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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盲人难以精准、便捷、安全服药的问题，基于感官代偿原理，研究如何利用触觉、听

觉等感官代偿的潜在优势设计“适盲性”药品无障碍包装，辅助盲人实现科学、合理、精准用药。方法 基

于盲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分析药品包装在适应盲人使用时的“痛点”，在把握盲人感官代偿机理的基

础上，结合具体案例，研究药品包装适盲性无障碍设计的途径和方法。结论 在基于盲人特殊的感官代

偿机制设计盲用无障碍药品包装时，要理性、深度地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触觉和听觉的代偿潜能来

解决盲人的服药障碍问题。通过简洁规范的盲文标注设计、科学合理的适盲性结构设计、智能交互的语

音指令设计等方式，改善药品包装的核心信息呈现方式，提升药品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和准确性，使盲人

能够独立自主地识药、取药和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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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ier-free Packaging Design of Drugs for Blind Use Based on Sensory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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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blind people to take medicine accu-
rately and study how to design barrier-free packaging of "blind-use" medicines by using sensory compensation 
advantages such as touch and hearing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ensory compensation, so as to assist blind 
people to realize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accurate medicine use.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lind people, the "pain points" of drug packaging used by blind people were ana-
lyzed.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sensory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blind people and combining with 
specific cases,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barrier-free design of drug packaging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spe-
cial sensory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blind people, when designing barrier-free medicine packaging for 
blind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rationally and deeply about how to use touch and hearing to solve the 
medication obstacles of blind people to the maximum extent. Through simple and standardized braille labeling 
design,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tructure design suitable for blind people,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voice in-
struction design, etc., we can improve drug packaging,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dru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help blind people to recognize, get and take drugs independently. 
KEY WORDS: sensory compensation; blind people; medicines; barrier-free packaging 

2016 年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纲要》强调要

完善医疗机构无障碍设施，改善残疾人医疗服务，健

全质量标准体系，提升质量控制技术，实施绿色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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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造升级[1]。为了更好地落实《纲要》，需要人们

通过更加精准的人性化设计，为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

提供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中国盲人协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中国约有 1 700 万盲人[2]。盲人在生活中存在诸

多不便，特别是由于视力残疾可能会产生更多危险和

威胁。药品，是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但用药不当所

带来的风险也很大。盲人或视觉严重受损者，作为一

个在视觉信息获取方面存在明显障碍的群体，能否做

到正确服药对维护其生命健康来说非常关键。确保正

确服药， 重要的莫过于服药信息细致全面、服药方

法科学合理，信息全面、方法科学的关键在很大程度

上源于药品包装（含药品说明书）的合理化设计。针

对视力残障人群，设计特殊的盲用“无障碍”药品包

装，是人性化设计的重要体现。本文所指的“药品盲

用无障碍包装”，主要是针对盲人或视力严重受损人

士所设计的易识、易用、安全的药品包装。由于盲人

视力缺损，所以无法正常通过视觉功能实现对药品的

认取，但因为“通感”的存在，盲人依然有机会借助

其他感觉器官成功“看取”药品包装和药品的相关信

息。另外，依据“感官代偿”原理，盲人的其他感官

功能可能因为自动补偿视觉的损失而变得更加发达。

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一原理进行“感觉转移”设计，

通过“听”“触”等感觉方式获取本该“看到”的信

息，药品盲用包装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无障碍”。 

1  感官代偿设计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感官代偿，主要指人的感觉器官既有各自独立的

功能，又彼此协调默契，在特殊情况下，某一感官失

去自身的功能，其他感官就可能代替其发挥作用，或

者以另外一种方式发挥感觉补偿的效用。一开始，人

们主要在生物进化范畴内对感官代偿进行研究，认为

感官代偿是进化机制的体现[3]。如今，感官代偿的研

究范畴已经被大大拓展，并较广泛地应用于相关实践

领域中。将这一感官特性应用于产品设计中，使产品

不仅更容易被感官障碍者识取和理解，还能进一步激发

和锻炼他们的感官代偿功能，这就是感官代偿设计。 

研究者一般认为，感官代偿设计主要面向的是残

疾人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因此设计研究必定从“人”

入手[4]。熊兴福等[5]指出，将感官代偿应用于设计中，

重要的是能够方便产品的使用，让“人本关怀”淋

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产品感官代偿设计的关键是要以

平等、融通的使用方式来消除使用者的挫折感，要以

简单易行的操作设计去除使用时的复杂性，即使出现

操作错误也能保证其安全性。事实上，正常人在某种

特殊环境中也完全有可能成为“残障者”。从一定意

义上说，用感官代偿设计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

题，不单单可以解决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障碍问题，也

能够满足普通人在暂时性“残障”情况下的特殊需要，

这也正是感官代偿设计的目标[6]。例如，在电脑键盘

“F”和“J”2 个按键上各设计一个小凸起，用户在

“盲打”过程中就可以在触觉上获得键位锁定感。另

外，尽管感官代偿设计主要属于无障碍设计范畴，但

又不能与无障碍设计划等号。唐向飞等[7]认为，感官

代偿并不只是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障碍问题，它还可以

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来激发人体感觉器官存在的潜

在能力，让弱势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中。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感官代偿

设计的应用领域呈不断拓展之势，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师生设计的 Accele Glove 电子手套，乌克兰学生

团队 Enable 研制的可翻译手套，柏林大学师生设计

的 Mobile Lorm Glove 智能手套以及伦敦大学师生设

计的 Sign Language Glove 手套，都在将手语转化为

语音或文字上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尝试，能够帮助听力

障碍人士比较顺畅地与人交流。另外，基于体感技术

的应用，微软研究中心推出的 Kinect 手语翻译设备以

及 Leap 公司推出的 Leap Motion 体感控制器，都可

以隔空实现对手部数据的捕捉，架起了“聋”与“听”

之间的沟通桥梁。目前，感官代偿设计在助听类产品

（如 FACETT 助听器）、口语康复训练类产品（如

VV-Talker 训练器）、日常提醒类产品（如 Light Bell

门铃）、社交类产品（如可穿戴数据手套）、娱乐类产

品（如 MUTE 智能乐器）等方面都已经有了具有良

好适用性的产品，基于视觉补偿、听觉补偿等原理的

代偿设计也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之中。黑川雅之[8]称 21

世纪是“体现身体感官特点的设计时代”，如今多感

官的“融通”“代偿”也越来越多地被设计师应用于

设计领域，以便探索人与产品、人与人、产品与产品

之间更多便捷、安全的可能性。 

2 “感官代偿”机制与盲用产品无障碍设计 

人有“五感”，依据人体相应器官对事物产生的

作用，可获得视、触、听、味、嗅 5 种基本的感觉信

息。画面、声音、触感、气味、味道都可以传递相应

的产品信息，大脑在接收到感官的感觉信息后对其进

行加工归纳、整合分析处理，从而建构出更深层次的

理性认知。感官接收和处理信息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在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产品中、不同的环境下，感

官都可能形成不同的效果。此外，人的感官还可以相

互融通、相互塑造，进而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

处理方式。人机工程学研究表明，人在感知和使用产

品的过程中，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觉并不是

简单地各司其职，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当人的

某一感觉器官受到损害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时，作为一

种生理补偿，其他某些感官可能具备超出常人的功

能，从而尽量让人获得相应的能力[9]。 

各个感官的作用方式都各不相同，但面对外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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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总有一个感官获得的感受会自动优先于其他感

官。依据“先入为主”的原理，该感官将会在这次认

知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不过，人的机能是一个整体，

共同受意识支配，当某一本该“优先”的感官受到局

限时，其他感官便可能寻找机会取而代之。越来越多

的研究显示，大脑功能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

特殊的时候，这些原本具有特定功能的区域可以改变

其原有的功能，临时接管一些原本不由其负责的功

能。当一个人的视觉感官受到损害时，他虽然看不见

事物，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其他感官（如听觉、触觉）

来获得除视觉之外的其他感觉信息。这些信息通过听

觉、触觉进入大脑之后，将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各种感

觉信息自动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如果记忆中储存

了相同或相似的信息，那么人的大脑将会通过联想直

接比对出相关事物的视觉信息并浮现于脑海中，相当

于直接调出储存过的视觉信息。如果记忆中没有储存

相同或相似的信息，那么大脑也会通过分析以想象的

方式创造出该事物的视觉信息。大脑将联想和想象的

视觉信息与其他感觉信息进行综合处理，从而实现对

该事物的认知并存入记忆之中，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完

整的视觉信息代偿过程。 

对于感官代偿的研究和应用，现有研究大多集中

于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主要研究如何帮助感官障碍

者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取相应的感知能力。近年来，产

品设计尤其是包装设计领域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和

利用感官代偿原理，以促进设计的人性化，更好地为

感官障碍人士服务。 

一个先天性盲人，他们所表现出的听觉和触觉能

力往往比视觉正常的人要更强一些，甚至能做到过耳

不忘、触而可辨。美国心理学家达伦巴克通过试验发

现，当接受测试的盲人被毛呢面罩和帽子盖住或遮住

面部后，他们在即将撞到墙壁之前停了下来，而如果

将他们的耳朵堵上，则被测试者毫无例外地都会撞到

墙上。这说明，当盲人听觉通道畅通时，他们是可以

“看”到障碍的，而当听觉通道被切断后，他们的障

碍感也就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盲人大脑中的视皮层

并没有坏死，受到听觉和触觉的刺激后，视皮层可以

参与到其他感觉通道的活动中，从而激发了其加工其

他感觉的潜在功能[10]。根据感官代偿理论可知，只要

合理地打开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的功能通道，就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偿视力残缺者无法获得的视觉

信息。同时，有研究表明，很多盲人具有比普通人更

好的记忆力，因为普通人在感知外部世界时，70%以

上的信息都是通过眼睛观察获取的，而盲人群体对信

息的接收方式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尽管视觉功能基

本丧失，但其他感觉器官可能会更多地参与到信息的

接收和处理中，能够以更加多元的渠道获取更为全面

的信息，进而对感知对象形成更加立体的印象。 

基于感官代偿原理，人们要有意识地将感觉信息

纳入整个产品信息系统中，针对感官方面存在障碍或

缺失的特定人群，确定一种或几种感觉补偿方式，使

信息沟通更加顺畅。感官代偿，为盲人解决生活中的

视觉缺失问题提供了可能性。盲人用品如果能够充分

激活代偿感官，就能有效地克服盲人的视觉障碍。当

然，感官代偿并不会在产品中自动实现，而是需要设

计师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巧妙的设计才能达成。人机交

互，是感官代偿设计的重要途径和桥梁，通过感觉转

移的方式实现信息的迂回传达，能够让某方面感官残

缺者也能顺利获取相应的信息。对产品设计而言，人

机交互的核心是信息传递，其根本着眼点为设计物与

使用者之间信息的双向交流，在这样的信息交互中让

使用者 终获得产品提供的恰当功能。在产品设计

中，通过巧妙的人机交互，充分利用感觉转移或补偿

原理，让其他感官代行感知觉功能，可以扫除或缓解

产品的使用障碍。事实上，无障碍设计指产品使用者

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困难，需要产品通过特殊的设计来帮

助解决问题。设计的主体是人，人是产品设计的中心和

尺度[11]。“无障碍”是相对于“障碍”而言的，“障碍”

对产品而言，一般指因为某种原因而“悖逆”了人的正

常尺度，比如因视觉、听觉缺损造成的看不清、听不

明。对需要通过看或听才能完成使用的产品来说，视

残、听残者便很难正常完成。感官代偿设计，从本质

上来说是“无障碍设计”的一种，即通过感觉补偿的

方式帮助感官障碍者重新获取感知外部信息的能力。 

对正常人来说，视觉是获取和认知外界事物 直

接、 有效的通道，而盲人对外界信息的感觉和认知

与普通人差异明显。因为丧失了视觉，盲人没有办法

通过视觉感知事物的颜色、亮度等必须由视觉完成的

事物，但是依靠因补偿而“增强”的触感，他们却可

以较为精细地分辨出材质、造型、形态、肌理等同样

可以由视觉完成的事物，于是触觉便成为盲人补偿视

觉缺损的主要途径。盲用产品无障碍设计可以从触觉

方向出发，通过材质、形态、使用方式等要素对触觉

的影响，提升产品给使用者带来的用户体验，增加产

品的人文关怀，使产品给人的体验能够真正地体现在

每一个细节上[12]。设计者应特别注重将为盲人传递积

极的触觉感受作为设计出发点，寻求感觉转移的通

道，围绕产品的设计要素调动盲人的触觉感受能力，

激发盲人对产品的多感官认知，从而形成立体化的印

象。除了触觉补偿之外，听觉也是盲人视觉缺损的重

要补偿途径，另外味觉、嗅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代偿视觉的作用。由此，利用感官代偿机制，盲用产

品无障碍设计可以从触、听、味、嗅等方面着手，巧

妙地向盲人传达“视觉信息”，增加产品对盲人群体

的人文关怀。针对盲人难以精准服用药物的问题，自

20 世纪末以来，国外就已经开始利用感官代偿原理

研发无障碍药品包装，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市场

开发直到现在仍处于起步阶段，应该加大研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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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官代偿原理下药品盲用无障碍包装设

计方法 

盲人因为丧失了视觉， 为重要的信息获取通道

被屏蔽了，通过触、听、味、嗅来感知外界事物就成

为盲人获取信息的惯常方式，其中触觉和听觉通道尤

为关键。基于这样的生理和心理科学原理，研究和设

计盲人药品包装，需要切实关注盲人采取什么样的方

式利用“触”和“听”来完成普通人通过“看”所完

成的行为，理性、深度地思考如何 大限度地运用触

觉和听觉来解决盲人的服药障碍问题。对盲人来说，

药品说明书上的内容无法认读，药瓶上的指示性文字

也无从读取；从药瓶中倒出药品时，精准计数也成难

题，倒出的多余药粒重新放回药瓶又容易造成二次污

染。因此，需要强化触觉感知和听觉感知设计，药品

包装“盲用设计”可以从盲文、结构、语音指令设计

等方面着手进行优化。 

3.1  契合触觉代偿的盲文科学化标注设计 

盲人的触觉一般比较发达，盲文正是盲人利用触

觉代偿视觉获取信息的重要桥梁。发挥盲文效应，就

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盲人比普通人更强大的触觉潜能，

以指尖代眼睛，将触觉信息转化为视觉信息，从而让

盲人顺利获取信息。根据“感觉转移”“感官代偿”

的科学研究，绝大部分盲人一般都具备比常人更加灵

敏的触觉能力，因为他们受损的视觉能力在一定程度

上补偿给了触觉。从触觉感受的敏感部位来说，虽然

盲人跟普通人相比并没有很明显的区别，都是集中在

手指、掌心、嘴唇以及舌尖等部位，不过基于感官补

偿原理尤其是经过后天的训练后，盲人的这些部位会

比普通人更敏感且更容易被激活。正常人指尖的感觉

阂限值为 2.2~3.0 mm，而盲人指尖的感觉阂限值接近

常人的一半时便能识别[13]，手指触摸也因此成为盲人

感知外界事物和代偿视觉缺陷的主要途径。 

对于药品包装或标签上的说明文字，盲人确实无

法实现用眼睛“看取”，但却可以通过手指“触取”。

设计师在进行药品包装设计时，可以合理地增加盲文

标注，让盲文成为盲人与药品之间的纽带，帮助盲人

无障碍或少障碍地获取药品信息。早在 2004 年，欧

盟就通过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部分药品需在药品标

签和包装上，对重要信息（如药品名称、剂型、规格

等）进行盲文标注。在我国，华润三九医药公司在其

皮炎平外包装上进行了盲文标注，这也开了我国药品

包装加印盲文标注的先河，见图 1。2008 年，浙江

省部分药企开始尝试在药品包装上增加盲文标示，

单是浙江贝得药业有限公司就在 5 种药品包装上以

丝网印刷的方式添加了盲文标注，受到盲人群体的

普遍欢迎。 

 
 

图 1  皮炎平药品包装 
Fig.1 Mometasone Furoate Gel packaging 

 
当然，无论盲人的触感如何灵敏，也比不过眼睛

对可视信息的直接辨别，确保简单易“认”是盲文信

息标注设计 基本的要求。基于盲人触觉补偿设计的

专用药瓶[14]，见图 2。该药瓶主要由“瓶身”和“上

卡环”“下卡环”构成，信息环为药品服用方法介绍。

上信息环卡装于瓶身上方的环状凹槽中，上卡环缺口

左侧点状凸起组成的盲文为“每日”，右侧点状凸起

组成的盲文为“次”，显露在缺口处的环状凹槽上的

点状凸起盲文信息为每日用药次数，共同组成“每日

（）次”的用药信息。同样的原理，下信息环的盲文

与环状凹槽上的点状凸起盲文共同组成“每次（）片”

的用药信息。信息环上的盲文与凹陷处盲文数字共同

构成完整的药品服用剂量和次数，使盲人用药更安全

便捷。信息环既可以设置成固定不动的模式，也可以

设置成可沿瓶身转动的模式，后者的灵活性更大，因

为更换瓶内药品后，可通过转动信息环的方式重新设

定新装药品的服用信息，从而实现药瓶的重复利用。 
 

 
 

1—瓶盖；2—瓶身；3—上卡环；4—下卡环；5—点状凸起；6—

环状凹槽。 

图 2  盲人专用盲文药瓶 
Fig.2 Special medicine bottle for blind people with braille 

 

盲文标注并非简单地将所有视觉文字信息转化

成盲文，而应该讲求简洁、科学、精准、合规。对药

品包装而言，设计者一方面要尽量摒弃那些烦琐的装

饰性工艺，另一方面还应该尽量避免包装印刷层次过

于丰富而造成的无关信息干扰。在药品包装上加注盲

文标识时，具体需要标注哪些信息、标注的合理位置

在哪里、标注所占面积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应该使

用哪种印刷方式等问题都有必要进行规范。同时，还

应考虑盲人的手指对包装表面盲点的触感要求，选用

触感较强的盲点设计[15]。针对药品包装尤其是标签和

说明书，《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局令第 24

号）》出台了明确的规定和标准，无论是标签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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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还是字体、字号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但并没有

对盲文标注做出相应的要求。基于药品的特殊性以及

盲文的专业性，盲文标注不能在药品包装上随意进

行，而应该有特殊的技术标准来支持，这就需要药企

和包装设计师依据相关的规定和盲人的生理习惯进

行合理化设计，并科学化地选择包装的印刷方式。发

泡油墨印刷是目前盲文印刷中比较广泛的应用方式，

这种油墨由水基树脂、以水为主体的水溶剂、微球发

泡体以及其他助剂组合而成。将发泡油墨印在纸张

上，然后通过加热，使油墨发泡隆起，形成凸纹，该

方法操作简便且印刷效果较好。无论是从效果上还是

成本上来说，发泡油墨都是目前比较适宜的药品包装

盲文印刷油墨。 

对于在药品包装上增加盲文标注，还有一个必须

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成本控制。国际通用的盲

文是布莱尔凸点，无论是凸点的高度还是间隔都有特

殊的规定，这也就对包装材质有了比较高的要求，不

是随便什么材质都可以印刷盲文。一般来说，包装印

刷面的纸张在外观上与牛皮纸相似，质地强韧，其厚

度、挺度、延展性能、回弹系数、耐磨损性等都需要

满足较高的标准，而且对平整性的要求较高，不允许

有褶子、孔洞或其他影响盲文印刷和识读的纸病。另

外，盲文标注对药品包装的储存、运输、展示条件也

有一定的特殊要求，以避免凸点盲文回缩复平或破

损。既然设置盲文标注导致成本增加已经不可避免，

那么如何控制成本就比较关键了。实际上，除了对涉

及用药安全的关键信息进行盲文标注外，还可以专门

制作少量相应的盲文版药品使用说明书或不干胶标

签，只对盲人患者提供。如福州“小善公益”创始人

郭兵将从国外引进的“盲文便利贴”贴到药品外包装

上，受试盲人摸一摸就能判断出这是创可贴[16]，见图

3。德国药品法规定，一年内销量达不到 7 000 包的

药品无需使用盲文包装，但须制作供盲人使用的不干

胶标签，以备盲人使用[17]。如此一来，既不影响普通

人的使用，也不会增加所有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也

不是对所有药品都提供盲文信息，制定相关政策时应 
 

 
 

图 3  盲文便利贴 
Fig.3 Braille post-it notes 

格外注重从盲人及视觉障碍人群的实际用药特点出

发，关注重点品种[18]。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盲人专

用药的数量很少，所以在考虑“助盲”设计的同时，

仍需要从普通人用药的角度进行药品包装设计，“助

盲”大多只能作为辅助功能存在。 

3.2  基于触觉代偿的适盲结构智能化设计 

尽管盲人的触觉相对来说更灵敏，但毕竟眼睛看

不见实物，只能靠手摸来代替眼睛，这也就对药品包

装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够人性化（盲性化）的

包装结构，会给盲人带来相应的使用困扰。比如说，

盲人在试图打开包装时，却找不到开启位置；即使摸

到了开启口，但把握不准开启方向；包装打开后取出

药品时，难以控制取出量；在服用药品后，重新密封

包装困难。另外，还有可能因为没有辨别出包装盒的

顶部和底部，错误地将包装盒的底部打开，以致药品

散乱或者无法复原。 

为了方便盲人自主用药，药品包装应该更多地考

虑从造型区分、适盲结构和包装开启方式等方面进行

设计研发。实际上，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可考虑为不

同药品设计差异化的包装结构，让盲人一摸即识，也

让视力正常的人从货架上一看就知道是哪种类型的

药品。针对盲人开启产品包装的困扰，从 2001 年开

始 ， 日 本 政 府 就 与 民 间 团 体 和 乳 企 进 行 合 作 ， 在

500 ml 以上纸盒装纯牛奶的上方开口处，统一设计了

一个小小的扇形缺口，以此区别于牛奶饮料、调制乳、

酸奶等其他乳制品。这样一来，视力障碍者只要用手

触摸一下，就能轻易地分清乳制品的种类。这一“缺

口设计”方法在药品包装上同样是适用的，不仅对盲

人来说很管用，同时也不妨碍正常人使用，甚至还能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普通人忙中出错。药品包装结构化

智慧助盲，就是要通过特殊的结构和形态设计，让盲

人可以凭借触碰感知关键的服药信息，助其完成安全

用药[19]。对于一些需求量比较大、使用频率比较高的

家庭常备药品，比如感冒药、降血压药等，可以通过

特殊的包装造型和结构变化，给盲人造成强烈的触感

反差，有助于盲人患者更“直观”地区分药品。将不

同类型的药物对应不同的包装结构，并且将其固定下

来，在行业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包装造型和结构

规范化操作标准，既有利于解决盲人安全用药问题，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普通人误认误服药品。 

针对盲人不能正确识别包装开启口的问题，在盲

人药盒设计时需要特别注重触觉凸图与包装开启方

向的优化设计，同时进行开启方式的改良。在识别开

启方向的设计上，要遵循易于盲人感知的原则，可以

适当地运用触觉图形来突出开启口的位置，当然必须

是那种盲人可以“认知”的图形符号。同时，还要在

确保牢固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开启步骤，做到开启

时有合适的抓握处，防滑防摔，且不需要太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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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开启，并且做到反复使用时不受限制，甚至还可

以运用机械弹力弹开原理，在包装的开启部位设计一

键启动按钮。例如，由张钧珂[20]设计并获得专利的盲

人专用药瓶见图 4，其具有多维度的“适盲性”。该

药瓶内外瓶相互嵌套并通过瓶口连接，内瓶内设有一

个或多个竖直的隔板将内瓶分隔成 2 个或 2 个以上独

立的腔体，每个腔体的上方均设有一个相应的瓶盖，

每个瓶盖设有不同数量的突起和不同形状的拉板；内

瓶外部套接有纸轴，纸轴缠绕有抽拉纸，抽拉纸记录

有药物盲文说明书；外瓶侧壁设有一个条形开口；外

瓶瓶底上表面固定有平面涡卷弹簧，该平面涡卷弹簧

末端向上延伸有插杆。在使用时，盲人可通过“拉板”

的形状和“瓶盖凸点”的个数对药物进行区分，然后

利用拉板打开“瓶盖”，取出所需药物，同时，盲人

还可以拉动“条形挡板”，使“抽拉纸”伸出“外瓶”，

阅读药物盲文说明书，抽拉纸带动“纸轴”转动，插

入纸轴的“插杆”随纸轴的转动带动“平面涡卷弹簧”

扭曲，阅读完毕后盲人只需松开条形挡板，平面涡卷

弹簧的恢复力会使插杆带动纸轴复位，从而收回抽拉

纸，条形挡板会阻挡抽拉纸完全缩进外瓶，方便下次

抽拉。该盲人用药瓶的综合性适盲设计，使盲人能独

立完成药物的区分、辨识、了解和取用。 
 

 
 

1—瓶盖；2—瓶体；3—内瓶；4—外瓶；5—隔板；6—凸点；7—拉

板；8—纸轴；9—抽拉纸；10—条形开口；11—平面涡卷弹簧；

12—插杆；13—条形挡板。 

图 4  盲人专用药瓶 
Fig.4 Medicine bottle special for blind people 

 
作为一种人性化设计，药品包装“适盲性”结构

设计，除了基于人机工程学进行科学创新之外，还可

以尝试对包装的材质、肌理进行优化。从识别上来说，

特殊肌理与具有连续性的几何纹样比较容易通过触

摸实现信息的准确传达。在材质上不同的操作单元之

间设计成不同的肌理，可以在触觉上增加人对操作单

元的区分度[21]。简单来说，如果将包装上相邻按键用

不同的质感纹理来表现，盲人就可以通过感知不同的

质感纹理比较轻松地区分按键的位置和功能等，从而

缩短盲人的辨别时间， 大限度地减少错误。 

3.3  发挥听触综合代偿效应的语音指令设计 

听觉是仅次于视觉的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盲人

丧失了视觉，听觉就成为盲人 为重要的信息感知渠

道。从感官代偿原理来说，盲人视觉严重受损，其听

觉机能由于代偿得到增强，一般来说要比常人更加灵

敏一些。动物科学研究发现，当动物失去视觉之后，

其听觉皮层会向视觉皮层逐渐扩展，由于这种大脑皮

层的“重组”使听觉变得更加敏锐[22]。这对人类来说

同样适用，原本大脑中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部分，当

其听到声音的一刹那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应，这进一步

验证了感官代偿的可能性。小时候就失明或先天性的

盲人，其大脑皮层重组的现象更加突出，当他们需要

用听力来弥补视力缺损时，听觉皮层及被其渗透的视

觉皮层相应区域就会加速运转并逐渐增强，于是就有

了比正常人更加强大的声音定位能力。药品适盲性包

装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感官补偿优势，从“语音指令”

方面研究和开发适合盲人使用的无障碍药品包装。 

由于盲人特殊的触感和听感，“语音指令”包装

常常会将触觉设计与听觉设计进行有机结合，为盲人

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在包装上设

计特别的按键或装置，对应相应的声音提示，帮助盲

人判断自己的用药行为是否正确。可以设计简短的提

示音，让盲人准确地知道包装开启是否成功。当盲人

操作正确或开启成功时，以轻快悦耳的声音进行提

示，甚至还可以通过植入或镶嵌芯片的方式，在提示

药品包装开启之余，以语音播报的形式传达更加丰

富的药品信息，提醒盲人用药时一些需要特别注意

的事项。 

在今天这样一个智能化时代，很多盲人也已经相

对熟练地用上了智能手机。在药品包装上设置一个二

维码，便可以为盲人解决多方面的信息问题。盲人尽

管看不到“万能的”二维码，但设计者可以通过对包

装体表二维码进行边框凹陷或凸起设计，让盲人通过

触摸准确定位二维码，通过手机摄像头扫描二维码，

然后收听手机播放器，从而便捷地获取更多、更详尽

的商品信息。随着 5G、互联网、APP 等技术的迅速

发展，“语音指令”设计正走在功能聚合的道路上。

如房庆凯等[23]设计并获得专利的“一种基于 ARM 控

制器的盲人用智能药盒”（见图 5），“盒体”被分割

成若干个大小不一的“储药仓”，各个储药仓相互独

立，以便存放大小不一的药品。每个储药仓的前端均

设置有一个可开关的“仓门”，仓门的中间位置设置

有“盲文按钮”，按动盲文按钮可以控制仓门的开关，

盲文按钮的上端设置有“语音播放器”。盲文按钮、

语音播放器均与设置在盒体顶端的“ARM 控制器”

连接。盒体顶端设置有“计时器”，计时器与 ARM 控

制器连接，盒体底端设置有“倾斜机构”，由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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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撑 杆 和 带 偏 心 轮 的 步 进 电 机 构 成 ， 步 进 电 机 与

ARM 控制器连接。在使用时，医护或家人预先在储

药仓中放入每次要吃的药物，并且通过计时器对提醒

时间进行设定，时间一到盲文按钮上端的语音播放器

便会自动播放盲人需要服用的药品名称，此时盲人需

正确按动盲文按钮，相应的仓门将自动打开（如果按

钮错误，仓门将不会打开）。仓门打开后，ARM 控制

器会使带偏心轮的步进电机运动到指定位置，通过连

杆、支撑杆的相互带动实现倾斜机构的功能，此时储

药仓会自动倾斜一个角度，盲人只需要在指定位置等

待即可，药品会自动从储药仓倾泻出来，使用盒体左

边的取药盒便可以轻松收集药品，实现自动化出药。

盲人取药后，将仓门关闭，语音播放器将停止播放，

如果仓门不关闭，语音播放器将一直播放。仓门关闭

后，盒体顶端的“通信模块”能够通过 WLAN 或 GPRS

网络将用药信息发送到医护或家人的手机 APP 上，

通过手机 APP 可以实时查看盲人的用药情况，从而

实现智能化监护。在这一系列的操作过程中，语音指

令作为串联中枢，发挥着比较关键的作用，让盲人享

受到了多方面的用药关怀。 
 

 
 

1—长方形盒体；2—储药仓；3—仓门；4—盲文按钮；5—语音播

放器；6—ARM 控制器；7—计时器；8—倾斜机构；9—底座；10—

通信模块。 

图 5  基于 ARM 控制器的盲人用智能药盒 
Fig.5 Intelligent medicine box for blind people  

based on ARM controller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 5G 引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语音指令”药品包装设计不应该再停留于简单

的“芯片+扬声器”设计，而需要在智能设计、交互

设计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比如采用印刷电子技术、在容易辨识的位置设计药物

反馈/问询/应答按钮等。不仅可以让盲人顺利实现自

主辨药、取药、服药，还可以通过信息反馈通路让亲

人或医护人员随时掌握患者的用药情况，以便进一步

优化治疗方案。 

4  结语 

包装是确保药品安全的一道重要屏障，同时作为

向患者传达治疗信息的沟通桥梁，在促进药品疗效、

维护患者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对视觉

功能缺失的盲人群体而言，药品包装设计需要体现出

更多的人文关怀。多关注产品的符号系统，使产品能

够发出可以被盲人识别的各种感官信号，使他们能够

快速准确地获得产品的信息，获得生理的舒适和心理

的愉悦[24]。依据“感官代偿”原理，结合人机工程学

提供的人体机能特征参数，充分发挥盲人因代偿视觉

在触觉和听觉方面形成的特殊优势，扬长避短，从盲

文标注、结构优化、智能语音等方面设计出适用、高

效、安全的适盲性药品无障碍包装，提升药品信息传

递的准确性，帮助盲人实现自主型安全用药。科学技

术总在不断进步，新型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已经广泛

应用于包装设计中，药品盲用领域还需要更多的专业

人士积极探索新方法、新技术，切实解决盲人用药的

便捷性、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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