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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升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药品包装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满足用户（家长和儿童）的实际需

求，为我国儿童 OTC 药品包装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及群众访谈，深入了解当

前用户对儿童 OTC 药品包装的具体需求。其次，依据用户需求制定儿童 OTC 药品包装设计方案，并以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为例进行设计实践。结果 针对具体的用户需求，提出儿童 OTC 药品包装设计可以

通过安全性、便利性和互动性 3 个方面来实现。结论 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药品包

装可以解决现阶段包装信息传达不明确、内袋剂量划分不精准、无法缓解儿童不良情绪、遗漏或重复喂

药等问题，为儿童 OTC 药品包装的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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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a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children's OTC drug packaging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ldren's OTC drug packaging in Chin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ss interview, we got a deep grip on current 

users'demand for children's OTC drug packaging. Furthremor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users, we make the OTC drug 

package plan suitable for children, which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OTC drug package 

for children and takes the package of pediatric paracetamol and Huanamin granules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users, the innovation design of OTC drug package for children can be realized from four aspects: interactivity, safety 

and standardization. In conclusion, the OTC drug packaging for children based on user demand can solve such problems 

as unclear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accurate dose division of inner-bag drug packaging, unable to alleviate the adverse 

mood of children's drug use, and missed or repeated applying medicine. Moreover, it provides a strong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ldren's OTC drug packaging. 

KEY WORDS: user needs; pediatric paracetamol, atificial cow-bezoar and chlorphenamine maleate granules; children's 

OTC medicine packaging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显示，

截至 2021 年，我国 0~14 岁儿童为 25 338 万人，约

占全国总人数的 17.95%[1]。面对如此庞大的儿童群

体，国家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等

一系列相关政策，加快推进对儿童各类药品的审批与

扶持力度，儿童药品的研发力度不断增强，儿童 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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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品类和数量大幅上升。然而，目前我国儿童
OTC 药品包装的设计情况并不理想，通常在家长自
主购药、分药及喂药等环节有诸多不便，导致儿童病
程延长。甚至因家长喂药方式不当，造成儿童心理创
伤或药物中毒等紧急状况。因此，让家长在购药、分
药、喂药等环节更加便利，让儿童在患病期间更加安
全舒适地接受药品、服用药品，是目前儿童药品包装
设计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1  用户需求调研与分析 

儿童 OTC 药品不同于其他药品，在儿童患病后，
通常由家长自主购药即可，并不需要通过医生处方拿
药。本文对家长和患病儿童在购药服药流程中的实际
情况进行问卷调研，深入挖掘家长和儿童的不同需
求，见图 1。 

此次问卷调研采用受众自主填写问卷的方式。共
发出问卷 600 张，收回问卷 534 张，其中有效问卷 
 

517 张（无效问卷产生的原因为：问卷漏答数过多、

整份问卷所勾选的选项皆为同一个、未按问卷所指示

的题项填答等）。调研数据显示，家长自行购买儿童

OTC 药品多为感冒及退烧药物，最常购买的儿童药

品类型为颗粒冲剂，见图 2。因此，本次实践选用小

儿氨酚黄那敏颗粒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设计。 

根据问卷结果，总结出家长和患病儿童在患儿服

药期间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以

下 4 个方面。 

1.1  药品包装信息传达不明确 

根据此次调查问卷反馈结果，65%的家庭以老人

照顾儿童为主（见图 3a），其中约有 75%的家庭老人

照顾儿童的时间超过半年（见图 3b）。可见，在儿童

患病期间由中老年家长自行购药进行治疗的情况极

为常见。另外，约 78%的受访者因儿童药品包装信息

（包括药品名称、功效、剂量和使用方式）传达不明  

 
 

图 1  儿童患病后服药流程 
Fig.1 Flow chart of the drug after a child becomes ill 

 

 
 

图 2  儿童给药方式及常购儿童药品类型 
Fig.2 Administration methods and types of frequently purchased drugs for children 

 

 
 

图 3  老人帮忙带孩子时间比例、因包装信息不明确产生问题比例图 
Fig.3 Proportion of time for the elderly to help take care of children, proportion chart of problems  

caused by unclear packag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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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导致出现选购药品时间过长、影响情绪及错过患儿
最佳用药时间等情况（见图 3c）。由此可见，儿童 OTC
药品包装的信息传达存在严重问题，针对特定用户需
求的设计也严重不足。 

1.2  药品剂量划分不清晰 

据调研，此类药品的说明书上经常会出现儿童减
半、酌情减少等模棱两可的剂量说明，例如小儿氨酚 
黄那敏颗粒的剂量说明上标有年龄 1~3 岁、体重
10~15 kg 的儿童每次使用 0.5~1 袋的剂量说明[3]，容
易对缺乏经验的家长造成困扰。据此次调研显示（见
图 4），近 83.75%的受访者对儿童 OTC 药品如何精准
划分药量、以何为依据存在疑虑。这也给家长在喂药
过程中带来极大不便，导致出现服用药量不精准的情
况，致使病程延长，甚至产生安全隐患。 

 

 
 

图 4  对儿童药品说明存在疑惑比例图 
Fig.4 There is a dissenting scale chart for children's 

drug descriptions 
 

1.3  不能缓解儿童用药情绪 

据调研，患病期间儿童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依

赖性强、情绪波动大，在服药过程中容易产生不良情

绪和抗拒心理[4]。数据显示（见图 5），65%的受访者 
 

 
 

图 5  儿童因药品外观（包装）产生抗拒用药比例图 
Fig.5 Children are caused by a scale chart of resistance to 
medication due to the appearance (packaging) of the drug 

表示孩子会因药品外观（包装）对服药产生恐惧心理，

从而抗拒用药。目前企业对儿童药品包装设计的作

用、形式和目的缺乏深度认识，致使儿童药品包装长

期沿用陈旧样式，或盲目模仿导致药品相似度高。这

些包装设计均严重忽视了儿童的心理因素，无法调动

儿童的用药积极性。 

1.4  提醒用药功能需求 

研究表明，按时定量服药，是安全使用药物的重

要因素。此次调研发现（见图 6），约 18.85%的家长

曾忘记喂药或重复喂药。经深入访谈发现，约有十分

之一的家长通过父母双方甚至多方协作给孩子进行

喂药。当家长 A 喂完药后，家长 B 在不清楚是否喂

过药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重复或遗漏喂药的现象，

对儿童健康的恢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如何以包装设

计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点在目前儿童药品包装

设计中尚无体现。 
 

 
 

图 6  是否曾忘记喂药或重复喂药的比例图 
Fig.6 A scale chart of whether you have forgotten  

to feed or repeat 
 

2  基于用户需求的儿童 OTC 药品包装设计

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当代生活方式正发生
着巨大改变，设计的方法也需要不断升级才能适应新
的需求[5]。OTC 药品包装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生
产、销售等方面都有着许多特殊要求，用户需求是设
计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儿
童 OTC 药品包装设计应从安全性、便利性、互动性
3 个方面来考虑。 

2.1  安全性 

儿童 OTC 药品包装的安全性是规范上的安全，
主要体现在药量精准安全和用药次数准确安全上。 

2.1.1  药量精准安全 

药量精准主要是在不违反《药品管理法》的情况
下，将同样剂量的袋装药品划分为 2 到 3 等份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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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最小适用剂量包装，增加用药剂量的准
确性，以此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实际用药需求。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造成儿童发生意外情况的第三大杀
手是儿童中毒，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误食药物中毒。
据调研发现，儿童因居家不良药物事件导致的急诊入
院率和住院率分别为 0.5%~3.3%和 0.16%~4.3%，其
中 20.3%~66.7%是可预防的[6]。不同年龄段儿童所需
的药物剂量也各不一样，为了确保药品疗效，儿童在
服用药物时，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的剂量标准及儿童
体表面积测量法精确服药[7]，从而确保儿童用药剂量
的精准性。 

2.1.2  用药次数准确安全 

按时按量服药，是确保药品疗效的必由之路。首
先，大多数药品都具有半衰期，需要准时准量服用，
避免药效不佳。其次，如果服用的药品剂量过多，容
易导致儿童产生药物中毒等不良后果。然而，对记忆
力衰退的老年人或事务繁忙的家长来说，到了喂药时
间却没有喂药，或因忘记而重复喂药的现象时有发
生，无法保障药品正常起效。因此，针对用户群体的
特殊需求，可通过对包装色彩和图形的个性化设计进
行提示，方便记忆力衰退的老人或业务繁忙的父母快
速从包装的图形和色彩上明确当日已经喂药的次数，
避免意外状况的发生，做到安全用药。 

2.2  便利性 

儿童 OTC 药品的便利性是指信息传达与用户操
作上的便利，主要体现在便于识别、便于分药和便于
记忆 3 个方面。 

2.2.1  便于识别 

儿童 OTC 药品包装应尽可能让用户一目了然。
调查显示，在儿童患病期间由中老年家长购药的情况
极为常见，然而，老年人随着视力衰退，对产品信息
的接受能力逐渐变弱。因此，儿童 OTC 药品包装设
计必须强化信息传达的方式，让主要信息更为凸显、
易识别，以此满足用户的需求。包装设计可以考虑以
包装外盒的形状结构、字体排布与图形色彩 3 个方面
为切入点，优化传达方式，从而符合用户的易识别需
求和消费习惯。 

2.2.2  便于分药 

儿童 OTC 药品需便于家长进行分药操作。OTC

药品的剂量通常由家长按说明书自行判断和操作，根
据《药品管理法》规定，每种药品的最小剂量是固定
不变的，不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体重儿童的实际剂
量需求，需要家长手动分药。因此，颗粒剂药品在符
合《药品管理法》的前提下应提前划分最小适用剂量，
改变内袋的形态结构，使家长能单次取用合适剂量的
药品，在操作上便于家长分药。 

2.2.3  便于记忆 

儿童 OTC 药品需要便于家长确认是否喂药。根

据药品内包装的不同颜色和形状，提醒家长当日已喂

药的次数，强化记忆，便于家长双方或多方间的协助

喂药，避免意外状况的发生。 

2.3  互动性 

儿童 OTC 药品包装需要帮助儿童缓解不良情绪

及抗拒心理[8]，给予儿童适当的温暖和关心，让儿童

产生信赖感和愉悦感，满足儿童的心理诉求。因此，

儿童 OTC 药品包装可以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互动以

及包装卡通拟人趣味化等角度作为切入点，利用形象

本身的特殊结构造型，从包装的视觉元素与结构等角

度进行设计，通过讲故事和做游戏等“互动”手段，

缓解儿童对药物的抗拒心理，将抗拒的服药过程转变

为快乐的游戏体验，帮助儿童恢复积极的心理状态。 

3  基于用户需求的儿童 OTC 药品包装设计

实践 

3.1  定量分药袋结构设计 

针对用户分药的安全性与便利性，需要将通常意

义上的一袋变为双分袋结构。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的

剂量说明上标有年龄 1~3 岁、体重 10~15 kg 的儿童

每次使用 0.5~1 袋的剂量说明，颗粒剂药品很难准确

划分出适当比例的剂量，这种说明不仅考验家长的实

际操作能力，也容易产生用药安全隐患。该包装根据

大多数儿童颗粒剂药品的需要及不同的儿童年龄来

确定服用剂量，将原有的单袋药品包装设计成带有动

物形象的双分袋形式（见图 7），使药品在符合国家

药品法规的情况下，满足最小使用剂量为半袋的需

求，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对药品剂量的不同需求。 
 

 
 

图 7  分药袋结构示意图 
Fig.7 A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drug bag 

 

同时，在内包装袋的开口设计上，家长可根据儿

童的情况选择剂量。如需半包，只需将中间偏上半部

分的撕口撕开，就可以只倒出半包；如需一包，可将

中间 2 个撕口撕开，就可以轻松倒出一整袋药品（见

图 8），这样的设计便于家长精准分药，同时，也可

以在使用半袋剂量时，有效避免另外一半药物因受潮

而变质。 

此外，在量产的前提下，动物异形包装的包装成

本比原有包装每包多出 0.01 元，以市场上最常见的

一盒 10 包计算，新包装成本平均每盒高出 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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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分药袋开口结构示意图 
Fig.8 A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drug bag 

 

3.2  趣味互动内包装设计 

针对儿童不良情绪和抗拒心理，用户所关注的药

品包装更重要的还是看包装是否体现了人的感情和

亲和力[9]。在该药品双分袋包装结构的基础上融入可

爱的动物外观样式，通过折叠、伸缩的手法将内袋变

成手偶玩具（见图 9），让原本普通的包装焕发新意，

给儿童带来更多的服药动力，为儿童病情好转带来积

极的心理暗示，增强了他们对药品的信任感。同时，

家长可以通过包装与孩子进行有趣的游戏互动，增加

亲子间的互动连接，将父母的关心传递给儿童，把枯

燥无味的吃药过程转变为快乐的游戏，改善儿童的服

药体验。 
 

 
 

图 9  内袋使用方式 
Fig.9 Instructions for the use of the inner bag 

 

3.3  强化信息传达外观设计 

针对中老年家长和患病儿童，应强化药品包装的

视觉传达设计，主要体现在对图形、色彩及文字要素

的综合处理上[10]，通过产品所针对的人群、描述的药

品效果、用户的心理感受以及行为特征需求，设计出

既能取得家长和儿童认同，又能有效确保药品使用便

利安全的方案。  

在药品包装中，图形具有直观、生动及丰富的特

点，往往能抓住用户的视线，成为传达药品信息、引

导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可以向用户传达浓郁的人

文关怀，达成情感上的共鸣与沟通，实现用户对药品

的信赖[11]。对于药品外包装图形，将可爱的动物抽象

成圆形图案，并拥抱簇拥在生病的儿童周围（见图

10），增加了药品包装的亲和力，让患病儿童和家长

下意识地提升了对药品功效的信任感，并能准确、生

动地传达药品的属性和品牌诉求[12]。 
 

 
 

图 10  外包装设计图 
Fig.10 Exterior packaging design 

 
色彩在包装设计中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也是一

种极易触动消费者情感知觉的视觉语言。对儿童 OTC

药品包装而言，包装用色应准确传达其药品的属性和

对应的受众群体，以促进药品的销售[13]。采用高饱和

度且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蓝、红对比色作为主色调（见

图 11），以传达出轻松活泼的氛围，与传统感冒药所

用的绿色和橙色区分开来，体现对儿童的人文关怀。

同时，大面积的白色背景让包装更为简洁、醒目、现

代，突出了包装的药品属性，可以帮助用户快速选药、

购药，缓解用户焦虑，传递温暖呵护的产品理念，打

破传统儿童 OTC 药品包装设计的困境。 

文字是药品信息最直观的体现。儿童 OTC 药品

包装可根据儿童药品的属性，选择明确、易识别的黑

体为主要字体，并融入轻快活泼的曲线，增强消费者

（老人）在选购药品时的识别度[14]。同时，可运用色

块对有效空间进行合理划分（见图 12），让所有信息

要素（药品的成分、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不良反

应、产品批号、有效期、制药企业等）分布在不同的

色块空间内，遵循消费者的观察习惯，使信息依次呈

现出来，帮助消费者进行筛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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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外包装打开效果图 
Fig.11 The outer packaging opens the effect map 

 

 
 

图 12  外包装文字版式图 
Fig.12 The text layout of the outer packaging 

 

3.4  强化记忆的包装色彩与形态 

针对用户遗忘或重复喂药等行为，可通过改变内

包装的色彩和图形，分成 5 种不同颜色不同动物的内

袋包装（见图 13），分别为蓝色的熊、白色的海豹、

红色的猴子、黄色的狗和肉色的猪，让家长快速借助

包装的图形和色彩明确当日已经喂药的次数，避免造

成重复用药等意外状况的发生。根据儿童感冒程度的

不同，一般需要服药 3~7 天，因此，最合理也最常见

的剂量为一盒 10 袋，每次服用 0.5 袋的病儿购买一

盒，每次服用 1 袋的病儿购买 2 盒即可满足一个疗程

的需求，其他用量的病儿以此类推增加盒数即可。该

药品需每日服用 3 次，因此设计师将 10 袋药品分成

5 种不同的动物包装，便于家长快速取用单次用量。

大部分情况下每次只需取用一种动物图案的包装，偶

尔剩余的半袋和单种颜色的动物包装也与其他完整

的双数动物包装形成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家

长辨别当日所用剂量（见图 14）。 
 

 
 

图 13  内包装色彩布局图 
Fig.13 Inside the package color layout 

 

 
 

图 14  使用剂量图 
Fig.14 Use dose map 

 

4  结语 

随着社会物质经济条件的提升，现有的设计无法

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将会是社会的爆发性

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时代，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深入研究和改善用户生活中的问题、提升用户的生活

品质，是当前药品包装创新设计的研究重点。深入用

户生活发现并解决问题，是未来药品包装创新设计的

重要目标，更是实现消费品质升级的重要支撑。本文

运用问卷调查及群众访谈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并根据

以上研究结果确定符合用户使用需求和用户行为特

征的儿童 OTC 药品包装创新设计方法，以安全性、

便利性和互动性为核心制定实践方案，可满足用户对

儿童 OTC 药品包装信息传达、剂量划分、缓解儿童

不良情绪和抗拒心理等方面的迫切需求。本研究为儿

童药品包装创新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解决方

式，也为儿童药品包装创新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

理论借鉴，也可在促进儿童药品包装设计更加个性

化、多元化发展等方面，为未来的儿童药品包装设计

提供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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