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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药品包装交互式设计的表现与方法，让老年患者尽可能地规避用药障碍，获得更加舒

心的药品体验，促进身体康复。方法 基于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提炼老年人交互式包装设计的基

本原则；运用交互式设计的基本原理，探讨老年人药品包装交互式设计的基本表现和方法。结论 将交

互式设计合理地用于药品包装，对于患者便捷服药、安全用药，对于畅通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具

有重要价值。作为一种人性化服务手段，老年人药品交互包装设计往往需要遵循安全、便捷与温馨 3 个

方面的原则，从科学的角度，通过特殊的材质、图文、色彩、结构及信息化设计，实现图文与听觉的交

互、色彩与情感的交互、患者与医护的交互，从而为老年人用药提供更加便捷、周到和安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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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nteractive Packaging Design for Elderly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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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and methods of interactive design of drug packaging, in an effort 

to help the elderly patients avoid obstacles in medicine taking as far as possible, obtain more comfortable medicine ex-

perience, so as to promote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active design of drug packaging for the elderly are extracted, and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active design, the basic performance and methods of interactive design of drug packaging for the elderly 

are discussed..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drug packaging is of great value for patients to take medi-

cine conveniently and safely, and for smooth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As a humanized service 

method,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drug packaging for the elderly often need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safety, convenience 

and warmth. From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through special material, picture and text, color,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de-

sig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icture and text and hea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r and emo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can be realized, thereby providing more convenient, thoughtful and saf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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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全球性问

题，2019 年《经济蓝皮书》显示，中国的老龄化人

口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 16%，属于“中等老

年化”，而日本、意大利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

数超过 36%，老龄化现象已经很严重。随着年龄的不

断增大，老年人的病痛不可避免地增多，对于常用药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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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随着身体机能的不断下降，

老年人在用药时也凸现出越来越多的生理和心理障

碍，比如说视力下降导致看不清药品包装和说明书的

内容，手部力量和手指灵活性下降造成打不开药品包

装，心理脆弱容易出现不良情绪而影响治疗效果等。

由此，如何通过改良包装设计以解决老年人用药的便

捷和安全问题，成为了老年人常用药品包装设计亟待

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不断进

步，基于更好地协调人与产品关系的交互式设计，不

断取得新成果和新突破，为提升设计的人性化水平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将交互式设计合理地用于药品包

装，对于患者便捷服药、安全用药，对于畅通患者与

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对于提升治疗效果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1  老年人药品交互式包装设计的原则 

交互设计（Interaction Design，缩写 IXD），被普

遍认为是一种互动式数字产品、环境、系统和服务的

设计实践[1]。以计算机学科为技术支持，以人机工程

学为理论基础，从交流的内容、方式、规则等维度，

通过语音、文字和图片等形式，对两个或多个互动个

体的交流互动进行统一设计。交互设计往往涉及人机

交互界面、认知心理学、用户体验及可用性工程等多

个学科或专业领域。“交互设计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

心，也就是以人为本，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2]

交互设计需要以用户为中心，特别注重从人的行为、

认知和体验出发，让产品包装更好地吻合用户的人性

化需求。近年来，“交互”已经广泛运用于包装设计

中，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产品体验。需要明确的是，

在交互式设计中，交互只是手段而并非目标。交互式

药品包装设计，目的是要通过包装交互这一渠道，让

患者尽可能地规避用药障碍，获得更加舒心的用药体

验。作为一种人性化服务手段，老年人药品交互包装

设计一般来说需要遵循以下 3 个方面的原则。 

1.1  安全原则 

“交互设计本质上还是通过模式、指南、组合、

方法和工具等产生不同的创新生成类别，开发不同的

用户体验交互方案。”[3]无论怎么交互，都应该是有

利于用户增强切实的“获得感”。药品是用来防病治

病、保障身体健康的，这就决定了安全是用药的首要

原则。药品安全，一方面来自药品自身的安全，另一

方面也来自保护药品的包装的安全，还来自患者服用

药品过程的安全。将交互设计运用于药品包装，可以

为药品包装提供多种优化的设计方案，但无论是哪种

方案，确保储药、售药和用药安全始终是最为重要和

最为关键的。老年人药品采用交互设计，必须坚持安

全原则，利用交互的特殊功能增强药品包装的安全性

是交互式药品包装的首选，而即使不能强化包装的安

全性，也不能以牺牲安全性为代价去实现交互设计的

其他人性化功能。 

1.2  便捷原则 

“交互设计往往伴随着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认知摩

擦而产生，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良好的‘可用性目标’

和‘用户体验目标’。”[4]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的特殊

性决定了他们对于药品包装具有特殊的期待，那就是

希望药品包装能够为他们按时、按量、按质服药提供

相应的便捷保障。具体来说，也就是要求药品包装能

够针对老年人不断衰退的身体状况，通过各种科学、

合理的交互性巧妙设计，实现有助于信息读取、按时

提醒服药、方便开启包装、便于计数计量等更加人性

化的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药品包装对患者身体机能

的硬性要求，让老年人在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

下，也能方便快捷且安全地服用药品，实现老年人用

药上的“无障碍”。 

1.3  温馨原则 

身体疾病在很多情况下看似是生理的，但其实也

是或更是心理和情绪上的。坦然面对疾病的心理和乐

观开朗的情绪，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而郁

闷烦躁、孤单自卑的患者，往往会对疗效产生消极的

影响。相比年轻人，大部分老年人的情感可能更加脆

弱，希望得到关爱的期望值也就更高，特别是当他们

身患疾病的时候更需要得到心灵上的抚慰。“满足用

户深层潜在需求，包括用户的愉悦感、归属感和自我

价值感等。”[5]药品包装可以通过心理交流和情感互

动的交互式设计这样一个纽带，将老年人带入一种温

馨的情境中，让他们从药品包装中感受到特殊的关爱

从而更好地激发战胜疾病的勇气。 

2  老年人药品交互式包装设计的方法 

交互设计，简单地说也可以理解为互动设计，是

通过两个或多个互动的个体之间内容和结构的互相

配合，共同达成某种目的。“交互设计改变了设计中

以物为对象的传统，直接把人类的行为作为设计对

象。在交互行为过程中，器物（包括软硬件）只是实

现行为的媒介、工具或手段。”[6]早期的交互设计主

要关注的是人与机器特别是与计算机的交互，如今交

互设计的领域已经大大拓展，从单纯的注重可用性和

效率性转移到了趣味性、探索性和情感性的交互研

究[7]，但“以人为本”的目的依然不变。目前老年用

户与产品交互的方式主要是图像、声音、震动和触控

等方面[8]。老年人药品包装采用交互式设计，也就是

要从科学的角度，通过特殊的材质、图文、色彩、结

构及信息化设计等，实现患者与药品间更加顺畅的沟

通与交流，从而为老年人用药提供便捷、周到和安全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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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图文与听觉交互 

安全用药，首先就要确保患者对于其所服用药品

的基本信息有一个清楚的“认知”，而药品包装正是

药品信息的基本载体。由于药品信息涉及方面比较

多，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要求，药品包装上需要明

确标注的信息比较多，比如“成分”“性状”“功能主

治（适应症）”“规格”“用法用量”“注意事项”“贮

藏”“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有效期”等。这些信

息绝大部分也都是患者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如果不

能为患者准确地读取和了解，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用

药安全隐患。在一个小小药品包装盒上，要将这些信

息全部呈现出来，文字的字号大小自然也就受到很大

的限制，不可能设计成老年人期待的“足够大”。然

而，老年人视力下降比较普遍，而且还常常患有各种

眼疾，很难顺利地辨识比较小的文字和图案。另外，

还有部分老年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也无法顺利读取

药品包装或药品说明书上的文字。这就提醒设计师，

在设计老年人药品包装的时候，宜于尽可能地考虑到

老年人比较普遍存在的“阅读障碍”，由原来单一的

“视觉传达”转换为“视觉+听觉传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我

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已经非常之高，城市居民即使是

那些 70、80 岁的老大爷老太太，大多也能够使用智

能手机的一些基本功能，这样也就为解决上述药品包

装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在老年人药品包装设计中，采

用图文与声音交互设计的方式，可以将相关说明性文

字转化为二维码等图案或符号，以数字信息的形式储

存下来。存在视力障碍的药品使用者，只需用手机扫

描包装盒上的相应字段或辅助图形码，即可借助手

机，以听取语音播报的方式获取药品的用法用量、注

意事项等重要信息，从而让部分老年人从视觉障碍中

解放出来，实现自主安全用药。这样的设计，既能保

证视力正常的患者正常“阅取”药品信息，也能方便

存在视力障碍的患者“听取”药品信息。进一步地，

甚至还可以设置“特别点击区域”，“扫一扫”之后可

以播报一些与药品或治疗相关的温馨小故事、巧提

醒，让老年人在轻松的氛围中快乐用药。很显然，通

过这种图文与听觉交互的方式，可以实现在药品包装

有限的篇幅内容纳更多的人性化服务信息。 

药品包装图文与听觉交互设计，也表现为通过特

殊的结构与信息元件设计向消费者传达药品信息。连

雨宁设计的一种视力障碍者用的智能语音药瓶 [9]见

图 1，就是将本该用语言文字陈述的用药信息，通过

特殊的交互结构设计转化为语音提示。药瓶包括药瓶

本体 1、药瓶盖 2 以及语音提示装置，药瓶上还设计

有便于拿取药片的药片取出装置。语音提示装置包括

单片机 31、录音键 32、语音芯片 33、扬声器 34、麦

克风 35 以及语音开关，通过电线进行相应的连接并

形成完整的控制电路。按住录音键对医生的用药医嘱

和药品信息进行录制，并由语音芯片 33 进行存储，

通过扬声器 34 对医嘱和药品信息进行播放。有视力

障碍的服药者需要服药时，只需打开药瓶盖，使得药

瓶盖上的永久磁铁与药瓶本体上的干簧管分离，进而

使得干簧管呈断开状态，并给单片机发送播放语音的

信号，接收到信号后，由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通过扬

声器播放医嘱和药品信息。接着服药者再通过药片取

出装置对药片进行提取，药片取出装置包括隔层板 4、

压取杆 5、压簧 6 以及提取板 7，在提取板将药片送

至取药孔 42 的过程中，未处于存药槽 71 的药片将从

提取板的弧形面上滑落，只留存有位于存药槽 71 中

的药片，从而能准确地对药片数量进行提取，进而避

免了因提取药片数量过多而导致多余药片易受污染

以及重新将药片倒入药瓶的麻烦。 

2.2  色彩与情感交互 

患者身体康复往往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一方面来自药物的治疗，另一方面则来自患者自

身的心理治疗。而且，在很多时候，心理治疗比药物

可能更为重要，药物能不能发挥最佳疗效，在很多时

候也取决于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情感在人类行

为中起着核心作用，对人的感知、学习、决策和注意

力等机制产生重大影响。”[10]患者拥有良好的心态可

以让药效得到尽情的发挥，而焦虑的心态则可能大大

抑制药效的发挥。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老年人独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图 1  智能语音药瓶 
Fig.1  Intelligent voice medicine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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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老年人心理上变得脆弱

而敏感，心理问题指数不断上升，患病的老年人尤其

如此。如果老年人在接受药物治疗的过程中，能够同

时获得一份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慰藉，那么他们的疾病

就可能更加容易被战胜。由此，研究和设计能够给患

者带来积极情绪的药品包装，便成为辅助药物治疗的

一种重要手段。 

药品包装安全，首先必然是包装容器具有良好的

阻隔性、稳定性和卫生性，这属于“硬安全”范畴，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考虑“软安全”，主要就是患者的

“心理安全”。“药品包装完全可以借助科学合理的设

计，将病患巧妙地引向一种阳光愉悦、乐观开朗的心

境，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地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11]

相对于其他设计要素，色彩作为第一视觉冲击力，最

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容易触摸受众的内心情感。这也

就为药品包装强化色彩的心理功能提供了科学依据。 

色彩科学认为，色彩既具有客观属性也具有主观

属性，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

色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色彩设计在药品包

装情感化交互设计中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形态、

色彩等视觉形象对人的感官刺激，引起受众的情感共

鸣，这种方法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视知觉理论。”[12]

在药品包装的色彩设计中，可以借用色彩的心理学原

理，实现色彩与情感的交互，让患者在用药过程中感

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获取更多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

气。科学研究表明，红色、黑色、白色、蓝色、黄色、

紫色等均具有其特殊的“药理”性。比如说，黄色（包

括橘色、橘黄色）属土，对应人体五脏之脾、六腑之

胃。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

主受纳，脾主运化。一个人降生之后，其基本的生命

活动都需要仰仗后天脾胃器官所摄入的营养物质。黄

色可以有效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发挥

防病抗病的功效。同时，黄色明度很高，色觉比较暖

和，具有很强的刺激性，可以兴奋大脑皮层，加速心

跳频率，提高视觉敏感度。黄色、橙黄色都是较好的

情绪调节剂，有助于人们保持愉快的心情，提高自信

心。基于这样的原理，在进行药品包装设计时，运用

不同的颜色能让消费者在选购和服用药品时产生不

同的心理作用。 

很多老年人常患支气管炎和咳嗽痰多的毛病，急

支糖浆成为了一些老年人的常备药。太极集团生产的

急支糖浆包装见图 2，正是科学地利用了色彩的疗效

原理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急支糖浆的主要作用是清

热化痰、宣肺止咳。大片的绿色往往能使人产生清凉、

清新的心理感受，恰好契合了急支糖浆的药品功效，

而与黄色搭配在一起则使包装具备了一定的层次感，

也减弱了纯色可能带来的压抑感。试想一下，如果将

主色调绿色换成红色，那么患者的咳嗽将极有可能随

着血压的升高和心理的狂躁而加剧。可见，如果色彩

使用得当，药品包装甚至能使药品产生事半功倍的

作用。 

2.3  医护与患者交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年阶段实际上是人生中的

又一个“童年阶段”，是一个需要照顾甚至护理的阶

段。尤其是对于用药这样虽不是技术活但安全系数很

高的事情来说，很多老年人确实有些难以“胜任”。

因此，在进行药品包装设计的时候，有必要从交互的

角度建立起老年患者与医生、护士或其他监护人员的

实时联系，从而通过他人的帮助让老年人得到相应的

关爱。屈海文、李林衡发明的一种可提醒吃药的智能

药瓶设计[13]见图 3，药瓶一侧设有智能装置，智能装

置包括微处理模块、振动模块、电源模块、定时模块

和人机交互界面。微处理模块作为核心模块，分别电

连接振动模块、电源模块、定时模块和人机交互界面。

人机交互界面通过微处理模块，由医护人员（特殊情

况下也可以是患者家人）在定时模块上预先设定提醒

时间，当服药时间到时，微处理模块发出指令给振动

模块，振动模块使药瓶发生振动提示。医护人员提前

设定吃药时间，定时模块 6 触发，令微处理模块 1 发 

 

 
 

图 2  急支糖浆包装 
Fig.2  Emergency syrup packaging 

 
 

图 3  可提醒吃药的智能药瓶设计 
Fig.3  Intelligent bottle that can remind people to take medicine 



第 42 卷  第 20 期 刘文良等：老年人药品交互式包装设计的原则与方法研究 229 

 

 
 

图 4  辅助用药药盒系统 
Fig.4  Auxiliary medicine box system 

 

出指令给振动模块 3 和发声模块 5，药瓶随即振动和

发出“您该吃药了”的提示音，病人接收到提示后，

按下停止模块 2，药瓶停止振动，发声模块停止声音

提示。此刻，病人可按下人机交互界面 7 的语音按键，

微处理模块 1 发出指令给语音模块 8，语音模块播放

药品的用法与用量，病人听清楚药后，可再次按下人

机交互界面的语音按键，语音模块停止播放。 

老年人患心血管病、糖尿病的情况比较多，救心

丸之类的药品往往随身携带。由于心血管疾病有时发

病非常突然，而且情况特别紧急，稍有耽搁就延误了

最佳的救助时机。如果能够在老年人随身携带的急救

类药品包装上采用适当的交互设计，在他们突发疾病

的时候启动一键呼救，让亲人或医护人员在最短的时

间内获悉紧急情况并实施救助，便可能挽回一条生

命。由欧林等人研发设计的一种辅助用药药盒系统见

图 4，适用于用药量大的老年群体。药盒的空间分为

两层，其中一层的内部分有几个小格，可以存放每一

顿所要服用的药品剂量，而且每个小格可以单独取

出，方便老年人一次性取出药品并服用；另一层可以

用来放口服液或者药板。与药盒配套的有一个健康手

环，手环具有定时提醒和拨打电话的功能，表带内的

“电子皮肤”在接触手腕皮肤时，可以监测身体状况。

每到预先设定的服药时间，手环将发出震动并伴随语

音提示，药盒的 LED 灯也会同时亮起，从听觉、触

觉和视觉角度进行感官联觉的提示。小圆盒与外盒之

间采用压感技术，每当拿取一次小圆盒，手环 APP

的相应界面将会得到一个反馈，表示这一顿药正在被

服用；当小圆盒两次被放回外盒中时，APP 将会得到

“已服”的反馈，因此每当服用过一次药品或者漏服

一次，界面图标都将会有相应的变化，服药情况一目

了然。这一微交互设计，“遵循以人为本的用户体验

设计理念和人体工程学的合理运用，实现科学合理的

药品包装形式，同时通过 APP 平台完善药品的应用

和管理，实现老年群体能够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的目

的”[14]，较好地实现了药品包装的易用性和安全性，

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也正是一种“无障碍设计”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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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品包装上实施医护人员与患者自由交互的

设计，可以让医生和护士及时掌握患者的按时按量服

药情况，并自动搜集患者用药后的身体表现，从而对

治疗方案的有效性作出判断，进而为病理研究和治疗

方案提供第一手资料。这一智能化药品包装设计可以

借助印刷电子技术，在包装上设置药物反馈问询按钮

以及应答按钮，通过“印刷”在药品包装上电子模块

层的电路连接，可以即时记录患者用药后的药物反应

与体征变化，再通过远程信号发送，让医务人员获取

患者服药流程中的相关数据。随着 5G 技术的迅猛发

展，APP 的发展空间无限放大，基于产品与用户的交

互同样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性，医护与患者的沟通将通

过药品包装交互性设计实现更加便捷的无缝对接。 

3  结语 

疾病治疗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药品包装

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门科学。老年患者，作为一

类生理上和心理上比较特殊的药品消费者，对于药品

包装存在着一些特殊需求。作为科技产物的交互设

计，科学地运用于药品包装设计中，将有利于在生理

和心理上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让他们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合理的药物治疗，从而加速身

体的痊愈。药品是特殊商品，国家对药品包装也有非

常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将交互设计运用于药品包装，

必须是在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标准的前提下进行科学

合理的设计。老年人药品包装交互设计，常常追求“无

障碍”设计效果，但同样必须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前提下“戴着脚镣跳舞”。相关标准和规定明确了药

品包装设计的基本方向，对于包装创新创意来说也设

置了一些不得不遵守的“障碍”。“但这些‘障碍’更

多的是基于用药安全考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设置

这些障碍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无障碍’。”[15]实际上，

药品包装设计还是一种法制意味比较浓郁的艺术，老

年人药品包装交互式设计，需要始终谨守有关法律

（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充分发挥设计师的创意

思维，在障碍与无障碍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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