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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用户体验的老年人智能药盒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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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关注老龄化人群用户，重视老年人这一特定人群在特殊的身体机能下的需求，为老年

人设计出使用体验更好的智能药盒产品。方法  通过对现有智能药盒用户的调查研究，分析总结了

其问题及缺点，以满足老年用户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 3 个层次需求为用户体验设计原则，对现

有智能药盒进行外观造型、功能、结构及界面等方面的优化设计。结论  以案例实证分析方式，验

证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为我国老年人智能医疗辅具设计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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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 Design of Intelligent Medicine Box for Elderly People Based on User Expe-

rience Principle 

XIA Jin-jun, YANG Liu, WU Zhi-yuan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rs of aging population, considering their special needs based on their body 

functions, so we can design a smart pill cases which would provide a much better user experience for them. With user 

surveys of existing smart pill cases and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ir problems and drawbacks, it is based on the user 

performance principle that satisfies the aged on visceral, behavior and reflective levels by optimizing the existing smart 

pill cases in their appearances, functions, structures, function interfaces and etc. By empirical study, it has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is optimized design which would provide some novel ideas for the future design of 

intelligent medical auxiliary tools for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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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老年人

作为社会特殊群体，其身体机能退化给生活带来了

不便，因此，围绕老年人的医疗辅具设计逐渐成为

研究热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

展报告 2015》显示：老年人口中近 58.1％的人确

诊患有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具有多病

共发的特点。由于慢性病治疗周期长，需长期服用

药物治疗。然而在老年人记忆力等能力下降的情况

下，需精准地完成每日吃药任务，给老年人造成了

很大的身心负担。虽然市场上已有一些提醒老年人

吃药的智能药盒，但是多数产品仅满足药物的储存

分类和用药提醒方面的需求，而在满足不同个体需

求特点及服药方式方面，仍未很好地满足其需求。

在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高的背景下，运用用

户体验设计原则，为老年人设计出使用体验更好的

智能药盒具有必要性。 

1  用户体验设计理念 

关于用户体验设计，《用户体验设计要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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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Garrett 认为，用户体验设计包括用户对品牌特

征、信息可用性、功能性和内容性等方面的体验[1]。

美国著名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提出了人的需求五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需求[2]。在马斯洛关于

人的 5 个需求层次基础上，在用户体验中也提出了

5 个相应需求，即感觉需求、交互需求、情感需求、

社会需求和自我需求。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要在这

5 个层次上满足用户的体验需求。对应的产品用户

体验设计要素为外观设计、交互设计、情感设计、

品牌策略和定制设计[3]。 

在产品用户体验设计上，唐纳德·A·诺曼将

其分为 3 种不同的层次，即本能层、行为层和反

思层[4]。本能层主要体现在产品的感官体验上，如

造型线条、色彩等，强调视觉上的舒适性。行为

层主要表现在与产品的交互体验上，如产品功能

和交互流程等，强调产品的易用性。反思层主要

表现在用户的心理情感体验上，强调心理的认可

程度。其本能、行为、反思 3 个产品体验设计层

次能很好地满足产品用户体验设计的要素，基于

需求层次的用户体验设计见图 1。在老年人智能药

盒的用户体验设计上需要将这 3 个层次结合起来，

统一考虑。以满足老年用户本能层、行为层、反

思层的 3 个层次需求为用户体验的设计原则，对

智能药盒进行优化设计。 

 

图 1  基于需求层次的用户体验设计 

Fig.1 The design based on user's need and experience 

2  现有产品缺点分析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老年人智能药盒目标

用户进行满意度调查，内容主要以现有智能药盒的

人机尺寸、交互方式、产品质感等方面进行评分，

将用户对评价项目的评价结果表示为很满意、满

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5 个等级，分别赋值

为 5，4，3，2，1。在重庆市各小区、老年活动中

心和养老院等地，对智能药盒的使用者和家属共计

发放问卷 120 份，回收有效 108 份，有效回收率

95％，并将用户满意度测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

户产品使用体验满意度评分统计见表 1。导致用户

使用体验满意度低于 4 分（满意）的因素，主要集

中在便携性、易用性和功能的需求满足上，并从调

研结果总结出现有产品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现有

产品存在的问题见表 2。 

表 1  用户产品使用体验满意度评分统计 
Tab.1 The statistic evaluation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of 

using the product 

 人机尺寸    交互方式   产品质感 

 便携性 容量 易用性 功能 材质 色彩

用户满意度评分  3.8   4.5    3.2    3    4   4.1 

表 2  现有产品存在的问题  
 Tab.2 Problems of existing products 

整

体

造

型

造型呆板，线条生硬，握持感较差 

药物分储格过少，不能满足不同老年人用药需求

简单塑料材质，显得低端，缺乏情感化设计 

色彩单调 

使

用

方

式

每次服药药物分类不明确，老年人记忆力差难 

辨别 

老年人手部机能退化，取药不方便 

功

能

界

面

界面信息繁杂 

图标，字体过小 

操作流程过于繁琐 

缺少引导反馈，老人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困扰 

其

他
其他因素 

3  造型设计 

通过对老年人智能药盒缺点进行总结分析，在

造型与使用方式上可进行优化设计。首先从产品使 



第 37 卷  第 18 期 夏进军等：面向用户体验的老年人智能药盒优化设计 99 

 

用体验的角度了解用户在使用产品时的感受及不

便。以用户体验设计原则对现有产品造型等方面进

行优化，设计出美观且易用的智能药盒。 

3.1  整体外形设计 

产品形态是传达设计思想和实现功能的语言

和媒介[5]。符合用户审美的形态设计，会给用户带

来较好的感官体验。在老年人产品形态设计上应

该使用一些相对柔和的线条，给人以圆润和亲和

的视觉感受[6]。更符合老年用户本能层体验需求。

此款智能药盒是一款便携式智能药盒，在人机尺

寸的设定具有若干要求：满足储药容量的需求（主

要针对胶囊等颗粒药物的存放），满足便携性需

求，与手部具有较好的握持感。根据国家标准中

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GB 10000-88 手部尺寸分析
[7]，和对现有智能药盒产品设计尺寸进行对照分

析，亦结合造型案例实证推导，得出合理的造型

方案和尺寸大小。造型实证分析见图 2。1 号方案、

2 号方案和 3 号方案造型上线条柔和大小适中，具

有较好的便携性和握持感。4 号方案由于厚度较

大 ， 影 响 其 便 携 性 。 5 号 方 案 线 条 棱 角 过 于 硬

朗，不符合其圆润亲和的视觉感受。通过设计方

案推导并将智能药盒的尺寸设计为直径 85 mm，

高度设计 30 mm，外形线条圆润，具有良好的手

感，方便握持。 

 

图 2  造型实证分析 

Fig.2 Empirical analysis of moulding 

3.2  储药结构设计 

现有智能药盒储药空间设计，主要有两种，一

是按每周 7 日 7 格药盒储药空间设计，将每天需服

的药放入对应储药格内。由于老年人认知力和记忆

力的衰退，难辨一天用药格中不同药物的种类与数

量，存在吃错药的危险，亦对老年人心理产生挫败

感。而且药物由于长时间储存容易发生受潮，对老

年人健康带来危害。另一种是按每日三餐分 3 格，

通过慢性病每日服药情况的调查，老年人患慢性病

具有多病共发的特点，不同病的服药周期和方式不

一，每日 3 格的储药空间会存在储药格数量不足的

情况发生，很难满足慢性病多病共发用户的服药需

求，带来较差的使用体验。通过对老年人慢性病服

药特点的深入研究，为了解决上述不足，得出以下

解决方法：为了满足其便携性和药物干燥，储药空

间的设计上主要为了满足当日服药需求；通过储药

结构模块化设计，个性化定制满足不同用户储药需

求，避免了特殊情况下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储药需求

而带来的不良使用体验；将当日需吃的药丸，通过

本人或监护亲属按服药时间种类提前分类放入储

药格中，并连接手机记录服药种类和设定服药时

间。储药格模块化设计见图 3。 

 

图 3  储药格模块化设计  

Fig.3 The modular design of medicine storage 

3.3  使用方式优化设计  

智能药盒的使用方式优化设计，是为了满足老

年人开启药盒和取药过程等行为层体验。通过对

老年人手部机能和设计案例的分析研究，其手部

机能退化，易发生颤抖，很难精确地完成开盖动

作。药盒开启方式见图 4。1 号方案，卡扣揭盖式

开启方式，老年人手部不灵活，开启较为困难。2

号方案，滑动药盒上按钮开启，由于按钮较小，

老年人很难完成精确操作，依旧存在使用不便的情

况。3 号方案，将药盒的开启盖设计为滑盖的方

式，老年人能单手用大拇指轻松地打开药盒，相

比 1 号方案卡扣式的开启方式，更加便利。综合

以上 3 种方案，3 号方案能够较好地解决老年人开

启 药 盒 便 利 性 的 问 题 ， 在 行 为 层 体 验 设 计 上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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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药盒开启方式 

Fig.4 Opening ways of pill cases 

优。在取药过程中，将药盒内部储药底座设置有机

电自动旋转式结构，到了设定的服药时间，相应储

药格会自动旋转到药盒取药开口处，只需单手划开

药盒开口就能吃到提前准备好的药，减轻老年用户

在记忆认知等机能减退情况下的思考，同时降低思

考带来的错误判断，使服药过程更加轻松便利。  

3.4  色彩与材料质感设计 

设 计 中 的 色 彩 和 质 感 是 产 品 外 观 直 接 的 载

体 [8]。智能药盒的色彩和质感设计，需要从突破老

年产品“老相”的审美障碍中，改变当前老年产品隐

性“催老”、“服老”、“从老”的心理暗示，在彰显沉

稳的同时，营造色彩、肌理与形式等要素的时尚气

息 [9]。智能药盒属于医疗器械领域，在材料运用

上需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并可通过对材料肌

理质感的处理提升产品的使用体验和感官体验。

现 有 智 能 药 盒 色 彩 设 计 上 主 要 以 亮 色 或 灰 色 为

主，主色为纯度较高的亮色略显稚嫩，灰色又较

为单调压抑。改良后，产品以白色为主基调，采

用少量纯度较高的色彩进行搭配，在色彩搭配上

沉稳而不失活泼。在材料质感的处理上，表面进

行磨砂处理，防滑并具有更好的握持感，整体给

人以清新干净和可靠的感觉，为老年人带来温暖、

舒适、安心的情感体验。 

4  功能界面设计 

在产品功能界面设计的用户体验设计中，通过

挖掘研究用户认知和使用习惯，产品各项功能需求

符合用户操作时对于该产品的认知心智模型，则用

户在操作时会感觉愉悦而顺畅[3]。智能药盒操作界

面功能包括服药信息设置、查询与提醒、服药记录

和我的信息设置。操作功能界面结构见图 5。功能

界面设置依附于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平

 

图 5  操作功能界面结构 

Fig.5 The structure of operating interface 

台，对药盒进行个性化设置和远程监控。本人或监护

亲属将服药信息录入手机中，并以药盒为载体将每日

需服用药物按服用时间和种类分类放入相应的储药

格中，并对其服药情况进行远程监控和预警提醒。 

优化智能药盒功能界面使用体验，需满足老年

人感官层的视觉需求，行为层的交互易用性需求，

反思层的情感体验需求。在功能界面用户感官层的

体验优化设计上，追求简洁的视觉效果，界面颜色

尽量不超过 3 种，主体颜色应采用白或浅灰色调，

关键提示或操作按键应用红、蓝、绿等较高纯度颜

色来表现[10]。在界面信息传达方面，增强界面字体

显示，调整字体号数。一般而言，字号大于 12 Pt

时，可满足多数老年人的可读性要求，采用 14~16 

Pt 字号可达最佳[11]。在功能界面用户行为层的使

用体验优化设计上，根据老年用户特殊的身体机能

和认知习惯，在智能药盒功能界面交互设计中，尽

可能简化界面功能和元素，减少不必要的层级，降

低老年用户的记忆和学习成本。操作流程符合老年

人对该产品的认知心智模型，则产品操作流程更易

于理解，取得较好的交互体验。优化功能界面布局

设计，界面功能布局见图 6。在功能界面用户反思

层的情感化体验设计上，进行功能的隐喻设计，产

品功能的隐喻基于个体和喻体在产品功能层面上

具有的相似性，给使用者带来熟悉的体验效果，可

暗示操作[12]。智能药盒功能界面设计通过运用老年

人熟悉的事物进行引导，进而达到感知、想象、理

解、体验新产品过程，使其功能界面更容易让老人

理解。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提高产品容错度，在发

生错误操作时，及时给予提示，帮助老年人顺利地

完成操作动作，消除老年人与产品间的隔阂，带来

较好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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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界面功能布局 

Fig.6 The layout chart of function interface 

5  结语 

由当代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趋势点出时代背景

下老年人智能药盒的设计现状，对现状进行总结分

析的同时，了解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理、心理

和影响产品使用体验的因素，并运用用户体验设计

原则，对现有智能药盒造型、色彩、使用方式等方

面进行优化设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带来更加便捷的使用体验。以用户体验设计原则对

老年人产品进行优化设计，拓展我国老年人智能医

疗辅具产品设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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