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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天然材料的包装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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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包装设计中的天然材料元素及其应用策略。方法 由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自然资源危机谈

起，延伸至包装设计领域，探讨其对天然材料的价值需求，再结合天然材料的分类及包装的再生性，探

讨其在推动包装创新、迎合市场趋势和资源重复利用上的优势，总结其在包装设计中的可行性和重要作

用，得出其在简约性、低成本和可再生方面的应用路径，最后基于人的感官和天然材料对比的应用进行

总结，列举出经过市场检验的成功案例，进一步论证方式方法的可行性。结论 包装设计工艺十分复杂，

同时对各个元素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但天然材料依然有着极大的应用空间，经过巧妙组合与创造的天然

材料能够赋予包装新的风格与韵味，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情感体验，引领未来包装设计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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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Natural Materials 

HE Min 
(Suihua University, Suihua 152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natural material elements in packaging design and its application strategy. 

The paper discussed from natural resources crisis faced by contemporary society to the packaging design field, discussed 

the demands for value of natural materials; Coupled with classification of natural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of totipotency, 

its advantages in the pushing packaging innovation and catering to the market trend were discussed. Its feasibility and 

important role in packaging design were summarized to obtain the simplicity, low cost and renewable applications path. 

Finally, it was summarized based on human senses and natural material contrast. Market tested successful cases were 

showed to further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approach. The packaging design process is very complex. It requires rela-

tively high for each element. But the natural materials still have great application space. The natural materials that have 

been skillfully combined and created can endow the packaging with new style and charm, bring new emotional experience 

to consumers and lead the trend of future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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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赋予人们更加丰富的生活

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生存危机，如温室效应、土地

退化等自然资源危机以及生态环境危机。在这一背景

下，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包装的设计形式

与材料选择越来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1]。事实上，包

装设计在最初阶段只是简单使用树叶、果壳、贝类等

天然材料进行物品的包裹，以便对其进行储存和保

护。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包装的材料逐渐拓展开来，

形式也变得多样，以便适应不断进步与发展的社会需

求。然而，对形式的过度追求和对材料的越发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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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让包装的性质与意义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不必

要的过度包装，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给人们的生存

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一些危机

的恶化[2]。为了将影响降到最低，给人们的生活环境

带来改善，包装设计师逐渐认识到天然材料的优势，

于是，在包装领域掀起了回归自然、推崇天然的设计

风潮，在保持天然材料特点和品质的基础上，带来了

一种视觉的愉悦感和触觉的舒适感，以满足人们的精

神体验与情感诉求。 

1  天然材料的分类及包装的再生性 

真实感与和谐感是天然材料的原始特性，有着永

恒的魅力。从细节分析，天然材料有着地域性强、纯

度差别大、形状性能不一等特点，从类别上看，主要

有自然金的天然金属材料，木、竹、草、皮、毛、角

等天然有机材料，以及花岗岩、粘土、大理石等天然

无机材料 3 大类。所谓天然材料包装就是将天然材料

应用于产品包装的设计方式[3]，这样的产品包装借助

材料资源分布广、就地取材、生态环保等特点，实现

了包装形式的升级和材料的创新，给包装设计的再生

创造了条件。 

2  天然材料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2.1  促进了包装设计的创新与变革 

在包装设计中，坚持以节约材料为原则，力图在
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材料浪费，这
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计师
开始从原材料的选择入手，将可降解、可食用、可重
复使用的天然材料作为首选，同时十分注意辅助材料
是否有害，最大限度地降低包装材料对生态环境的污
染。有的包装更是采用了一种较好的无污染一次性食
用包装材料，在美观的同时强调天然、环保，有效地
推动了现代包装设计的创新[4]。 

2.2  符合现代包装设计的市场需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综合素质已经有了很大
程度的提升，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增
强，开始重视绿色生态环保的包装。而相关调查也表
明，越来越多的人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会查看包装的
生态标准，由此催生了一批新一代的绿色消费者[5]。
鉴于这一现实，包装设计师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消费
者的心理情况和现实需求，对物品将会对环境产生的
影响进行了思考，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天然材料，降低
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也符合
市场的发展趋势。 

2.3  顺应了资源保护的现实需求 

一直以来，产品包装在被使用后便会遭到丢弃，

尤其是一些食品包装更是成为了污染环境的垃圾。这

样的包装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短暂的方便，但是却造成

了长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6]。但天然材料不同，

其大部分都可以被降解，能有效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有生长速度快、分布范围广的突出特点，给当前的包

装设计创造了大量的有益材料。 

3  天然材料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的主要方法 

3.1  简化设计，推广减法 

由于包装材料的消耗占材料总量的比重较大，产

生了大量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事实上，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并不需要过于繁杂、

过度装饰的包装，因此在材料的选择上应以简洁为宗

旨，简单利用一种古朴、自然、天然的包装材料，给

人们带来一种亲切感和一份恬静与安逸，这便是天然

材料最有魅力的地方。第一，在对天然材料的使用中，

无论是纸质材料、有机材料、还是可回收材料等，都

要将其无毒害的天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尽量减

少用量，取其精华，展现材料自身的美，避免不必要

的浪费。第二，在包装结构上，可采用镂空透明、组

合插接、扣合对比等手法，将简约的理念贯穿其中，

在保护产品的基础上，追求典雅简洁的审美表达，满

足现代人崇尚自然、回归本色的审美追求。第三，要

从设计形态上实现简约，以典雅简洁为中心，强调材

料的肌理美。 

3.2  降低成本，简单易得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天然材料，只要善

于观察就能发现。包装设计师要做的就是化平凡为神

奇，充分利用天然的植物和动物的皮、纤维，抑或竹类、

树枝类和草类等天然材料，直接作为包装的外在形

态。另外，贝壳、麦杆、椰子壳等随手可得的天然材

料同样可以借助新的思维方式进行诠释，挖掘其中的

天然美，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包装的成功[7]。 

3.3  回收再生，重复利用 

一般天然材料是可以自动降解的，经过自然环境

中分裂降解和还原，可以再次回到生态环境中，被重

复利用。在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就要遵循这一特点，

考虑包装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可持续性，从提

取、生产、运输、丢弃、填埋和焚烧等各个环节进行

全面思考，进一步提高包装的“再生”价值[8]。另外，

设计师对天然材料的循环利用考虑的是一种态度，可

以在无形中帮助消费者建立环保意识，这种形式在一

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包装的附加值。 

4  天然材料在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4.1  基于感官体验的应用路径 

包装发展到今天，材料的选择已经十分广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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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元素还是人造包装材料，都在不同的层面发挥

着效用。具体到天然材料而言，在应用方式上更多的

是从人的感官体验出发，再结合视觉、触觉、嗅觉等

方面进行设计应用，以获得理想的包装设计效果。 

从视觉层面看，包装视觉表现的冲击力大小影响

着商品销售的好坏。很多时候，人们选择商品，都是

从注意开始的，因此视觉的强化十分重要。有了强大

的视觉吸引力，天然材料的应用才能使人产生强烈的

情感共鸣，这才是有价值的[9]。比如“酒鬼”酒的瓶

身包装就将天然材料应用其中，与整体造型巧妙融

合，表达出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瓶身外形的设计似

饱满且捆好的麻袋，表达出了强烈的民俗气息，而在

酒瓶材料的选择上则选择了陶为原材料，再经过一些

设计思维的创意表达，呈现出了令人震撼的视觉效

果，表达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最终在市场上成功突围。

此外，强调天然材料特质的还有竹篓包装的酒和糕点

等，借助有着浓浓民间文化特色的天然材料，给人一

种亲切感，简单而有趣，美观而强大，既大大降低了

包装成本，又保证了材料本身的纯净性，将材料本质

美真实地表达了出来。 

从触觉层面看，天然材料的肌理、厚度、冷暖等

给了包装设计无限的遐想。那种不同材质所具备的独

特的触觉审美，能够引发人们的深层体验，实现对视

觉层面的体验的升华，引起更多的情感共鸣。人的皮

肤在与物体接触时能够产生各种感觉反应，让人们在

无形中被波动，形成更加深刻的认知。比如茧材料在

包装设计中的应用[10]，茧壳作为天然材料，其本身所

固有的颜色和纹理就是强大的视觉语言，将其应用于

包装设计中，可以对现代包装材料创新设计进行最好

的诠释，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其独特的触觉体验上。陶

瓷易碎品理想的包装材料就是蚕茧，其有着天然的缓

冲结构，只需配合设计师简单的自然表达，便能呈现

出独特的低调奢华之美，一旦被人的双手触摸，便能

够给人一种自然的感受，自然而然地被其肌理所折

服，有效地增加了陶瓷制品的产品附加值。 

从嗅觉层面看，借助天然材料的不同香味来反映

产品的性质，可以帮助产品包装最大化地吸引消费者

的注意，从而引发消费者积极的情绪，使其产生愉悦

的感觉，激发购买欲望[11]。一款纳豆包装设计就将稻

草作为天然的包装材料，实现了包装的创新和价值的

升级。这是因为纳豆是由蒸过的黄豆与枯草芽孢杆菌

纳豆的培养物后发酵而成，将其与稻草材料相互融

合，能够给人一种嗅觉享受，在无形中产生一种自然

的印象，仿佛进入了田园时空。湘西“老爹酒”将采

用竹篼烟斗型陶器盛装，这种设计古色古香，伴着酒

香味使人产生一种敦厚朴实的“老爹”情愫。 

4.2  基于材质对比的应用路径 

天然材料的肌理效果十分明显，它可以借助表面

变化或者加工改造来营造更加美好的主体效果[12]。比

如亚光的木材、光滑的竹材、粗矿的石材等，都可以

在组织构造中经过对比融合形成丰富的光影层次，给

人一种朴实、流动、强烈的审美感受，因此，从材质

对比角度出发，探索天然材料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十

分必要。一般而言，在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常常会选

择两种或 3 种以上的天然材料进行对比变化，展现视

觉张力，软与硬、粗与细、大与小、流动与静止，这

些都是可以用来进行对比的包装方向，它们彼此间相

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对立，给了包装无与伦比的

审美体验[13]。比如一些茶叶的包装设计，会在材料对

比上下足功夫，外包装使用木盒材质，内包装则选用

陶瓷材料，这种跳跃性的对比给人一种活泼的思考感

受，自然神秘又温情脉脉，周到的设计形式总是让人

心领神会而又怦然心动，产生购买欲。 

5  结语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与行为发生碰撞的实践

过程，具体到包装设计中，在材料的选择上同样应该

通过设计创新来促进包装的升级，实现更大意义上的

价值效用。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深入分析

天然材料与包装诉求的契合之处，研究天然材料的各

类应用和整合性设计方法，从简约、易得、可回收等

角度出发，结合视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体验，以及

天然材料的强烈对比，对包装设计思路进行整理与创

新，让天然材料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轻松的氛围重新

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更加真实、温暖的使

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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