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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材料的创新应用方法，强调包装材料的创新设计不应偏重于加工技术的开发，也

应注重对创新意识的培育，从而帮助包装设计树立更具创新价值和产能价值的地位，以创新性设计理念

与创新性材料应用手法赋予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提升企业品牌与产品的错位竞争能力。方法 运用开

放式思维方式，从多角度、多视点、多方利益入手进行研究，通过文献查阅、资料分析、跨学科比较、

个案研究等多种方法，对包装材料各类创新应用的形式进行梳理，挖掘材料的文化与形式内涵，归纳总

结出现代包装设计中材料的主要创新应用方法。总结 得出 4 类组合形式，即解构的组合形式、打破习

惯认知与思维定式的材料应用、运用仿生设计赋予包装材料感性色彩、应用新兴科技材料与技术。 

关键词：包装设计；材料；创新；应用方法 

中图分类号：TB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08-0057-05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8.08.013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Packaging Materials 

ZHANG Wei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s,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packaging materials should not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cessing technology, but also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

novation consciousness, so as to help establish more innovative packaging design value and production value with the re-

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material application methods. With innovative design concepts and innovative material 

application technique, it gives higher added values of products and improves enterprise brand and products with the dis-

location of the product competi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open mode of thinking, from multi angle, multi view point and 

multi interests, through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review, data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comparison, case study, it ex-

cavates the culture and form connotation of material, tidies the forms of all kinds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packaging 

material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packaging materials in the modern design. Innovative application methods of packag-

ing materials include open innovation design ideas and concrete means and technology of design. It mainly embodies in 

four categories, namely the combination form of deconstruction, breaking the habit cognition and thinking pattern of ma-

terial application, gives the perceptual color packaging materials using bionic design,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ma-

terials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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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构成包装外观形态的载体，具备储存、保

护、运输内容物的功能，也是包装设计进行创新的物

质基础[1]。目前绝大多数包装材料的研究集中在新兴

材料开发利用，着重于材料的物理特性描述以及机械

化应用的可行性分析。从设计行业发达国家的研究来

看，对材料进行全新、细腻认识，更加全面地挖掘材

料的文化与形式内涵，为设计开辟出更广阔的表达空

间，从而赋予产品极高的附加值，能提升企业产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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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竞争能力。对包装材料的创新设计不应偏重于加工

技术的开发，也应注重对创新意识的培育。同时，对

包装材料的创新应用讨论应按照开放式的思维方式，

从多角度、多视点、多方利益入手进行研究。 

1  解构的材料组合形式 

解构是现代设计中风格显著的艺术形式，主要体

现为随意性与不完整性。它用矛盾、折衷等复杂多元

的艺术情感对抗单纯的、固有的形式与观念。基于解

构理念下所进行的材料组合，更加注重各种材料自身

鲜明的物质特性与感觉特性，解构人们心目中旧的认

知，增强对比的艺术表现力。解构的材料组合形式是

对材料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的全新认识，将材料处理

技法多元并置，构成了错位且有趣的形式语言。 

1.1  异质材料的共生组合 

对异质材料的组合不仅需要注重材料之间物理

特征，还要针对材料的文化内涵进行或矛盾、或折衷

的共生表达，进而给包装带来丰富的文化表情，如木

材与金属、麻与皮革、金属与陶瓷、纤维与纸张等[2]。

各种材料的不同色彩、光泽、纹理、温度、透明度并

置一处，推翻了传统的单一秩序化表现形式，呈现出

自然与人为、柔软与坚硬、飘逸与稳重、透澈与层叠

的多元感受，以形式突变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2  同质材料的破坏组合 

对同质材料的破坏组合能丰富材料的艺术语言，

避免单一材料乏味的视觉及触觉效果[3]。对材料进行

撕裂、腐蚀、烧灼、浸泡等破坏性处理，使材料表面

的物质特征发生变异，从而形成残破不完美的艺术美

感。经过处理加工的同质材料相互之间层次更加丰

富，在破坏处理时也会留下一些自然的、不可逆转的、

无法复制的特殊效果，为包装设计增添丰富的艺术表

现力。此外破坏行为也能为材料增添新的人文色彩，

如撕裂处理可以带来遗憾美感，缺失的部分容易引起

人们的补全联想；水渍处理容易使人与某种行为活动产

生联系，使冰冷的材料加入生活气息；表面做旧处理能

使刚离开生产线的包装展现出厚重的时光磨砺的痕迹。 

"CARBON DATER"金刚石笔的包装设计通过对

瓦楞纸板的破坏性处理获得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表

现方式，见图 1。包装由 304 张瓦楞纸粘合而成，整

体造型显得体积厚重；切割开的瓦楞纸板侧面呈现波

浪状肌理，充满诗意；再对瓦楞纸板裸露部分进行火

焰枪处理，显现出时间磨砺后的气质。"CARBON 

DATER"的包装设计并没有突出瓦楞纸板材料卓越的

抗压、缓冲性能，转而强化了材料典型的瓦楞状肌理

纹样，并将其与木材纤维的纹理感觉相协调，使人能

将木材的感性认知转换于此，从而克服了纸张质量轻

薄的缺陷，从视觉和触觉上带来了厚重的质感，赋予

了包装极具震撼力的效果。 

 

图 1  "CARBON DATER"包装 
Fig.1 "CARBON DATER" packaging 

2  打破习惯认知与思维定式的材料应用 

打破习惯认知与思维定势是对创新能力的巨大

挑战。习惯认知与思维定势是一种因循式的思维模

式，它们与创新思维完全相反，缺乏开放性与灵活性，

容易造成思维的呆板与僵化。材料的创新应用需要对

这样相对固定的思维加以突破。 

2.1  迁移生活记忆 

包装的各类材料由于行业惯性会高频率地出现

在特定的使用场合中，如运输类包装中瓦楞纸由于抗

压力强、缓冲性能优越常常作为集合包装的主要材

料；木材由于弹性好、抗冲击力较强常常用来承装质

量较大的物体。虽然它们同为运输类包装，但因其都

有着各自惯常使用的场所与对象，各自不同应用习惯

也延伸成为材料感性认知的一部分。如果改变材料的

应用场所及使用对象，材料原有的背景语义也会随之

发生变异，进而产生奇妙的感觉联想。这样的设计方

式不以迎合商品市场的惯性思维为目的，相反却突出

了颠覆与否定的概念，意图带给消费者新鲜的感觉刺

激，也是对创新思维的创造性运用。 

"Gerba Agape"配药肥皂液就将医疗用输液袋的

形式与功能成功转移到日用品包装之中。洗浴用品装

在一个形似输液袋的别致塑料袋中，以夹子作为开关

装置，整个设计颠覆且另类，同时设计也点明了商品

含有药性的特殊性能，见图 2。因此可以看到变更材

料的使用场合与对象，不仅可以带来新鲜的感觉刺

激，还能对材料特性取长补短，借助材料不同性能使

其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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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erba Agape"包装 
Fig.2 "Gerba Agape" packaging 

2.2  打破材料使用场合壁垒 

日本设计师镰仓小町设计了一款豆腐包装，豆腐

一反常态地被装在气球里，见图 3。气球表皮材料的

弹性很好，可以装入相当体积的产品；一旦戳破气球，

废弃包装所占据的空间非常有限，便可实现节约与简

化包装的概念，即是减量化包装设计[4]。这款有趣的豆

腐包装揭示了现代包装设计的重要原则，即在包装功能

完成后，如何实现拆解包装使其便于丢弃和回收，而配

合这样的设计原则所诞生的材料创新方法，其核心内容

主要是转变人们对材料使用场合的习惯认知。 

 

图 3  镰仓小町设计的豆腐包装 
Fig.3 Tofu packaging design of Kamakura-komachi 

材料的使用场合与材料所要完成的包装功能密

切相关，正是由于包装的核心功能是完成保存与运

输，因此通常的包装形态都是坚固的，有一个相对固

定的造型，有一个内容空间，从而实现包装的核心功

能。而弹性材料由于形态的可变化性强，通常并未作

为包装材料。但镰仓小町认识到弹性材料在张开时可

以获得容纳空间，在收缩时又可以缩小占用空间，从

拆解包装的角度入手重新认识了弹性材料，打破了常

规。实际上正是由于人类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才

推动社会不断地进步，创新是实现人类求新求变欲望

的最佳方式。对好奇心的挑战有利于消费者感受到设

计的内在动力，见证设计师的聪明智慧，使作品更加

富有感染力与影响力。 

3  运用仿生设计赋予包装材料感性色彩 

仿生设计能将“真实”的生物特性直观、感性地带

给消费者。当人们看见或触摸到材料的感觉与某种生

物体或植物的典型纹理、色彩或构造特点一致，就会

将该生物、植物的特性转移到包装上，被模仿对象的

信息也就快速迁移到商品信息中。 

日本著名工业设计师深泽直人设计的概念化果

汁包装盒，充满着自然的意趣，激发人们的触觉愿望，

见图 4。他希望果汁盒子貌似真的水果，使人们获得

盒子里的果汁很纯正、很天然的心理预期。在这个系

列中，香蕉果汁造型宛如一根香蕉，并保留了香蕉表

面的纹理；草莓果汁的包装盒布满凹凸不平的草莓

印；奇异果果汁盒的外壳则布满毛茸茸的绒毛[5]。此

外，深泽直人还特意为爱喝豆浆的亚洲消费者设计了

一款豆腐皮饮料盒，外壳柔软光滑，恰似一块水灵灵

的嫩豆腐。包装模仿饮品原料的视觉特征和触觉体

验，仿生的设计形式使包装从简单的感觉体验上升为

感性魅力，也将天然食品的自然、纯正、安全的信息

成功传递出去。 

 

图 4  深泽直人设计的果汁包装盒 
Fig.4 Juice packaging design of Naoto-fukas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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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新兴科技材料与技术 

2016 年统一集团推出了“橙 PLUS”便携式固态冰

沙饮品，新颖的消费体验正是由包装材料、充填技术

等方面的革新所达成的。创新的充填技术使饮料瓶内

的负压空间发生了变化，液态产品开瓶后就会快速变

化为冰沙状饮品。同时瓶标印刷采用了符合食品安全

级别的温变油墨技术，当内容物温度在 8 摄氏度以下

时色彩可以由白变蓝。早前可口可乐公司也推出过

“特爽冰昔”产品。当消费者拧开盖子再迅速关上，

然后晃动、倒置再打开盖子，就会看到饮料自动结

冰的有趣现象，使消费者饮用到加冰的饮料。其原

理是内部低温空气做功吸热使温度下降结冰，当打

开瓶盖的一瞬间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带走了大量热

量，使得部分可乐处于零摄氏度以下，而出现薄薄的

冰。此外瓶体材料采用了一种由回收的可乐瓶加工

制成的纺织纤维，原材料中含最高达 30%可再生植

物，可 100%循环再利用。上述两款包装均充分体现

了消费者需求与包装功能的完美结合，同时也实践了

包装材料如何结合新兴技术从而提供全新体验。 

4.1  与包装使用功能接轨 

包装材料的创新需要与包装功能接轨方才真正

发挥创新的能量，否则仅仅在形式上的追逐新概念并

不能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或对环境改善发挥巨大能

效[6]。时下生态设计理念对包装材料提出了循环利用

的使用要求。生态设计即以产品环境特性为目标，以

生命周期评价为工具，综合考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相

关的生态环境问题[7]。伴随着消费者对环保理念的认

同和企业所承担的必要社会责任的规范，企业和消费

者正在逐渐为这样的设计理念买单。荷兰 Wellman

公司对 PET 容器进行完全回收利用 [8]。英国公司

Cyberpac 新研制的"Harmless-Dissolve"系列包装为无

毒可溶水的塑料材料，在溶水分解的过程中被微生物

分解成昆虫喜爱的天然物质，并不会释放有害物质、

无残留[9]。之所以该产品如此倍受英国包装材料生产

企业关注，是由于英国每年生产的 3000 万吨生活垃

圾中，塑料包装品就占了 590 万吨，而仅有 7%的塑

料包装品被回收。因此在包装材料的功能上赋予可分

解、无残留的新功能，进而完成包装材料从生产到回

收的循环链条。 

此外，新颖的绿色低碳材料同样也是以环境友好

为切入点完成材料技术创新，如水溶性塑料薄膜、天

然淀粉完全降解包装材料、高水溶性薄膜[10]。英国开

发的可食用包装材料，由糖、淀粉、脂肪酸和聚酯物

构成密封膜阻隔氧气，对水果蔬菜起到保鲜效果。这

样的天然淀粉完全降解包装材料既便于呈现商品的

色泽与品质，也免去了包装材料的浪费，具备了美观、

减量、即食的多重功能。 

4.2  与包装审美功能衔接 

由于包装设计对审美功能的高度关注，因此新兴

材料的开发可结合包装的审美功能，通过技术创新创

造出新的艺术效果，供设计师选择。玻璃仿陶技术革

新就是陶与玻璃两种材料在审美语言上的衔接。玻璃

瓶在制作磨砂效果时结合色料完成喷砂工艺，使玻璃

材料的光泽看上去像陶制品一样生涩，同时也更易于

批量化翻制模型。陶土制造的器具上始终都有颗粒，

而玻璃材料就完全避免了这样的缺陷。此外，玻璃制

的“陶瓶”上还可以演化出均匀细腻的渐变色彩效果，

这令真正的陶材料望其项背，从而衍生出全新的艺术

美感。 

5  结语 

包装材料的创新应用方法主要是指开放性的创

新设计思路，以及在设计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手段与

技术。通过将材料的感觉认识、物质特征、文化内涵

结合创新设计理念开展创造性应用，最终使包装设计

能够准确传达商品信息，协助整体策划塑造有竞争力

的品牌形象，从而带给消费者全新的消费体验。笔者

指导的毕业设计《NO.18325》概念花店包装设计针对

永生花产品开展包装设计研究，运用了“打破习惯认

知与思维定式的材料应用”创新设计方法。通常永生

花装在华丽的纸盒中，而《NO.18325》则利用水泥的

可塑性塑造了几何形态的水泥容器，一方面水泥容器

以 25°倾角将永生花的魅力展露无疑，另一方面永生

花鲜艳的色彩与灰色的水泥材质发生了强烈的视觉

与触觉冲突。这一包装设计挑战了消费者的习惯认

知，将坚硬与柔软、厚重与轻盈、朴素与艳丽冲突性

地设置在花卉产品的特殊场景之中，极易给人留下深

刻影响，从而良好地塑造了品牌个性与特征。 

从包装设计不断追求的创新实践和趋势来看，材

料的创新应用远不止上述 4 种类型，包装材料的创新

应用是多角度、多元化的，对材料创新设计的应用方

法研究应是开放式的、综合性地借鉴其他设计学科中

材料的应用手段与表现手法，从而使包装设计以全新

的视角得到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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