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  第 22 期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1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11 

                            

收稿日期：2017-08-23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6NDJC216YB） 

作者简介：傅晓云（1970—），女，浙江人，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理论与教学。 

通讯作者：朱意灏（1977—），男，上海人，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及品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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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研究“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思维和各种新技术对健康理疗产品创新设计的影

响。方法 通过文献综述和典型案例分析，从用户需求、产品进化、支撑技术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研究

“互联网+”给健康理疗产品带来的影响，探讨新时代下该类产品的创新设计。结论 “互联网+”时代

下，让用户参与创新、考虑模块化产品设计、共享健康大数据、进行个性化定制，是未来健康理疗产品

创新设计的重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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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Design Trends of the Health Physiotherapy Products in the  

"Internet+" Age 

FU Xiao-yun, HU Xi-xi, ZHU Yi-hao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thinking and new technologies to health physiotherapy 

products' innovative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age. Through analyzing literature reviews and typical cases, 

we study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from user demand, product evolution, support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envi-

ronment, and discuss the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of this kind of products in the new era. In the "Internet+" age, important 

tendencies of health physiotherapy products innovative design in the future include: letting users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

tion, taking modular design into consideration, sharing healthy big data and allowing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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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改善了生活，也越来越关注

自己的健康，健康理疗产品进入人们的生活。而我国理

疗产品处于发展的初期，产品设计存在许多问题。信息

时代下的互联网思维给产品设计带来了冲击，催生了健

康理疗产品设计的创新。 

1  健康理疗产品设计现状 

健康理疗通常指物理疗法，即通过人力或自然

因素对人体产生有利改变的物理作用，不仅可以预

防或治疗疾病，而且也有利于人体机能的自调节[1]。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健

康情况。操作简单、携带方便的理疗产品逐渐进入

人们的生活。常见的理疗产品可以按照功能不同而

分为检测类、治疗类、保健类 3 类[1—2]，见表 1。当

前最主要的健康理疗消费品是保健类产品，虽然已

有比较丰富的理疗产品问世，但是国内相关产品线

和产品类目都不够完善，理疗产品设计本身也存在

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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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理疗产品分类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of health physiotherapy products 

分类 产品定位 功能特征 典型产品 

检测类 
通过简单操作，对人体 

生理指标进行监测 

通常运用软硬件相结合的方 

式，如蓝牙和传感器技术 

体脂称、心率血压检测器、红外线体温计、 

血糖监测仪、脉搏血氧仪等 

治疗类 
对某些疾病有专业治疗 

辅助的效果 
具有医疗功能和安全性 

小型雾化器、打鼾治疗仪、关节疼痛缓解仪、 

红外线热疗灯等 

保健类 

缓解疲劳 促进血液循环，以按摩类为主
热疗带、筋脉按摩器、指压足部按摩器、 

红外按摩器、眼部按摩仪等 

强身健体 以辅助运动类为主 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等 

美容保养 
调节改善身体和脸部机能的 

小型电器 

去毛器、手足石蜡浴、洁面仪、抗衰老面部 

护理、蒸脸器、声波导入仪等 

 
1）机械医疗感强。大多数产品从医疗功能和使

用安全角度进行研发，其专业的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吸引用户购买，但对消费者情感需求关注不够，产

品缺乏与使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以及与使用环境的

融合，影响了年轻消费群体的选择。 

2）易用性差。集成多种智能检测与自动控制功

能是当前健康理疗产品研发的主流趋势。而功能设计

和操作设计的复杂性，给使用者带来诸多操作困难。

尤其是老年人群体，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学习如何使

用，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购买行为。 

3）低颜值。现有健康理疗产品的外观设计多采

取“形式追随功能”的原则，忽视了产品的表现形式和

外观设计。虽然部分商家利用体验式营销模式，通过

使用产品时带来的健康或舒适的感觉来掩盖外观设

计的不足，但是产品同质化趋势明显。 

此外，现有健康理疗产品传统设计模式的弊端，

也影响了产品发展。理疗产品的传统设计模式，见图

1，一方面呈现串行设计流程，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

题，就需要对后续的环节进行较大调整，延长设计周

期；而且针对不同部门主导的，时间和空间上既相对

独立的，又需密切配合的不同串行阶段任务，协调工

作繁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配合[3]。另一方面，传

统研发是以设计师和企业主导，虽然也强调前期的设

计调研，但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挖掘程度直接影响产

品功能和形式的定位与表达。 

 

图 1  理疗产品传统设计模式 
Fig.1 Traditional design pattern of physiotherapy products 

2  “互联网+”对健康理疗产品设计带来的影响 

2.1  引发用户需求改变 

用户需求即用户需要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一直是产品设计的核心。在互联网

思维浪潮和新型“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人们的消

费需求趋于个性化消费。尤其是 80 后和 90 后这些年

轻的消费群体，他们不再单纯从企业推荐的产品中进

行挑选，而越来越要求企业根据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去

调整产品[4]。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强调与情感、

情绪和体验相关的消费需求 [5]。这一用户需求的改

变，对现有健康理疗产品带来了巨大挑战。 

2.2  促进产品快速进化 

类似于物种进化，消费者甚至设计师和制造商都

在不断筛选产品，造成产品本身在用户需求的更迭中

被选择性地淘汰、变异、进化和推广[6]。这一互联网

迭代思维迫使健康理疗产品破坏式的快速进化[7]，一

方面在互联网背景中，快速和低成本有助于一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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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快速而广泛地传播，产品在快速盈

利的同时也受到竞争同行的强烈压迫；另一方面，互

联网带来的信息共享、设计分包和协同设计，以及线

下和线上销售渠道的丰富、研发与生产加工的割裂，

都极大地提高了产品创新设计的效率以及缩短了生

产周期，因此富有创意、价值和品质高、成本低的产

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2.3  提供产品研发技术支撑 

“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发展，给健康理疗产品提
供了扎实的技术支撑。首先，得益于智能传感和可穿
戴技术的发展，基于智能硬件的实时健康数据的获取
给传统健康理疗产品的发展带来巨大推力。各种运动
数据、生理数据甚至是心理行为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有效地帮助消费者实现了自身健康状态可视化，正切
合了用户使用健康理疗产品的深层次的需求。其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云技术、大数据和社会化网
络等技术成为基础设施，更让共享健康大数据成为可
能。经过分析挖掘有用信息的大数据和云技术的结
合，不仅可以对社会疾病进行监控和预测，而且还可
以简化医疗和管理信息，给患者带来更准确的医疗诊
断和更正确的健康指导[8]。最后，互联网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不断成熟，以其定制化、数据化和精准化等
优势，已被用于植入式医疗设备领域，给实现个性化
的健康理疗产品提供了技术基础[9]。 

2.4  优化产品发展环境 

“互联网+”优化了产品的发展环境。首先，优化
了产品的销售渠道。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网络消费
已经成为流行趋势[10]。这一趋势不仅体现为方便消费
者购买行为的实施，还体现为便捷的物流以及对商家
库存压力的减轻。产品提供商可以将有限的精力集中
在产品研发上，以加快产品研发速度，丰富产品类别。
其次，互联网+优化了产品的市场环境。基于互联网
搭建的各类社交平台和消费平台，让产品信息得以病
毒式传播。借助互联网搜索，人们可以轻易找到满足
自己需求但流行程度尚不够高的理疗产品，而不再依
赖有限的实体店。同样，以往人们不怎么关注的冷门
消费和小众市场，在网络上可以形成比主流市场还要
大的市场比重。正如长尾现象，小众市场份额虽少但
数量繁多，足以积累成很大的市场规模[11]。另外，产
品的使用环境也随之改变。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
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理疗产品不再只是医院里的医疗
设备，而是成为一个智能的理疗、改善健康的产品进
入人们的家庭或办公环境等日常生活环境。 

3  互联网+背景下健康理疗产品设计趋势 

3.1  用户参与产品设计 

让用户参与设计，可以有效避免对用户需求挖掘

得不充分或产品设计定位的错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现有健康理疗产品设计机械感强和易用性差的

问题。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用户体验是产品创新的最

直接来源，理疗产品与人们的日常健康生活密切相

关，只有用户自己最清楚其内在的健康需求，也最明

了当前产品的优势和缺欠，也只有用户自己才会迫切

追求能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从而积极地思考和

创新满足他们个性化需求的产品 [12]。从设计师的角

度，将目标用户纳入产品设计的过程，可以更好地把

握设计方向，及时发现产品的不足或错误，可以有效

避免产品研发的失败。从企业的角度，让目标用户参

与到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研发中，可以真正体现以用

户为中心的产品研发策略，有助于企业产品的满意度

和品牌忠实度的提升。当然，由于用户本身缺乏专业

的知识和必要的设计技能，在具体的产品设计和实施

中，需要设计师与用户的持续沟通。 

3.2  理疗产品模块化设计 

模块化是互联网极致思维影响下极致化分工与

极致化合作的结果[13]。健康理疗产品具有产品由软件

与硬件相结合的形式特殊性，利用模块化设计不仅可

以较好地解决健康理疗产品因功能繁多而造成的重

复设计问题，还可以解决易用性差的问题。基于不同

功能模块重组概念的产品设计研发模式，既增加了模

块可循环利用和高效柔性化的特点，又可以利用其已

经被用户验证和熟悉的功能，达到模块叠加提供不同

疗效的功能，同时又减少混淆操作给用户带来麻烦的

问题[14]。此外，模块化的产品形式，便利了产品的检

修维护、清洁保养和零件的更换，也有助于与模块化

生产模式的实施。 

3.3  健康大数据的运用 

广义上的健康大数据不仅来自医院信息，各类

APP 和互联网健康监控设备乃至各大搜索引擎和网

络社交平台中存储了的各种丰富的健康相关数据，也

包括各种对这些健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深度挖掘的

方法和理论[15—16]。一方面，健康理疗产品可以通过

利用用户日常生理数据的监测和采集，与已存在的健

康大数据的比对分析并给用户反馈，起到预防各类疾

病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医疗功能特征的健康

理疗产品而言，健康大数据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有

助于个体健康理疗产品的研发，利用大数据的优势，

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分析数据，抓住痛点或发现潜在市

场需求，较好地决定设计方向。 

3.4  利用个性化定制 

个性化定制不同于复制和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是

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消费诉求的产品生产方式。针对

健康理疗产品的医疗功能特性造成的产品注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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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缺乏美观的问题，采用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创新定

制是有效的解决手段之一。采用个性化定制的模式，

有助于改善同质化严重的健康理疗市场，也有利于理

疗 产 品 在 互 联 网 长 尾 式 的 市 场 中 占 据 优 势 。 以

THINX 公司为例，通过采用 Fit Profile 和 Fit Kit 工具，

可以根据个体用户脚型的数据，设计或找到其最匹配

的鞋型进行定制，而得到其消费者的激赏[17—18]。得

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多的设计师和生产企业可

以实现这一设计模式。 

3.5  采用新型设计模式 

在“互联网+”背景下，健康理疗产品呈现新型研

发模式，见图 2：设计需求来自市场反馈与消费者自

身；消费者参与设计，与设计师在云平台上互相沟

通，协同设计；健康大数据成为开放型资源（各种

专业设计数据库）；个性化和模块化设计是健康理疗

产品设计的主要目标；各生产和销售环节也被纳入

云端分布式协同完成，有效解决产品不足或产能过

剩的问题。 

 

图 2  基于“互联网+”的设计模式 
Fig.2 Design pattern based on "Internet+" 

4  结语 

现有健康理疗产品因其医疗功能特性和“形式追

求功能”的设计思路，整体呈现易用性差、不美观、

不能融入使用环境、市场同质化明显等问题，已经不

能满足人们对智能功能、情感关怀和体验提升的消费

要求和其他个性化需要。借助“互联网+”带来了诸如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传感和可穿戴等先进

技术和设计思维，将消费者纳入设计过程而让目标用

户参与设计，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而充分利用不同的

功能模块、垂直细分用户、深入挖掘健康大数据并进

行个性化定制设计，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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