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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 AR 技术的运用为食品包装带来的全新互动模式及意义。方法 通过分析消费者心理并

借助市场上已有的成功融合 AR 技术的食品包装案例，探析 AR 新技术条件下食品包装中的互动性设计。

结论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包装数字智能化成为一种趋势，AR 技术在食品包装领域的运用成功颠覆了消

费者与包装的互动模式，实现互动由二维向三维的转化，创造了更加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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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Design of Food Packaging Based on AR Technology 

LI Ying, SU Ya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new interactive mode and significance for food packaging brought by the ap-

plication of AR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sumer psychology,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food packaging cases 

on existing market, which successful integrated AR technology,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food packing under the new AR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In the digital era,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packaging has become a trend and the AR technolog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food packaging has successfully subverted the interactive mode between consumers and packaging. 

It achieves the interaction from two-dimensional to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es a more personalized 

consumer experie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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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消费

者的选择增多，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逐渐由消费商

品本身转向精神互动性消费。市场上现有的食品包装

大多还停留在保护产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等基本

功能上，除部分针对儿童的食品包装外，其他种类的

食品包装在互动性设计领域还比较鲜见，且互动形式

单一，以包装图形互动或包装结构互动的形式较为常

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方位体验需求。消费者与产

品的互动过程不但是消费者加深对品牌好感度的过

程，同时也是产品与消费者交流的过程，因此，在食

品包装中融入互动性设计给消费者带来全新多感体

验，同时打造商品包装的个性化设计，已经成为新的

消费需求[1]。 

目前，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很难仅凭包装

装潢等脱颖而出，获得消费者青睐，新的消费需求往

往是新技术诞生的重要动力，新技术的运用也将推动

包装的发展。AR 增强现实技术的三维动态互动形式

区别于传统的互动模式，能够为消费者带来一种更加

真实生动，参与度更高的消费体验。 

1  AR 技术简介 

AR 技术即增强现实技术，是一种局部或部分的

虚拟，是连接虚拟和现实的桥梁，使得包装在与消费

者互动的功能和效果上进一步增强。认知心理学家唐

纳德·A·诺曼认为，设计智慧型物品有两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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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其中一个是迈向智能增强，提供有用的工

具，让人们自己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使用这些

工具[2]，而增强现实技术正是如此。增强现实性工具

让人感到舒服，将一切自主权交给使用者，人们可以

选择用或不用，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忽略掉自己不

需要的功能。增强现实绝对不是强制性的，不同的使

用者有不同的需要，使用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

以更加舒适的方式接受和使用这种新技术。 

AR 技术与二维码技术有本质上的区别，二维码

技术是直接连接到一个虚拟的事物，而 AR 技术则是

虚拟与现实的融合叠加，是一种虚拟显示技术[3]。AR

技术可以实现更多生动的动态效果展示，使消费者充

分了解产品的隐藏信息，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包装与消

费者互动和扩展包装信息承载量的问题，同时也通过

三维动态的互动形式塑造了一种与消费者沟通的全

新模式。 

2  AR 技术的互动性运用 

AR 技术在 1990 年就已经被提出，但在较长一段

时间里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应用到普通消费者。

直到智能手机的出现，AR 技术才得以被人们推广、认

知。如今大部分人都拥有一部运算能力强大的智能手

机，这也为 AR 技术真正走进普通生活创造了条件，消

费者只需用一部移动设备扫一扫，三维形象就跃然纸

上，成功实现了由二维平面互动转变为三维动态互动。 

宜家家居是来自瑞典的全球知名家具和家居零

售商，其合理有效的运用 AR 技术展示产品，使得产

品的展示更加直观，见图 1。消费者只需使用移动设

备扫瞄宜家目录页并同时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就可

以在移动设备上看到这些家具放置在自己家中的情

况，不需要将家具搬回家就能看到其在自己家中的摆

放效果。将虚拟的家具融入到真实的居家环境之中，

这就是 AR 技术为消费者带来的更加方便快捷、虚拟

与现实叠加的购物互动体验[4]。 

随着人们对于手机使用 AR 的接受度不断提高，

英国已经开始在大型超市中使用这项技术。IBM 开发

了一款 AR 购物助手软件，利用 AR 技术能够有效扩

大信息承载量的优势，将超市中的产品进行信息整合

汇总。每个产品上都放置有特殊标识，消费者只需用

手机扫一扫，商品的详细信息就可以展示出来。消费

者可以在移动设备上看到更多精准的产品信息，这种

消费方式的转变让超市购物有了变革性发展。AR 技

术为人们带来了信息隐藏与自主选择的互动体验。 

此外，三维游戏互动也是 AR 技术独有的互动形

式，不同于传统的二维互动，AR 游戏采用半沉浸式

的游戏形式，游戏场景与现实场景完美融合，使用户

身临其境，进一步升级了用户的游戏体验，使消费互

动形式更加丰富，互动体验更加真实，真正实现消费

者的视觉，听觉、触觉全方位互动感受[5]。 

 
 

 
 

图 1  宜家家居 AR 技术运用场景 
Fig.1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AR technology in IKEA 

 

3  AR 技术在当代食品包装中的互动性设计 

AR 技术的互动形式，给食品包装的创新设计带

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借助科技的创新，AR 技术在

食品包装领域的应用将促成一种新的消费体验模式，

消费互动也将会发生跨越式发展，根据互动设计所起

到的作用不同，将互动形式分为 3 类：包装基本的信

息传达互动、包装使用过程的趣味游戏互动、包装基

本功能以外的互动功能延展。这些全新互动模式都是

食品包装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跨越式进步，不仅给消费

者带来使用便利，更大程度上通过这种个性化的互动

体验设计，给消费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进而提升

了品牌的价值。 

3.1  沉浸式多维互动，实现产品信息的自主性传达 

与传统包装相比，AR 技术在食品包装领域的运

用能够在有效扩大包装信息承载量的同时，使消费者

在商品信息获取方式上更加多维、更加友好。一方面，

AR 技术将信息隐藏在 AR 虚拟场景中，而这种承载

量没有上限的虚拟空间信息储存方式使得消费者可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获得对自身有效的信息内

容，这就是智能增强，完全以消费者为主体，拒绝强

制性的信息输入，人们有选择信息的权利。另一方面，

AR 技术的运用可以在食品包装装潢上减少不必要的

文字信息，有效地增强了包装整体的艺术美感，而信

息部分则隐藏在 AR 虚拟场景中。这就是科技带给人

们的全新互动形式，完全自主的互动体验，也是一种

完全在消费者掌控下让人们产生好感的科技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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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融合[6]。 

如亨氏番茄酱包装是一款融合 AR 技术的智能包

装，产品生产者希望使消费者了解到产品的详细使用

说明、搭配建议以及烹饪技巧，但是对于传统意义的

印刷包装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有限的包装大

小客观上限制了包装的信息承载量，过多的信息会占

据大部分的包装装潢空间，牺牲了视觉去传达文字信

息，导致包装的艺术美感下降，而 AR 技术的应用则

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见图 2。当人们扫瞄亨氏番

茄酱的包装图案时，包装上的标贴就会变成一本小

书，详细的烹饪方法使消费者在更加方便快捷的使用

产品的同时使包装保持了简洁的视觉展示效果。在这

款食品包装设计中，AR 技术的运用使得包装更加智

慧，信息的交互更加便捷，通过这一技术生产者可以添

加更多有用的信息服务，真正实现信息维度最大化[7]。 

 

 
 

 
 

图 2  亨氏番茄酱 AR 菜谱 
Fig.2 Heinz Ketchup, AR menu 

 
除了亨氏番茄酱以外，麦当劳作为快餐行业的大

佬也紧跟科技的脚步，将 AR 技术成功运用到了其食

品包装之中，见图 3。在麦当劳推出的一款依托于

AR 技术的快餐食品包装中，消费者只需在购买商品

后通过扫瞄包装进入虚拟场景，就可以了解到食材的

来源，生产制作的过程，甚至能够清楚地查询到食材

供应农场中农民的基本情况。此外，消费者也能够通

过生动的动画演示看到食物背后的生产故事，真正实

现完全透明化展示，使消费者放心购买。 

 
 

 
 

图 3  麦当劳原材料来源 AR 场景 
Fig.3 AR scene of McDonald's raw material source 

 
包装除了具备保护商品的基本功能以外，也是消

费者和商品沟通的媒介，承载着商品的信息和文化。

AR 食品包装的互动形式真正实现了信息维度最大

化，不仅是在互动形式和信息展示方式上发生变化，

其应用也意味着消费者真正成为了包装的主人，消费

者不但能够筛选自己需要的信息，设计师从此也不再

需要为大量的产品信息预留展示空间，从而有效确保

了包装保持更有艺术性的视觉表现效果[8]。 

3.2  趣味性游戏互动，创造新的消费体验 

科技应该为生活带来更多东西，不仅仅是产品性

能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够使生活更加丰富有趣。互

动游戏曾经被认为是儿童或是青少年不用耗费脑力

的休闲活动，但如今已经推广到了成人，带给他们更

休闲有趣的生活体验。AR 技术的游戏互动，将给消

费者带来全新的互动体验，见图 4。格力高食品在日

本市场上投放了一款游戏互动型 AR 包装，包装盒内

部印有卡通角色形象，消费者展开包装盒后，可根据

自身喜好为包装盒上的动画角色填色，之后再通过手

机扫瞄即可得到一个自己亲手绘制的虚拟卡通形象。

这个虚拟角色能够配合动作和语音与消费者互动，深

受日本消费者的喜爱。再如，品客薯片在世界杯期间

推出的一款可以踢足球的包装，充分满足了足球爱好

者的需求。消费者扫瞄包装后进入虚拟场景，利用包

装控制场景中的足球踢进球门，AR 技术的巧妙运用，

不仅以游戏的方式满足了足球爱好者的需求，同时更

达到了良好的品牌宣传的效果，消费者在享受 AR 互

动游戏的同时提升了对品牌的认可度。未来的包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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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满足基本的保护功能之外，消费者也更倾向于选择

新奇好玩的具有个性的产品包装，在互动过程中，消

费者的视觉刺激放到最大，从而使用户对于产品产生

更加深刻的印象[9]，依托于 AR 游戏的包装将成为包

装发展的新趋势。 
 

 
 

 
 

图 4  格力高游戏互动场景 
Fig.4 Glico game interactive scene 

 

3.3  视听互动，实现包装功能延展 

AR 技术是可以满足消费者视觉、听觉、触觉、

甚至是味觉的全方位虚拟体验的技术，打破了包装原

有的功能限制，积极与其他领域合作，实现了包装的

功能延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跨界包装，见图 5。可

口可乐公司推出的可以听音乐的可乐瓶子，与在包装 
 
 

上印制二维码的方式相比提高了 300%的互动参与

度，可乐包装既是包装容器也能够听音乐。这就是可

口可乐与流行音乐平台 Spotify 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做

“玩可乐”的活动，通过手机扫瞄可口可乐标签就可

以播放由 Spotify 提供的 189 种特别播放列表中的音

乐，瓶子周围也会出现相关音乐专辑的封面，扭转瓶

身还可改变不同的音轨，瓶身摇身一变成为了音乐遥

控器，极大的提高了消费者的互动参与度。可口可乐

再次通过 AR 技术使可乐罐变成了一辆赛车，消费者

只需用手机扫瞄可乐罐搭成的赛车，就可以在虚拟和

现实结合的世界里用这辆可乐罐赛车玩一场赛车比

赛了，在传统包装上这些功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图 5  可口可乐 AR 音乐瓶运用场景 
Fig.5 Coca-Cola AR music bottle application scenarios 

 

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的竞争由来已久，在新技术

的运用上其也不甘示弱，见图 6。百事可乐与 QQ 合

作推出了 AR 表情瓶，只要扫瞄瓶身的定制表情就能

观看一段有关百事欢聚、音乐、运动和美食四大主题

的有趣动画短片，借此百事可乐和 QQ 同时获得了品

牌传达的共赢。 

     
 

图 6  百事可乐 AR 表情瓶 
Fig.6 Pepsi AR facial expression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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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例可以看出，传统包装很难实现的全方位

互动体验模式，在借助 AR 技术后，却能轻松完成。

AR 技术在食品包装方面的互动使包装变得更有智

慧，变成了一个鲜活的、有生命的个体，同时能够完

成与消费者全方位的三维互动，实现与消费者的无障

碍沟通。 

4  结语 

AR 技术运用在食品包装领域使包装互动模式实

现了颠覆式发展，包装信息承载量在扩大，传达产品

信息的维度与方式也在改变，消费者能够更加自主获

取有效信息的同时也能与产品进行有趣的三维游戏互

动，使商品的品牌文化、产品特性等信息转变为消费

者更愿意接受的形式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正实

现了智能增强。另外，包装的三维互动模式不仅是为

了生动形象，也成为一种娱乐媒介，大大扩展了包装

的娱乐功能，从而实现了包装功能上的进一步  扩展。 

全球包装巨头瑞士 SIG 集团康美包公司的全球

产品经理认为：“互动内容的加入，让包装业不再空

洞，反而变得有血有肉，有了‘生命’，而 AR 技术

的运用也将成为包装行业的一大机遇。”在包装行业

中 AR 技术的应用使得食物也仿佛有了生命，使得包

装与消费者之间不再是单向的传播信息，而是双向的

交流沟通[10]，为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未来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将使互动体验更加真实。

在未来的超市购物，通过包装上的 AR 技术，消费者

将直接与商品进行交流，AR 包装领域可能成为营销

竞争的新平台。大数据时代下基于 AR 技术的食品包

装也将更进一步实现数据的整合，或许在不久的将

来，借助手机或佩戴 AR 读取设备进入超市，即可获

得定制的产品信息与服务，实现更加个性化的 AR 食

品包装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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