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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 AR 技术下包装信息设计的具体实施方式。方法 通过基于 AR 技术下的理性信息设计，

建立以包装为介质的交叉信息流，通过感性信息设计提升包装的感官体验及品牌的认知度。结论 基于

AR 技术的包装信息设计为传统包装设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方向与视角，实现了从二维平面包装设计向多

空间、多维度、多角度、多层级的包装信息整体设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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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Information Design Based on AR Technology 

GUO Juan, DU Wen-chao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363105,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packaging information design under "AR"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rational information design of AR technology, the cross information flow with packaging as the medium is 

established, and sensory experience and brand cognition of packaging are improved by perceptual information desig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sign of packag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AR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design direction and design 

perspective for the traditional packaging design and realizes the packaging information design from multi-dimensional, 

multi-dimensional, multi-angle and multi-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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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原型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1]，通过 20 多

年的发展成为成熟的多感官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技术，是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

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研究领域，它是一种将真

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通

过电脑等科学技术，模拟仿真后再叠加，将虚拟的信

息应用到真实世界，被人类感官所感知，从而达到超

越现实的感官体验[2]。 

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包装上所要承载的信

息量很多，主要包括品牌信息、企业信息、法规信息、

产品自身信息、环保信息等。如此大量的信息出现在

一个包装上，消费者很难在购买的过程中对这些信息

快速分级了解，那么包装设计中信息梳理和简化的设

计将会成为未来包装设计的新趋势。 

目前市面上的包装设计的信息绝大多数通过印

刷以及排版的方式来呈现，传统的展示形式在现有的

市场需求中有一定的优势。包装设计中的主体形象是

较为引人注目的，如何在整理各种要素的基础上选准

重点，突出主体，安排好视觉流程的先后次序是设计

构思的重要原则[3]。该原则其实就是在对平面的印刷

信息进行分类，但是随着更加快速便捷的物流运输方

式，包装在原有的信息中还增加了运输信息、管理信

息等等。传统的包装设计方法与形式无法做到将包装

信息进行不同用户群的分级和归类，无法做到包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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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传递的有效性和互动性。未来包装设计的功能将随

着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改变，AR 技术为包装信息的多

角度扩展提供给了新的设计方向与设计视角，更为重

要的是让消费者、生产者、运输者、商超、回收者在

包装流通过程更高效、更快速地了解到包装所包含各

种分类简化后的信息。 

1  基于 AR 技术的包装理性信息交叉设计

原则 

传统的包装设计信息形式单一，在现有的多种

信息交叉需求与管理方面无法实现信息多点式的流

转，目前的包装设计更多是单向、单点式的信息设

计。当产品包装好后，所有的信息进入产业链的流

通环节，包装只能在单点的位置让观看者获取到相

应的信息，这是传统印刷包装的特点。传统的包装

形式缺少与消费者的互动，不能形成厂家与消费者

之间的信息流。当包装展示到货架上，包装就只能

够针对市场管理者和消费者，生产者无法动态地将

消费者的体验信息进行收集，回收者无法了解各种

包装的材料以及预回收的信息，信息无法在需求者

之间通过包装介质进行流转。 

如果在包装设计之初使用 AR 增强现实技术对

包装信息进行交叉式设计与信息分类梳理设计，那

么能在生产者—运输者—商超—消费者—回收者之

间形成信息流，将包装作为信息传导的载体实现多

用户的信息分类流转。包装信息交叉式设计，需要

通过 AR 技术叠加信息，实现多终端信息的扩展。信

息通过不同的使用者的需求对包装信息进行分类，

包装中的理性信息总体可以分为企业信息、法规信

息、产品自身信息、环保信息、运输信息、管理信

息、市场信息等。这些包装中的理性信息通过 AR 技

术可以将传统的信息使用不同的智能终端进行收集

和叠加，让信息形成一种活的通路，让信息可以针

对不同的需求进行流转，通过对包装图案的扫描，

获取各自所需要的信息。 

1.1  消费者理性信息流设计原则 

消费者是包装信息最大的信息接收人群，他们可

以通过手机、ipad 等终端在选择购买商品的时候运用

AR 扫图功能得到精确的信息；可以通过客户端的软

件从包装的图案快速检索搜集到想要的重点信息，以

避免商品在流通环节中出现商超篡改生产日期的问

题；也能监督生产者的生产销售的链条正规化经营；

同时，还可以为生产者提供生产管理的建议信息，形

成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互动。未来的包装设计

中信息将会成为包装设计的重点，尤其是信息的流动

与交叉的设计，如何形成更为优质有效的包装信息流

是未来包装设计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 

1.2  生产者理性信息流设计原则 

生产者对于包装信息的需求重点在于对产品的

管理与销售的信息监控，尤其针对大型的生产企业包

装搬动复杂，使用 AR 信息的扫描叠加可以轻松获取

产品的信息，无需搬动产品的包装就能够从各个角度

去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避免产生管理产品的错误，

减低管理产品的成本。同时，还可以通过终端收集到

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购买的相关消费信息，从而调

整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模式。 

1.3  运输者理性信息流设计原则 

运输者可以通过 AR 的扫描获取包装中的运输信

息，在网购日益发达的今天，运输包装的使用量巨大，

在大量的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信息技术精确设计包

装信息，使其分类、分拣的操作更为简便。如果在包

装的设计之初就使用到统一的 AR 信息技术平台，在

信息通路的部分就可以实现以包装为介质的信息多

用户的流转，让包装信息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式的流

通，运输者可以迅速的了解到每个产品的不同的运输

需求，以便于更高效、快速、精准地提供运输服务。 

1.4  商超理性信息流设计原则 

商超对于产品的管理目前是在包装上粘贴条形

码，但是这种方式与物流系统同样存在单点信息、单

点建设的问题，可以实现单项的管理，但却无法实现

通过包装介质多点信息流转的通路。所以在包装设计

之初就应该使用统一的 AR 平台针对产品包装进行整

合设计，将信息分级的设计通过 AR 信息叠加得以实

现，无需改变原有的包装生产线，无需改变原有的包

装印刷方式，通过软件以及信息植入的方式达到最低

成本实现以包装为介质的多点信息流。 

1.5  回收者理性信息流设计原则 

回收者则可以通过消费者、生产者的包装反馈信

息，使用 AR 的终端详细了解回收包装的材料、回收

方式等，从而做到危害性包装的提前干预，尤其是针

对聚苯乙烯这种用量极大，又极其难以天然降解的材

料，并且可以对于一些危害极大的特殊材料进行信息

的提前监控和定点回收，从而提高遗弃包装的回收率

和利用率。 

2  基于 AR 技术包装感性信息设计原则 

AR 技术不仅仅能够从理性角度解决包装信息设

计问题，也能够给人的感官带来完全不同的刺激与认

知，将虚拟的环境与现实的环境进行叠加，形成混合

现实，从而在现有的包装信息上可以叠加出更多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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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声音、三维的视图以及现实的增强特效信息。让

人们在虚拟信息与现实信息中可以创造出更多维度

的信息表现形式。如何使用虚拟的信息提升包装给消

费者带来的感性认知是包装信息设计中非常重要的

设计环节。包装的感性信息包含视觉信息、听觉信息、

品牌认知信息。 

2.1  AR 包装视觉信息设计 

传统包装的视觉信息主要体现在印刷品的图形
与照片上，精美的图片能够给人的视觉带来愉悦的审
美体验，从而达到引导消费者购买的目的。通过 AR

技术能够将传统的二维图形直接转变成更为有真实
感的三维动态视觉体验，从而对产品的购买决策起到
了很强的引导作用。市场中的部分流通商品的外包装
无法看到包装内部产品的形态、颜色与内容，那么使
用 AR 叠加信息的技术，可以直观的让消费者获取三
维的产品信息，并能互动旋转各个角度来了解产品的
详细参数信息，对于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起到了强烈的
吸引和引导作用。 

在视觉的趣味性上，传统的二维包装的视觉信息

只能单向的传递信息，通过图片来传达，那么 AR 叠

加技术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将用户的信息进行采集，

实现信息的互动与流转，用户的视觉信息将更加生动

有趣，还能有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在互动的过程中将

视觉的信息刺激放到最大，从而让用户对产品留下更

深刻的视觉印象。 

视觉信息除了感官刺激外，更良好的用户视觉体
验也是包装信息设计的一部分，包装信息中经常出现
包装信息不对等的情况，需要通过 AR 的信息可视化
的科普设计将一部分专业难懂的包装信息进行简化
处理，让消费者通过终端的扫描，可以简单易懂的去
与包装中的信息主动互动，形成消费信息与生产信息
的互动流转。日常生活中的饮料包装中就有类似阿巴
斯甜的成分，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无法通过自身知识
去认知该成分，但是该成分对于人体的影响是有害
的，那么如果提供了对等的信息，消费者才能做出理
性的消费选择，从消费市场反馈的信息也可以让生产
者提供更为健康的零糖的饮料。这样信息对等的消
费，做出的决策才能从感性信息认知转换成理性的消
费决策。尤其是药品包装的信息，绝大多数都存在信
息不对等的现象，缺少基础的信息科普，所以在药品
包装的信息处理上也需要通过 AR 技术的叠加让更多
的普通消费者了解药物的基本成分以及功能。 

AR 的技术应用，使得包装设计的视觉空间从原

来的平面空间转换为多维的空间，必将在传统的包装

信息设计的基础上产生无限的设计可能性，并且未来

通过设计师们的不断努力与尝试必将形成更完善的

视觉信息体验。 

2.2  AR 包装听觉信息设计 

传统的包装设计中对于声音的设计有极大的技

术限制性，AR 技术的加入可以使声音信息的加入变

得简单。可口可乐在亚洲推出一项新的社交音乐项目

Remix Bottle——把声音装进瓶子，该项目使包装通

过电子技术变成一个声音收集的介质，并且尝试使用

二维码通过手机的扫描将声音传递出来，从单纯的视

觉辨识，升级到听觉的辨识。可口可乐的包装运用的

技术需要在瓶子里植入较大的电子设备，AR 技术的

融入可以让千万用户的终端成为听觉信息的收集器，

大大降低了声音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成本，也无需改装

原有的包装的实体设计部分，只需要加入信息的触发

点就可以。因此 AR 技术在包装听觉的设计部分也是

大有可为，未来的包装声音设计将给用户带来前所未

有的感官体验。 

2.3  AR 包装品牌认知信息设计 

感性的信息认知最终都会汇总成为一个较为强

大的品牌认知信息，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最终购买决

策。作为品牌认知信息设计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认知

的信息设计。在针对厦门的本土艺术家与传统手工甜

品凤梨酥的包装设计上兑山艺术区与幻眼科技公司

做了 AR 包装的一种尝试，见图 1。将厦门本土艺术

家的作品结合到包装的图案上，让图案形成 AR 扫描

的触发点，通过声音、三维视觉的 AR 叠加方式提升

了凤梨酥的品牌艺术气息，同时也推广了厦门本土的

艺术作品。 

 

 

图 1  AR 凤梨酥包装设计 
Fig.1 AR pineapple cakes packaging design 

中国传统节庆的包装是包装设计中数量较大的

部分，包装对于传统节庆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可

以在传统节庆包装上通过 AR 技术叠加出传统节日的



第 38 卷  第 6 期 郭娟等：基于 AR 技术的包装信息设计研究 29 

 

更多信息，让这些信息来提高包装作为介质的功能

性，让中国很多传统的节庆不仅仅停留在食品与产

品，通过包装信息的传递给消费者更多更好的文化体

验；让更多的人在购物的过程中，了解与传承更多的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提升产品本身品牌价值的同

时也让消费者更生动的了解包装所承载的传统节庆

的科普信息。 

3  结语 

随着 AR 技术的不断成熟，它将逐渐改变传统的

包装信息设计方式与方法，从传统的排版、版式、印

刷的方式升级为多空间、多维度、多角度、多层级的

信息整体设计。通过印刷版面与增强现实的信息叠加

技术，对传统的包装信息进行分类，让不同的用户端

口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更加快速，更加精确地了解到自

己所需要了解的包装信息。应用 AR 技术的智能包装

设计的重点要放在信息的梳理、简化、科普等方面。

随着智能 AR 包装的普及会逐渐改变生产者—运输者

—商超—消费者—回收者之间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

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让包装的感性与理性的信息在

艺术与技术之间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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