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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标为导向的家庭药物管理产品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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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家庭药物管理的产品设计与研究的方法。方法 根据以目标为导向的方法，以及系统设

计的研究理论，通过对大量家庭的深入调研，了解了家庭中成员身体状况、生活习惯、情感需求和现有

药品管理方式。通过对受访人群进行归类，确立了目标群体和设计目标。结果 建立了适合家庭的药物

管理产品系统，辅助以家庭药盒产品与手持移动端 APP 的设计，搭建了完整的家庭药物管理系统。通

过家庭药物管理的设计实践，为家庭健康管理领域提供更多参考。结论 通过对家庭中的药物管理和药

物监控进行优化，可以科学降低药品事故发生的几率，提高用户对于药品的把控能力，提高生活效率、

安全性以及病情康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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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oriented Product System Design for Domestic Medic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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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construct the product desig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domestic medication management. It is 

based on the goal-oriented design methods and theory of system design. Through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large number 

of families, the physical condition, living habits, emotional needs and existing medicine management of most families are 

summarized. Target group and design goal of the project are found from analysis on research results. By building the ser-

vice system with medical case product and APP, the system of domestic medication product system is constructed. The 

family medication management design practice can help provide reference for family health management. By optimizing 

the medication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in domestic area, the accidents of wrong medication will be decrease. Life 

quality, life safety and rehabilitating quality will be enhanced while family has more control in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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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质量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医

疗服务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当代家庭的药物需求也变

得复杂多样，因此居民也提高了对药物管理的重视程

度。同时，在医疗智能化的进程中，药物管理的智能

化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在

2011 年 2 月首次公布的安全自我药疗止痛类非处方

药认知度调查显示，约有 70%的家庭存在自我用药不

当的问题，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 12%～32%[1]。造成

用药不当的原因较多：其一是国家药物管理服务管理

范围多在于医院和药物机构，对于家庭的药物管理依

然无法触及也难以监管。由于医疗系统是一个复杂系

统，有着各种设计缺口的存在，所以医疗工作者期望

能有一个更加安全、高效，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护环境，

但是院方、医护工作者及患者之间的协同合作，创建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环境依然处于探索阶段[2]。其二

是家庭用药存在盲目性，使用时多种药品混合使用，

不考虑药物的协同或拮抗作用，居民用药知识主要来

源于医生、药剂人员、医疗广告等途径，用药知识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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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导致药品误用风险。居民获取药物使用知识的主

要途径是医生和药剂人员，可见，医生和药剂人员应

承担居民安全用药的主要责任[3]，因此，有必要研究

家庭的药物管理模式，辅助患者和家人按时服药，实

现长期药品管理。本文在对家庭用药需求的深入研究

基础上，搭建了家庭用药管理产品系统，弥补家庭药

品管理的市场空缺。 

1  以目标为导向的产品系统机会分析 

家庭药物管理产品系统设计，采用以目标为导向

的设计方法，家庭作为最终的产品使用者，因此应以

满足家庭需求作为设计的基本原则[4]。通过关注患者

的目标和行为来识别、研究和满足用户目标，这与本

文的研究领域相结合，过程分为：用户研究阶段、用

户建模阶段、系统平台设计阶段以及产品设计细节阶

段[5—6]。 

1.1  用户研究阶段 

采用场景方法[7]进行问卷调查和焦点用户访谈。

对 3 个目标试点社区的 50 个家庭，家庭中成员的身

体状况、生活习惯、情感需求和现有药品管理方式进

行了研究，最终回收到有效问卷 45 份，笔者针对调

研的结果进行了分析。 

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用户家庭获取药物的主要途

径有两个：医院医生开具和药店药房购买。其中医生开

具药物占到 76%。针对第一种途径中，用户获取药物的

流程进行分析，绘制出用户体验地图，见图 1。在用户

就诊后，通过问诊，获得医生开具处方，从医院药房或

者药店获取药品。通过医嘱、阅读说明书或查找资料获

得用药指导，服用药物。如果有持续服用的需求，会再

去医院或药店购买。在问诊过程中，多数医生会给予每

位病人定制化的用药建议，而医生开具的药量不定，在

病情康复过程中会出现剩余或不足的情况。若药量不 

 

图 1  药物获取用户体验地图 
Fig.1 The user experience map of medicine adoption

足，病人就需要再次回到医院挂号取药，病人会非常

麻烦，同时医院的医疗资源也被占用。 

1.2  用户建模阶段 

为了更好地整合研究阶段收集到的大量用户资

料和数据，采用“用户模型”方法，即根据用户行为、

期望和心理建立虚拟角色模型，以发掘用户深层的目

标需求，指导后续产品设计。 

根据对不同用户和家庭的初步了解，可将家庭对

药物的需求程度分为 3 种：临时型，极少有药物需求，

如需购买也会一次性消耗，此类型用户占比约 25%；

常备型，家中会保留常用药物和以往遗留药物，此类

用户占比约 56%；依赖型，因家中成员患有慢性疾病

或严重疾病需要长期服药，家中药物存放量较大，此

类用户占比约 19%。第 1 类家庭对于药品管理的需求

较弱，因此本文的目标用户主要设定为第 2 类和第 3

类家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用户模型，

见图 2。基于对用户行为、用户需求和用户类型的综

合分析，确定了家庭药物管理产品系统的主设计目

标，即个人用药提醒及药品管理、家庭用药监控、药

品信息对称。 

2  智能药物管理系统平台 

为解决家庭药品管理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建立了

智能家庭药物管理产品系统平台，见图 3。产品系统

在“硬件”产品与“软件”服务上共同展开设计[8]，即交

互产品系统设计中的智能药箱与移动端 APP 设计，

使病患、家人与医院、药房等机构之间实现信息流通，

帮助家庭更方便轻松地进行药物管理。通过设计“硬

件”智能药箱，实现药物分类管理、药物使用记录和

定制化取药的功能。除此之外，添加了药品信息扫码

录入、药物过期提示和药物不足提醒的功能，填补了

目前家庭药箱在管理功能上的不足。智能终端 APP

的设计，是基于移动终端的功能特性，通过与智能药

箱数据共享，提供扫描药单服药提醒、药品购买、用

药咨询、用药监控和记录的功能。APP 作为信息终端，

承担着药品信息录入、储存、记录以及查询功能。它

是使医生、药剂师、家人、病患之间信息互通，实现

主动提醒为主，多方共同监督，且可以便捷购药的智

能药物管家。该系统的实现需要与多方建立合作，如

相关医院、药店、药剂师和其他医疗服务机构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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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用户模型 
Fig.2 User model 

 

图 3  家庭药物管理产品系统 
Fig.3 System map of domestic medication management

共同分享药品信息及医院处方，实现新型医院—家庭

药物共同监管模式，共同搭建了病人—家人—医疗服

务平台的药物管理平台。针对医护端 APP、用户移动

端 APP 和智能药盒产品这几个关键接触点进行设计，

将良好交互体验的互联网产品和有精密结构智能化

程度高的医疗产品相结合，相互协作，建立一种更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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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符合家庭的药物管理生态系统。 

3  家庭智能药盒设计 

家庭药箱的普及率很高，已经是居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常备

药品，以应对常见小病或者突发急病，但是居民对家

庭药箱的管理及使用中存在不少问题，用药安全问题

突出[9]。 

家庭智能药盒设计是建立在有中短期药物需求

的基础上，对家庭药物做统一储存和监控。填补家庭

环境下药品管理的市场缺口，对用药安全进行重点监

控。智能药盒外观设计见图 4，药盒的形态风格简洁

明了，功能突出，圆柱形使其有更大的容量也给人以

稳定感和安全感。形态上圆润无尖角，用户在使用过

程中不会因为意外的接触造成伤害。色彩上采用给人

轻松感的白色和蓝色，传递产品的高科技和智能体

验。在功能设计上，智能药箱以立体车库为灵感设计。

智能药盒内部结构见图 5，药物在放入和拿取时，每

种药物可以独立运行，互不影响。前 5 层整体为多层

环形结构，内部为 U 形，即每层有一个为空，使每

一格药盒都可以上下层移动。药盒盘与旋转轴和外部

框架脱离可单独旋转，且单个格子内部非水平，为斜

向中心的设计，当药物需要取出时，内侧壁打开，药

物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进入中间区域掉入最下端的

抽屉中，且药盒会对药物逐个计数。最下面一层为口

服液等液体药物存放位置，使用时可直接抽出抽屉。 

 

图 4  智能药盒外观设计 
Fig.4 Industrial design of smart medicine case 

 

图 5  智能药盒内部结构 
Fig.5 Internal structure of smart medicin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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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盒顶端为一块圆形 LED 显示屏，是主要操作

区，见图 6，分别展示了“首页”、“今日药单”、 “服

药提醒”、“家庭成员”、 “药品录入”和“提醒设置”6

个页面。药盒系统与 APP 信息自动同步，主要承担

储存信息记录、用药提醒、用药记录的功能。其中，

药盒会对每个家庭成员分别管理，避免出现药品混乱

和错误用药的情况。在今日药单模块中，可以看到当

日所有成员的用药需求，同时可以提前取出当日的所

有药物，满足外出服药的需求。当用药时，药盒会发

出声音提示，并显示某位成员应服用的药物及服药注

意事项。同时，用户也可在移动端收到提示，手动进

行关闭。此时，用户可点击取药，智能药盒会为用户

自动配药，将储存在不同格子中的药物依次计数倒入

最下端的取药盒，用户即可一次性取出当次需服的所

有药物。在家庭成员模块中，用户可以看到家庭中所

有用户的服药详情，实现智能监控。药品录入模块需

要配合 APP 同时进行。APP 扫描药盒或者药单条形

码，设定用户后，就可以在智能药盒中放入相应药物；

同时，也可以在 APP 中手动录入药物信息，如名称、

频率、服药时间等，再将药物置入药盒。提醒设置模

块，是对服药提醒的一些基本设置，同时这里也可以

开启或关闭药物服用记录。此功能开启时，每日的药

物服用情况会被记入历史，并反馈在移动端 APP 中， 

任一使用 APP 的成员均可看到所有家庭成员药

物服用的情况。若多次未服用药物，会向其他成员推

送提醒，帮助家庭成员相互监督用药。 

 

图 6  药盒操作界面设计 
Fig.6 Interface design of medicine case

4  移动端 APP 设计 

配合智能药盒设计的智能药物管理移动端 APP，

结合了物联网等技术和人性化的交互界面。通过以用

户为中心的交互设计将药品信息呈现于手机屏幕上，

用户通过点触的自然交互参与到管理流程中[10]。  

交互式家庭移动 APP 可以由多个成员在自己的

手机中使用，也可以由一个成员统一管理，以满足部

分家庭成员不具备使用移动设备条件的情况。家庭端

移动 APP 设计见图 7，功能模块分为家庭成员、今日

药单、处方记录、我的药盒、药品商店、药品录入等

6 个模块。药品录入功能在首页的右上方，方便及时

录入药品信息。进行药品录入时，可选择手动录入或

扫码录入，其中扫码需医院将医嘱药品及注意事项生

成二维码或条形码信息，扫描即可直接录入药物的药

品信息、使用频率、禁忌等信息。此外，非药店购买

的药物可以扫描包装上的条形码进行药品录入。在首

页今日药单页面中，是当日该用户需要服用的药物列

表，分为早中晚提醒。当该药盒中当次药物被取出，

默认此次已服用药物，若提前取出，则依然会在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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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家庭端移动 APP 设计 
Fig.7 Mobile APP design for family 

和智能药盒提醒，手动关闭即可。在处方记录模块中，

可以看到自己以往所有问诊的经历，点击即可展开看

到详情，避免以往看完病就很难再看到诊疗单的情况，

帮助家庭进行长期的健康管理。我的药盒，为目前药

盒中所有的药品储存情况，分为正在服用和其他药物。

当药物出现过期或药量不足时，都会给予提示，提醒

补充药物或者更换药物。在家庭成员页面中，可以清

楚了解其他成员的药品使用情况，点击切换用户，可

以进入其他用户端查看他的药物信息，帮助家庭内更

好监管互助，养成定期用药和科学用药的习惯。 

5  结语 

以家庭的药物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从目标导向

分析法的角度入手，深入研究了当前家庭中药物管理

的用户习惯和用户需求，探索了智能医疗产品与移动

设备交互界面结合的可用性问题。研究认为，建立多

个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等，同时完成内部监管和外部

监控，是促进家庭健康管理的关键性要素。在综合二

维码识别、物联网等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优秀成果的

基础上，通过设计家庭智能药盒和交互移动端 APP，

来进行信息的实时采集和及时提醒。该设计不仅优化

了问诊后的药物管理和药物监控，科学地降低了药品

事故发生的几率，大大提高了用户对于药品的把控能

力，还提高了生活效率、安全性以及病情康复的质量。

随着我国智能医疗发展的日趋成熟，药品管理一体化

进程逐渐发展，基于目标导向的家庭药物管理产品系

统设计将有深远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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