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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天然材料与产品包装功能应用之间的关系，从天然材料包装的造型功能、应用功能、感官功能 3个方

面，探讨了天然材料在产品包装中的各类功能应用方法，并结合了相应具体案例展开分析，提出了天然材料在包装

功能设计时应选用针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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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s and functional applicaton of product packaging.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packaging and modelling of natural materials，the application function, the organoleptic properties，it
respectively expounded the ways of functional application of natural materials in packaging.Combin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specific case and analysis，it proposed that the targeted strategies should be chosen while natural materials
used in packaging fun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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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产品包装设计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它直接

关系到包装的整体功能、经济成本、生产加工方式和

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等问题[1]。近年来，过度包装

问题屡见不鲜，很多材料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就被废弃了，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废弃物的

大量积聚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

设中，原生态、减量化、低碳、“零”废弃的理念在包装

设计中越来越受到重视[2]，因此，如何选用包装材料和

巧用其功能属性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产品包装所用的各种材料中，天然材料具有

它独特的优势，给人一种质朴的自然形式，具有和谐

感和永恒的魅力。另外，天然材料由于其自身易降

解、易腐化、无污染等特点，是最典型的原生态包装材

料，它低碳、经济、环保、原汁原味，是极具天然生命力

的原材料，有其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属性特征。

1 天然材料包装的保护和造型功能

天然材料原指来自于大自然的、未经加工或基本

不加工便可直接使用的材料，包括麻、木、竹、藤、茎、

叶、果壳等天然物质，用作包装材料时可根据需要经过

适当的人工处理，以更加符合包装的功能要求，它们具

有区别于其他人工合成材料的材质和造型特征。

保护产品是包装的首要功能，由包装材料和其造

型功能实现。天然材料自身独特的造型具有天然的

保护功能。例如：贝壳最早曾作为润肤品的容器使

用，也可作珍珠等的内包装容器，结实、耐用、美观，充

满自然趣味，珍珠包装见图1；竹筐作为螃蟹包装，透

气、实用又美观，见图2。又如在我国云南，有一种巧

妙的鸡蛋包装形式，见图3，先把草的一端打结拴在一

施爱芹等 天然材料在产品包装中的功能应用
1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4 No.24 2013-12

起，放进一个鸡蛋后，再用草绳横捆一道，再逐个捆扎

包紧，直至成串，买卖时以串论价。这种包装形式克

服了在复杂地形运输鸡蛋时给鸡蛋带来的损害。从

材料的角度分析，拴鸡蛋所用的干草呈中空的圆柱

形，有一定的弹性和强度，既是鸡蛋的销售包装形式，

又巧妙地充当了包装中的缓冲减震材料。同时，这种

干草还具有一定的吸湿、透气、防晒性能，起到对鸡蛋

的保鲜作用。

2 天然材料包装的应用功能

材料的应用功能指材料特性在产品中的应用，这

种应用可以脱离包装，单独附加，包括产品功能的有

机结合、互动性造型、可食性包装等。

2.1 产品功能的有机结合

日本 Bird Electron 公司制造的一种便携式扬声

器，见图 4，其制作材料采用了天然的葫芦，因为葫芦

在音质表现上有一定的天然属性，而且每一个葫芦都

有它特定的音效，这样就把葫芦在音频方面的材料特

性和扬声器的音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Sung-un Chang设计的竹之袋，见图 5，不使用时

可以将环保纺织袋卷成筒形装入竹筒内，此时竹筒起

到包装容器的作用；使用时，取出袋子，竹筒则可用作

提手。此设计极富想象力，简洁实用，值得推广。

此外，一些天然材料的肌理能体现出不同的价值

感，具有一定的收藏功能。材料肌理的功能性则可体

现在防烫、防滑、识别等功能上，以增加使用的舒适度

和宜人性[3]。利用新型人造材质原有的肌理，或通过

喷涂、镀、贴等手段，可丰富肌理形式。

2.2 造型的互动性

包装造型利用材料表达产品的互动性是促进销

售的重要手段[4]，这在讲究可玩性的儿童产品包装方

面应用很广泛，其多样化的色彩和造型语言，在吸引

图1 珍珠包装

Fig.1 Pearl′s packaging

图2 螃蟹包装

Fig.2 Crab′s packaging

图3 鸡蛋包装

Fig.3 Egg′s packaging

图4 便携式扬声器

Fig.4 Portable speaker

图5 竹之袋

Fig.5 Bamboo and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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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目光的同时，也说服家长为其掏钱购买。

将竹子用于儿童产品的包装设计，可以在设计成

容器造型的基础上，与趣味的元素结合。例如：或与

笛子、箫等管类乐器结合；或做成水枪等玩具造型；或

从图案着手，增加图案趣味性。设计方法是多样化

的，有时印刷效果还可用镂空处理，此外，竹子的曲面

也是设计中的重点元素[5]。藤草类天然材料则可编织

成动物、卡通等容器造型，或者作为容器的一部分。

例如乌龟造型的儿童包装，藤草编织成乌龟的外壳，

作为盖子使用。可见，造型的互动性有时只需改变原

有包装的部分形式，便能呈现与众不同的感官体验。

2.3 可食性包装

一些天然材料具有可食性，利用其可食性的包装

则是包装材料功能的一种极端化表现形式——“零包

装”，例如：香肠的肠衣、糖果的糖衣等。可食性包装

材料对人体无害，主要用于食品和药品包装。日本在

可食性包装方面的研究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

开发了一种蔬菜制作的捆扎材料，无毒、无害、无污

染、易腐蚀和自动降解；另外，在日本食品市场上还流

行着一种可食性的“蔬菜纸”，这种食品的制作，是把

蔬菜洗净、剥皮、切细、煮熟、冷却、烘干，然后加工制

成“蔬菜纸”，其外观鲜亮，能刺激顾客的购买欲望，人

们使用时，不用撕开“包装纸”即可直接食用[6]。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可食性包装模糊了包装和被包装物的

界限，它不只是一种促销手段，还是对包装功能的重

新审视。“零包装”提倡的其实是对物质材料，尤其是

包装材料的最大化利用，提倡产品与包装一体化，无

废弃物。

3 天然材料包装的感官功能

嗅觉是食品包装最直接有效的导向之一，而包装

材料的质地以及表面的肌理能够传达给人们不同的

信息，造成消费者不同的视觉和触觉体验。天然材料

本身具有强烈的感官体验，在其包装设计中，如何有

效利用嗅觉、视觉和触觉设计来传达信息是设计师需

要研究的课题。

3.1 视觉与触觉的功能

材料的不同配料、组成和构造使人得到了不同材

质表面的视觉质感和触觉质感。其中，视觉肌理只能

看，不能触摸出差别；触觉肌理能够实际触摸得到，可

以是粗糙、光滑、柔软、坚硬等感觉体验[7]。目前，包装

中肌理感的设计风格被广泛应用，包括直接应用和模

仿两种方法。

通过包装材料表面材质肌理的视觉与触觉感，建

立了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亲和力和诱惑力，是一种促

进沟通的设计手法。通过加工、冲压等工艺产生各种

仿天然材料的肌理，如：木纹、石纹、植物纹等，可以逼

真地再现自然，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例如：在表

现具有粗糙原生态的茶叶包装时，可采用竹或者粗陶

等材料来设计；在设计一款哈密瓜饮料包装时，将哈

密瓜真实表皮的材质肌理通过包装纸材的设计表现

出来，使消费者通过视觉就能轻易地判断出商品的属

性和相关信息。目前，市场上有一些肌理明显的纸板

被应用到包装中，充满了天然的趣味，如一款仿竹叶

纹理的纸板包装，见图6。

天然材料的材质纹理相比其他人造的材质肌理，

更贴近生活，和现代造型的结合必将碰撞出创意的火

花。运用天然材料的材质时，要关注如下两个方面：

（1）添加肌理要与产品特质、属性吻合。肌理的运用

不一定要覆盖整个包装，局部的运用往往能达到出其

不意的效果，因为整体应用有时会显得缺乏设计感，

感觉单调，而局部运用则存在材质的对比，加强了视

觉刺激，强化了品牌的视觉冲击力[8]。（2）肌理有抽象

和具象的区别。透明材质通过冲压或模具成形得到

的材料肌理相对抽象，材质表达重在清新自然，纹理

应用不可过于复杂；不透明材质用模具或冲压也可得

到抽象肌理。此外，通过印刷模仿材质的方式可部分

选材，不能过于繁复。

还有一种特殊的肌理形式是将天然材料的轮廓

分离出来，无具体纹理 [9]。另外，分析材料的微观纹

理，选择其中部分元素并抽象概括也是一种特殊的肌

图6 仿竹叶纹理的纸板包装

Fig.6 Imitation bamboo texture cardboard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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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用形式。

3.2 嗅觉的促销功能

传统意义上食品包装设计的“味觉感”，一般指视

觉刺激到味觉形成的过程[10]。这一过程通常是造型和

色彩两方面综合作用来实现的。这种感知有时会有

误导的倾向。

现代包装的密封性要求在某种程度上阻绝消费

者的味觉体验，而传统的天然包装给大家带来了启

示，如粽子的包装，给人的体验是多方面的，既有味觉

的，也有视觉和触觉的体验。在现代包装中，将多重

体验展示给消费者，是交互式包装，也是人性化的设

计方向。

固体产品的嗅觉识别，可直接采用产品样品。如

超市销售的玫瑰花茶一般用塑料包装，可在包装外增

加一个夹层，放置玫瑰花茶样品，增加消费者的味觉

体验，自体展销，别具一格。

流体产品的嗅觉识别，则需借助固体媒介。如在

饮料包装外增加一个凹槽，放置一小段浸泡过流体的

秸秆，既可单独作为展示包装，也可和其他普通的饮

料包装一起作为组合包装进行销售。

此外，嗅觉印刷可以将产品的味道“印刷”在包装

上，嗅觉印刷品是先将形形色色的天然材料制作的香料

做成胶囊，掺入油墨中，然后按照画面的内容选用油墨

来印刷。人们可用指甲或硬币擦蹭印刷画面，使油墨中

的胶囊破裂，封在胶囊中的香料会散发出来，暂时漂浮

在空气中，这种香料气味在印刷品中的保留期较长。

4 结语

天然材料取之于自然，是最原生态的材料形态，给

人原汁原味的天然之美，其物质成本低廉，废弃后能快

速降解，无污染，低碳环保，是体现天然趣味包装类型

的最佳选择；同时，它经过适度加工，可废物利用，从而

进一步带动林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创造可观的经济效

益，因此，充分利用和开发天然材料在产品包装中的功

能应用，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中必要的环节，将对减少

包装固体废弃物的污染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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