本能的抗拒，比如铁制的罐头包装盒、直径较小

的塑料瓶盖、广口瓶，这些包装对他们来说都难以顺

利开启。这一点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

证实。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Yoxall等人[4]对 235名 8~

95岁的用户在开启瓶盖直径为 75 mm的广口瓶时所

能施加的最大扭力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75岁以上

的女性中有一半无法开启这种大口径的广口瓶。武

汉工业学院的王北海等人[5]对 16~55岁的成年女性开

启螺纹瓶盖的能力进行了测试，结论为：22%的成年女

性无法打开现有的饮料瓶盖。上述研究结果值得思

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社会人群

的主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如何设计食品包装才能

满足届时社会的主体人群——老龄人群的诉求？显

然，老龄人群对食品包装设计最直接的功能诉求就是

取用过程的便捷化。

食品包装所采用的取用方式，要根据老龄人群的

生理特征进行人体工程学设计，包括降低开启力度，

减弱取用操作的复杂程度，增强握取的可控性，增加

防滑性能等等。除此之外，更要关注取用过程中的每

一处细节，从满足最直接的功能诉求出发进行人性化

设计。对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群已经司空见惯的包装

形式进行进一步改良，以便更好地满足老龄人群便捷

化取用的需求。例如常见的袋装食品，袋上大多有易

撕口，方便开启。但这些易撕口往往采用内切式，其

位置及形状均不太明显。同时，分布在袋体边缘的易

撕口往往仅有一个，开启位置较为单一，不能根据取

用量的多少来选择相应位置的易撕口。这些问题会

对视力减退、手腕力量较弱的老龄人群造成取用上的

麻烦。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一种适合老龄人使用

的包装袋，见图1。与目前市场上的同类包装袋相比，

特点在于：袋体的密封边上设有多个易撕口，且易撕

口设有一定的倾斜角度，方便老龄人群根据取用量的

多少来选择相应的易撕口位置。易撕口的两侧设有

定位边，借助凸起的定位边可方便视力不佳的老人快

速寻找到易撕口的位置。同时也可利用凸起的定位

边来增加老龄人群开启食品包装袋的力量，从而有效

地解决老龄人群便捷取用的问题。

食品包装的可再封性也是包装设计中需要注意的

重要属性。老人都很节俭，食量也比较小，购买的食品

大多不会一次性食用完。对很多食品包装来说，是否

具备再封性也是老龄人群在选用食品时关注的因素。

因此，老龄社会下食品包装设计的取用性能研究，在深

入研究包装易开启性能的同时，应进一步探索食品包

装的易再封性、易抓握性等包装各个使用环节的可用

性[6]，为老龄人群创造方便、快捷的食品取用过程。

2.2 信息辨识明晰化

食品包装上常见的产品信息通常包括：净含量、

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营养成分表、储存指示、生

产厂家及产地信息等。对中青年人群而言，这些产品

信息很容易获取并能进行快速有效地检索。而对裸

眼视力普遍较差的老龄人群来说，从大量的产品信息

当中迅速获取相关的核心信息就变得非常困难。信

息辨识明晰化是老龄人群对快速有效地获取食品包

装信息最基本的功能诉求。然而，目前一些食品包装

上的信息对老龄人群而言难以明晰地辨识。例如，包

装上的生产日期和超保日期大多并排排列，位置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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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造成信息的区分度严重弱化。有些日期还用英

文来进行标示，如Production Date，EXP，Best before等，

这些英文对大多受英语教育程度不高的老龄人群来

说会带来不便。况且，英文日期的排列方式有2种：英

式日期格式为日-月-年，而美式日期格式为月-日-

年，这就会给老龄人群带来更大的信息获取障碍。生

产日期标注见图 2a，将日期排列方式 DD/MM/YYYY

进行了提示，这一做法值得提倡。

除了在日期标注格式上需要注意以外，对日期文

字字体的选择、字号的大小、粗细以及字体颜色与背

景色的匹配等一些问题上也应当引起包装设计师足

够的重视。如图2b的日期标注，在蓝色的瓶盖上标注

黑色的生产日期，这一色彩配置会造成老龄人群在信

息辨识上的困扰。

信息辨识的明晰化，除可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进

行视觉上的加强之外，还可在产品设计领域进行功能

上的辅助，从而增强老龄人群对包装信息的获取能

力。由笔者所设计的一种便于老年人使用的包装瓶[7]，

见图3，瓶身下端封闭且通过螺纹与底座旋接，底座为

一体成型的凸透镜。只需旋下底座，就可以借助具有

放大镜功能的底座对瓶身上的包装信息进行察看，从

而有效地解决老龄人群因无法辨识食品包装瓶上的

信息而带来的选购及使用问题。

2.3 情感体验关爱化

包装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同

时也是审美主体内心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透视出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生活习俗和审美理念[8]。

作为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老龄人群，成长过程中与之

相伴的传统文化是其人生回味和情感慰藉的不竭源

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视觉符号恰是老龄人群对食

品包装设计的情感期许和精神寄托。设计师应充分

借助能够彰显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汲取民族民间文

化的精髓，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着力体现对老龄人

群的情感关爱，这样的食品包装设计才能更好地被老

龄人群所感知和认同。

茶叶包装见图4a，从传统服饰中提取出图案化的

视觉符号，赋予饱含情感慰藉的色彩，运用彰显传统

生活习俗的拎提式包装结构，使得传统的元素在包装

设计中加以重新演绎，散发出时尚的气息，情感的关

爱在古今轮回中穿越。

南方黑芝麻糊包装的真情流露更是让人印象深

刻，不仅唤起了人们的情感体验，也引起人们对传统

文化及生活习俗的美好遐想与回忆，见图4b。图片上

身着传统服饰的儿童、芝麻糊担子、慈祥和蔼的大娘、

盛满热腾腾黑芝麻糊的勺子、温暖昏黄的煤油灯等

等，这些彰显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的交织，激发起无

数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包装袋上“一股浓香，一缕温

暖”的广告语更是将这一情感共鸣推向极致。

在激发情感共鸣的同时，也需注意对情感共鸣的

图2 生产日期标注

Fig.2 The mark of production date

图3 一种便于老年人使用的包装瓶

Fig.3 Bottle designed for the older

图4 视觉符号

Fig.4 Visual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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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和维护，这一点在食品包装设计改款时显得尤为

重要。经典的食品包装不要随意改换，要将一些设计

元素保留，将包装的特有风格进行传承，使包括老龄

人群在内的前期消费者，能够感受到食品包装的情感

体验在继续维持。

3 结语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老龄化问题已经越

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各届的关注和重视。包装设计师

作为美化生活的创造者，应当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本着尊重和关爱的设计理念，通过进一步细致分

析老龄人群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寻求老龄社会背景下

的食品包装设计创新。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角度出

发，运用产品设计、结构设计以及视觉传达设计等多

维知识体系，满足老龄人群对食品包装的功能诉求。

并且，在此基础上，从情感慰藉的角度来着力彰显人

性化设计，激发和维护好情感的共鸣，满足老龄人群

对食品包装的情感期许，从而设计出更加饱含情感关

怀的食品包装，提升老龄化人群的生活品质，创造健

康和谐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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