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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家居建筑中提取设计元素，研究其在灯泡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对目前市场上灯

泡包装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引出了营造家居温暖的灯泡包装设计理念，并从传统民居建筑四合院和

现代高楼建筑中提取与设计理念一致的设计元素。选用单面瓦楞纸板为包装材料，在满足包装的保

护性、方便性以及低碳包装趋势的前提下，利用提取出的建筑元素，为常见的球形和U形灯泡设计了

两套融合家居建筑元素兼具人文关怀的包装。结论结论 将建筑元素应用到灯泡包装设计中，赋予了灯泡

包装人文关怀，颠覆了以往传统的灯泡包装设计，有利于其从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促进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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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elements extracted from home building in light bulb

packag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ight bulb packaging in present market，it proposed

the design concept of constructing warm home and extracted design e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popular architecture of

courtyard houses and modern high-rise building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 concept.To meet the premise of

protective packaging，convenience and low carbon packaging trend，it designed two sets of packaging fusion with

architectural elements and humanistic care for spherical and U-shaped light bulb by using single face corrugated board as

packaging material. Conclusion By using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n light bulb packaging，it can give humanistic care to

light bulb which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ones. This kind of light bulb packaging can easily stand out from the similar

products，thus promoting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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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作为现代社会主要的照明工具之一，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伴随着社会的

发展，灯泡已经从最初的钨丝灯泡发展出了更多的种

类，如LED灯泡、荧光灯、氙气灯等。灯泡市场的竞争

愈演愈烈，许多公司纷纷在革新技术的同时，不断下

调灯泡价格，力求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1]。要想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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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消费者的青睐，灯泡的质量需得到认可，除了打

响价格战外，提高灯泡包装质量来吸引消费者也不失

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手段。在这个充满了太多相似商

品的世界里，一个独特的造型或一个能传达感情的包

装都将成为顾客购买商品的原因[2]。

1 灯泡包装现状分析

灯泡属于易碎品，其包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

保护包装内部的灯泡，即包装内灯泡的固定和缓冲问

题[3]，其次则是要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还要兼顾经济

成本。目前市面上的灯泡包装，无论是白炽灯泡还是

节能灯泡，多采用塑料吸塑包装、卡纸或微瓦楞纸盒

包装和纸浆模塑制品包装等形式。塑料吸塑价格低，

大批量生产成本更低，同时具有较好的货架展示效

果，能够让消费者直观地看到灯泡外观，对灯泡也进

行了很好的固定，但缓冲性能不好且不环保。卡纸纸

盒同样具有价格优势，且普通的纸盒制造工艺简单，

生产效率高，易于装潢，印刷适性好，但缓冲性能不

佳。纸浆模塑制品符合低碳包装的发展趋势，有较好

的发展前景，但平面装潢性能仍有待研究。另外，目

前还有气囊包装，但成本较高。

那么，在众多的包装材料里面，有没有既有良好

印刷适性，又有一定缓冲保护性且成本低廉、容易加

工制造、低碳环保、适合灯泡这种小型易碎品包装的

材料呢？有，答案是单面瓦楞纸板。单面瓦楞纸是由

一层面纸和一层瓦楞芯纸组成的瓦楞纸板[4]。面纸具

有很好的印刷适性，瓦楞芯纸具有良好的缓冲性能，

两者优势互补，非常适合小型易碎品的包装。且生产

成本低，方便回收利用，符合低碳包装的发展趋势，但

目前单面瓦楞纸板通常用于灯泡的缓冲衬垫，整体包

装全部用单面瓦楞纸板的还很少见。

在造型上，目前灯泡包装多采用单一的长方体卡

纸或微瓦楞纸盒包装[5]。节能灯由于成本较高，一般

会在盒内进行缓冲结构设计，根据节能灯的不同形状

增加卡纸内衬，对灯泡进行固定。白炽灯由于成本较

低，一般不再做缓冲设计。这种造型上的单一不利于

灯泡从众多同类商品中脱颖而出，同时也起不到很好

的缓冲保护效果，使得现有的灯泡包装存在着在运输

和销售中受损率大的问题[3]。

在传达情感方面，所有的灯泡包装均没有传达灯

泡给人“温暖”的一面，也不能让消费者产生与灯泡有

关的联想。包装没有人文关怀，打动不了消费者，也

就起不到促进销售的作用。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

人与商品的关系不仅建立在供需基础上，更重要的还

在于认同、理解、情感共鸣等人性化交流的层面上。

包装需要注入“人性化理念”和“人文关怀精神”[6]。

2 设计理念

灯泡作为一种照明工具，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在

漆黑的夜晚给人们送来了光明。自古以来，家的灯光

对于在外的游子更意味着温暖的守候，光明和温暖总

是紧密相连的。结合我国国情，城乡经济发展持续至

今，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员大流动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

象，上亿的农村务工人员只能“城乡两栖、往返流动”，也

因此产生了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群体[7]。外

出务工人员的低收入水平使他们无法将子女和父母

带入城市生活。分隔两地，家的温暖成了这中间许多

人的奢求。除了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外，高收入水平的

群体同样向往家的温暖。据一项调查发现，上海白领

压力太大，职业前景不明朗，他们最为向往的还是家

的温暖[8]。家是无数人心灵的港湾，无论是在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家的温暖始终是普遍的情感需求，不会

因为不再流行而遭到淘汰，是永不过时的、能够引起

消费者共鸣的概念。

房子不只是经济学眼中可交换的一般商品，还是

一个能带给人们本体性安全的家[9]。房子从表面上看

与产品包装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10]。无论是建筑

设计或是现代包装设计都围绕着人而展开，它们最终

都是为人服务的[11]，因此，遵循家之温暖的理念，从房

子中提取包装设计元素，采用单面瓦楞纸板为常见的

球形及U形灯泡设计具有人文关怀的包装。单面瓦

楞纸板的面纸为温馨的本色牛皮纸，芯纸为温暖的橙

色，装潢充分结合造型、纸盒特征结构，并采用灰色单

色印刷，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

3 球形灯泡包装设计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凝聚了中华先民的生存智慧

和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民族

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12]。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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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合院最具代表性[13]。四合院在中国有相当悠久的

历史，中国人对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情有独钟，不仅

宫殿、庙宇、官府使用四合院，而且各地的民居也广泛

使用四合院。在各种各样的四合院中，北京四合院最

能代表其主要特点[14]。北京四合院是一种四四方方或

者是长方形的院落，模型见图1。四合院一般是一户

一住，也有多户合住一座四合院的情况，称为“大杂

院”，大杂院的温暖是许多老北京居民无法忘记的[15]。

四合院建筑形成了一个符合人性心理、保持传统文

化、邻里邻外关系融洽的居住环境。

球形灯泡是最传统的灯泡形状，从造型上球形也

给人一种敦厚、圆润的感觉。这与四合院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古朴的文化底蕴相契合。同时四合院建筑所

体现的温馨家居气息也与灯泡的温暖家居理念非常

吻合。以“四合院”为原型，从四合院建筑中提取出方

形院落和屋檐等设计元素，设计出纸盒造型，见图2。

对于4个装的灯泡包装，包装两端插舌结构在运

输时可插入盒体，保护灯泡，在货架展示时，又可塑造

成四合院的“围墙”和“大门”，使纸盒摆放成四合院的

造型，见图3。这种独特的造型很容易使其在同类商

品中脱颖而出。

固定方面，在纸盒的螺口部位对应设计固定结

构，见图4。缓冲方面，单面瓦楞纸板的波纹状芯纸可

起到一定的缓冲保护作用。另外对于两个装的球形

灯泡包装，由于纸盒内部两个灯泡可能存在互相碰撞

和摩擦的问题，因此考虑和结构相结合——在房屋的

“门”上大做文章，即利用在盒体的前板和后板分别居

中“开门”，利用打开的“门板”在盒体内部正中形成间

壁板，可有效防止灯泡直接接触，避免摩擦碰撞，见图

5。为了防止装箱及运输过程中相邻包装中灯泡的摩

擦碰撞及轻微跌落时的损坏，在盒体两侧板分别进行

弧线的压痕，揿下弧状端板来保护灯泡，见图6。

整体包装设计遵循简约低碳的原则，使用最少的

材料达到合理的使用要求。无论是单个、两个还是4

个装球形灯泡包装，纸盒均可一页纸板成型，结构简

单，易于排版，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太多的余料，使用

时，组装也非常方便。

4 U形灯泡包装设计

和传统的民居院落建筑风格大为不同的是，现代

建筑造型大多简洁、明快、清新。尤其是大中城市，由

于人口众多，用地紧张，建筑多采用高层结构，以求向

上部空间发展，因此，现代建筑往往让人和林立的高

图1 北京四合院模型

Fig.1 Beijing courtyard

model

图2 单个、两个及4个装球

形灯泡包装

Fig.2 Single，double and

four pack of spherical light

bulb packaging

图3 4个装球形灯泡包装货

架展示效果

Fig.3 Shelves display effects of

four pack spherical light bulb

packaging

图4 球形灯泡螺口固定

部位结构

Fig.4 Screw fixed position

structure of spherical light

bulb packaging

图5 球形灯泡内部间壁结构

Fig.5 Internal partition structure

of spherical light bulb packaging

图6 球形灯泡弧形端

板结构

Fig.6 Arc end plate

structure of spherical

light bulb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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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大厦联想起来。

从现代建筑的简洁造型中提取棱柱形的设计元

素，设计出纸盒造型，见图7。单个装纸盒造型取自高

楼原型，装潢上纸盒的一个前板和端板上，简约的矩

形框堆砌出高楼轮廓。两个装纸盒在造型上提取了

常见住宅楼房中相邻两单元房及阳台的设计元素。

装潢主体图形为房屋简图，并巧妙利用开窗的结构形

成房屋的窗户。4个装纸盒被划分为4个空间，每个空

间刚好安放一个灯泡，4个空间形成一个整体，寓意现

代人追求个性自由又渴望邻里之间互助友爱，装潢则

基本延续了单个装的装潢特征。

缓冲固定方面除利用包装材料进行缓冲外，还对

灯泡多个部位进行了缓冲固定。首先是对灯泡的螺

口进行了固定设计，见图8a。其次是在U形部位，通

过盒体前板的开窗设计将纸片插入U形管空隙进行

固定，见图8b。另外，对于两个装纸盒，利用两端体板

折合形成间壁结构，避免两个灯泡直接接触发生碰撞

和摩擦，见图8c。

此套U形灯泡包装造型别致，在货架上容易脱颖

而出。与上述球形灯泡包装一样，纸盒均可一纸成

型，结构规整，便于排版，同时组装方便，且组装时不

需运用任何胶水即可固定成型，更为低碳环保。

5 结语

在复杂多样的商业环境中，商品包装设计有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整体的外观来辨认一种别出心

裁的包装设计，可令人们在销售点一眼认出自己钟爱

的产品[16]，灯泡包装也不例外。优秀的灯泡包装设计可

保护灯泡，提高灯泡的价值，树立品牌形象，体现文化

内涵，并激发消费者的认同感和购买欲，进一步吸引潜

在的消费群。本款包装在满足灯泡易碎品保护功能需

求的前提下，通过合理选材、紧密结合家居温暖的设计

理念，从传统民族建筑和现代高楼建筑中巧妙提取设

计元素用于灯泡包装设计中，赋予灯泡包装人文关怀，

颠覆了以往传统的灯泡包装设计形式，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也为以后的灯泡包装设计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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