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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优化快递员在派件过程中的通信操作方式，为可穿戴通信设备设计提供研发思路，设计更

适合快递员派件时使用的穿戴式通信产品。方法 从通信技术和应用层面分别对路程优化、信息识别、

信息处理和通信签收流程进行归纳总结，选取若干快递员通信产品，从其原理、优缺点、使用范围来进

行比较，得出现有产品的现状分析和不足。以用户需求调研为基础，通过需求分析展开概念草图、功能

分析、使用方式及技术实现来进行快递员可穿戴通信设备设计实践，以模型制作和测试来验证设备的可

用性。在现状分析和用户需求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款快递员可穿戴通信设备。结论 快递员可穿戴通信

设备创新设计可有效防止设备跌落，提升用户安全性和派件效率。可穿戴人机交互模式提升了设备的整

合度，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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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of Wearable Courier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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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wearable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by optimizing the operating mode of communication in express delivery process, and design a wearable com-
munication product more suitable for the courier. The process of route optimization,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informa-
tion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signing was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
tion. A number of courier communication products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principl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scope of use, thus obtai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defi-
ciencies of existing products. The design practices for wearable courier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concept sketches,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usage of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based on user demand research. The 
usability of equipment was verified by model making and tests. The wearable courier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was de-
sign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user demand.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wearable courier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equipment falling, and improve user safety and delivery efficiency. The wearable hu-
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ode improves the equipment integration and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s. 
KEY WORDS: industry design; wearable equipment; express communicat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novative design 

随着电子商务和物流行业的迅猛发展，收发快递

现已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1]。智慧物

流的发展带动了快递行业周边设备的创新与研发[2-3]，

如文献[4]将新型机械装置与智能手机结合，从而使快

递的放置整齐有序。文献[5]采用升降机构胶带封装设

计和气缸拉箱成型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不同尺寸的

快递商品的运输、传送，以及快递纸箱的自动封装。

文献[6]提出了“智能无人快递小车（机器人）”创新

设计的构想，并论述了其设计的可行性及合理性。文

献[7]中的智能快递终端机采用安卓系统，具有扫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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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配备了手写笔。它不仅集成了多种功能，而且

提升了操作体验。文献[8]从机械结构设计的角度去设

计多功能快递车厢，解决了快递多而杂和易损坏，以

及安全驻车等问题。然而以上研究主要是以快递运

载、封装设备、取货终端设计为主，缺乏对快递员通

信设备的整合研究。传统的快递手持智慧终端设备虽

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快件分拣、装车发货的速度，但

也存在功能相对单一，派送不及时，设备易损坏等问

题[9]。因此，需要依据快递员通信的实际需求来展开

人性化设计。 

1  快递行业通信现状 

1.1  使用技术与应用 

通过对文献的查阅、总结和归纳，对现有的支持

快递员通信设备使用的技术和系统应用进行归纳和

分类，依据路程优化、信息识别、信息处理、通信签

收四大模块展开说明[10-12]。现有快递通信技术和应用

归纳见表 1。 

1.2  市场快递通信设备分析 

在调研目前市场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别对手持

扫描枪、手持 PDA、无线巴枪和集群手机从名称、

原理、优点、缺点和使用范围进行比较。常见快递通

信设备见表 2。 
通过对现有快递相关通信设备的优缺点进行比

较，发现目前中国快递业所使用的通信设备主要是将

快递通信与通信功能分开，各个设备的功能相对单

一，功能整合设计不足。 

2  快递员通信设备需求调研 

首先，进行设计需求的信息收集。以快递员为目

标用户，采用问卷调研法，根据现有市场上常见快递

设备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调研问卷，内容包

括便携性、耐用性、稳定性等方面的调查。通过现场

及网络发放的方式，一共发放六十份问卷，实际回收

五十八份，剔除无效问卷两份，有效问卷为五十六份。

整理回收信息并分析得出快递员通信设备设计需求。 

2.1  便携性需求 

现有的快递设备需要借助单手或双手持握使用，

在快递员派送货物数量较多时，容易导致其派送效率

不高。同时，部分快递员会在运输过程中单手使用快

递设备，这也增加了安全隐患。 

2.2  耐用性需求 

在派送快递过程中，快递员常需处理多项任务。

因意外滑落而导致手持设备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其

原因在于手持这一使用方式的防跌落性能较低。特别

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设备容易被淋湿，进而出现故

障，因此，需要在设计上提升设备的耐用性。 

2.3  功能性需求 

由于现有快递设备的功能相对单一，快递员在使

用设备过程中把主要时间花费在拨打电话和寻找信

息上，部分设备只能手动输入电话号码，服务终端与

服务站之间未能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签收系统。

在配送路程规划和优化方面，现有设备也没有提供良

好的服务支持。 
 

表 1  现有快递通信技术和应用归纳 
Tab.1  Existing expr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duction 

类别 路程优化 信息识别 信息处理 通信签收 

通信技术 利用 Android 平台、图论

模型和云计算规划 
采 用 对 应 快 递 单 条 形 码

的方式来进行信息汇总 
二维码、NFC 加密技术、

指纹识别、互联网传输 
移动终端设备（集群手

机、手持平板电脑等）

应用层面 为 移 动 终 端 自 动 规 划 最

短、最快的投递路线 
收 到 快 件 后 对 其 信 息 登

录、汇总的重要步骤 
个人信息保护、物流数据

传输 
保护个人信息和客户安

全签收、送货的评价 

 
表 2  常见快递通信设备 

Tab.2  Common express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序号 名称 原理 优点 缺点 使用范围 

1 手持扫描枪 激光扫描 自动扫描，迅速准确 只适用于信息处理，不适

用于派送 
信息识别录入

2 手持 PDA RFID 读写 能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通信，可采集

指纹 
体积较大，形态单一，续

航能力差 
信息录入派送

3 无线巴枪 扫描+GPRS 功能 传输及记录数据和客户电子签名 不能系统定位和直接通信 信息录入派送

4 集群手机 集群通信系统 通信方便，减少通话费用，办理方便 只能通信，不能进行信息

互动及反馈 
快递员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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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稳定性需求 

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快递员使用终端时信息传输

是否稳定。快递配送过程中受制于路面状态、交通状

况及紧急事故等因素影响。快递员的肢体需要做出相

应动作以回应警示信息，关注通信设备的稳定性不仅

有助于提升信息传输效率，而且能加强快递员的人生

安全。 

3  快递人员可穿戴通信设备设计实践 

3.1  草图方案对比与优化 

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方案草图绘制，分别

得到四个方案，依次为腕带式穿戴设计、手部穿戴设

计、眼镜式穿戴设计、头盔式穿戴设计，见图 1。经

过方案对比分析，确定头盔式穿戴为最终方案，见图 2。 

3.2  产品主要功能 

3.2.1  防止设备跌落 

设备采用可穿戴设计理念，将头盔和与快递员通 
 

信设备进行组合设计，解放双手，简化快递员在收件、
送件中的工作步骤，将扫码、通信与一线配送员必须
使用的头盔结合，用可拆卸组合的方式，使其适用于
不同的工作情境。该产品可使快递员在配送时最大限
度地减少通信工具对双手的占用，提高其工作效率和
使用舒适度。 
3.2.2  增加快递员安全性 

通过头盔与通信设备组合的设计，可以在保证快

递员安全的情况下，满足通信功能，减少快递员工作

时携带设备的数量。头盔式穿戴设备可以完全地解放

快递员的双手，当其在与客户通话、交流时，手部穿

戴还能辅助快递员进行工作，方便他们在行驶途中和

搬运途中进行操作。另外，头盔后部提供安全指示灯

功能。在路程规划的前提下，快递员在行驶路上时，

后置的安全提示灯可用灯光来提醒后门的行人或车

辆，且配有左右转向提示及紧急刹车停车提示，后置

安全提示灯和手部配件使用方式见图 3。 

3.2.3  优化通信交互方式 

当快递员佩戴头盔时，头盔内部处理装置根据从 

 
 

图 1  多方案草图 
Fig.1  Multi-scheme sketch 

 

 
图 2  头盔式穿戴草图 
Fig.2  Headwear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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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后置安全提示灯和手部配件使用方式 
Fig.3  Use of rear safety light and hand accessories 

 
 

后台系统接收的配送信息进行优先分配和路程规划，

通过声音或手部显示设备来辅助显示，提示快递员下

一个配送位置。在配送途中，快递员通过手部显示设

备来辅助其给客户拨打电话及发送即时消息。到达目

的地后，快递员使用头盔顶部的扫描装置来进行送达

信息录入和客户签收的工作。在不方便使用头盔时，

快递员可将头盔放置在交通工具上，并取下头盔上的

可拆耳麦，利用手部辅助装置和可拆耳麦进行通信等

工作。当工作结束后，回到快递服务点，将头盔取下，

利用 USB 接口进行充电，以便下次使用。 

3.3  产品使用方式 

产品侧面可拆耳麦能够在头盔两侧滑动收缩，从

而方便快递员在配送途中接打电话。头盔后部有独立

的通信元件，方便拆开进行更换或维修。底部有 USB
数据线接口，可进行数据拷贝和头盔充电。可自动收

回的护目镜方便快递员在使用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对护目镜进行调整。头盔前端是自动扫码端口，方便

快递员进行信息录入和更新，头盔顶部是其他电子元

件，平均分布重量可以提升头盔安全系数。左侧的安

全挂带上附有收音麦，这能保证与客户的通话质量。

使用状态见图 4。 

3.4  产品技术实现 

头盔分为安全部件、通信部件和扫码部件三个部

分。安全部件为头盔的基础功能，保障快递员的行车

安全，由顶盖、外壳、护目镜、透气防撞里衬、可调

卡带和外部挂带卡扣构成，还含有与处理器联系的安

全指示灯。通信部件作为实现头盔即时通信功能的部

件，由电子通信元件、信息处理器、可拆耳麦、收音

麦、带有 USB 接口的电池等构成。扫码等其他功能

由前置扫描头、相应电子处理芯片等构成。头盔外壳

材料选择 ABS 工程塑料，里衬选择 EPS 膨胀性聚乙

丙烯。ABS 工程塑料具有 PC 树脂的耐热性、耐候性、

尺寸稳定性和耐冲击性能，又具有 ABS 树脂优良的

加工流动性，产品爆炸图见图 5。 
 
 

 
 
 

图 4  使用状态 
Fig.4  Us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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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产品爆炸图 
Fig.5  Product explosion chart 

 

 
 

图 6  实物模型 
Fig.6  Physical model 

 
3.5  模型制作与测试 

使用 Rhino 软件进行内部结构、电子元件和外部

型面的建模，用 Keyshot 软件进行渲染。建模时采用

实际尺寸，与人体数据相匹配。产品实物模型制作分

为 3D 打印和手工两部分，以 3D 打印制作为主，得

到实物模型，见图 6。 
选取从业三年以上的快递员对该可穿戴设备进

行了满意度测试。测试项目为产品功能满意度、操作

满意度及产品外观满意度。要求测试者在详细了解产

品的功能和用途后，使用样机模型进行实际体验操

作。采用 7 级李克特量表里来对其进行评价、打分，

1 代表不满意，4 代表满意，7 代表很满意。共发放

六十份问卷，回收五十四份，剔除无效问卷四份。测

试结果见表 3。 

表 3  快递员满意度测试结果 
Tab.3  Test results of courier satisfaction 

测试内容 功能满意度 操作满意度 外观满意度

分值 5.74 5.55 5.63 
 

从测试内容上看，功能满意度、操作满意度和外

观满意度测试值均高于满意度的均值水平，测试结果

达到预期目标。   

4  结语 

快递员可穿戴通信设备创新设计为快递行业通

信产品供了设计依据，为快递设备的整合和优化设计

提出创新性思考方向和实践经验。在快递的派件环节

中，能极大地提升快递员派件环节的安全性和便利

性，降低设备跌落概率，改善操作体验，提高用户满

意度，设计符合人性化要求。该装置投入市场应用后，

可提高快递派送效率和提升设备的整合度，快递员可

穿戴通信设备具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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