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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界面的视觉层级设计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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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当前健康码界面视觉层级进行设计，以期简化数字化出行中防疫验证的操作过程，为出

行码界面设计提供借鉴。方法 从界面视觉设计的目的出发，归纳出影响健康码快速识别与操作的层级

设计问题，再以视觉层级加工原则为依据，围绕领码人探索健康码界面中色彩、形态和图文元素与任务

之间更合理的视觉匹配形式，进而明确优化健康码界面层级的设计思路，以此进行案例应用。结果 从

构建信息基础、搭建等级框架、明确验证色彩、形态化任务类别和分层文字结构五个方面提出健康码界

面的视觉层级设计方法，提炼出突出色彩区域、卡片式门类切换和三角式文字结构等具体设计手段。结

论 遵循视觉认知规律的界面层级设计有利于缩短健康码的操作过程，加快识别速度，帮助匆匆出行的

人们更高效、安全地通行。 

关键词：后疫情；健康码；视觉层级；界面设计；数字化出行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20-0262-07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20.029 

Visual Hierarchy Desig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n Health Code Interface 

JIANG Xiao 
(Jiaxing University, Zhejiang Jiaxi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Designing the visual level of the current health code interface aims to simplify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verification in digital travel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ravel code interface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purpose of the visual interface design, the design problem of identification of health code and operation was summarized, 

then the visual hierarchy process principle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match form between tasks with graphic elements, color 

and shape in health code interf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de application, and define the design method of optimiz-

ing code interface proved by case. The visual hierarchy design method of health code interface is proposed from informa-

tion foundation, hierarchical framework, verification color, morphological task category and hierarchical text structure, 

especially such prominent color area, switchable card category and triangular text structure. The interface hierarchy de-

sign based on visual cognition rules is conducive to shortening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health code, speeding up the rec-

ognition speed, and helping people in a hurry to pass through efficiently and saf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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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变异毒株仍在给

人们的出行安全带来困扰，出入公共场合验证健康信

息已成为防疫工作的常态，健康码逐渐演变为一种新

型的数字化身份[1]。人们通过对数字界面的操作完成

信息的展示与核验，但操作和失误延长了正常通行的

时间，增加了弱势群体的负担，也为窃取隐私和伪码

市场制造了机会。健康码带来的数字鸿沟、隐私泄漏

等问题不容忽视[2]。良好可用性的用户界面能“使用

户快捷、容易且不必经过复杂和无关的过程来完成任

务”[3]，但当前提高健康码安检效率的研究主要聚焦

在行政管理、技术和心理等层面，鲜有从界面设计的

角度提出优化思路。如何构建合理的视觉层级秩序，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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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人们快速地识别关键信息，实现流畅操作与高效

通行，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1  健康码界面问题的产生 

健康码是指以实际真实数据为基础，经自行申报

和后台审核后，生成的属于个人的二维码[4]。 早出

现在浙江杭州，后逐渐推广到全国，目前各省市均已

推出各自的专属码。在疫情暴发初期，健康码虽然延

长了正常的通行时间，但以二维码为中心的界面布

局，极大地方便了扫码等防疫工作，提高了防控效率。

后疫情时期，人们出行频率升高，界面内地区切换、

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等新功能陆续上线，不仅增加了

操作路径和出错概率，更激化了人的流通速度和安检

效率之间的时间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健康码体验问

题更预示着一种数字鸿沟的出现，体现着“社会共同

体对于个体的接纳与排斥的考量”[1]。 

当信息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加时，必须重新梳理并

优化界面布局，提高交互效率[5]。通过对医院、公交 
 

地铁、高铁和商场等公共场合的典型人群使用健康码
过程的观察，发现整体验证速度很容易受到持码者操
作效率和工作人员核实方式的影响。以某典型用户的
切换申领人和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任务为例，运用行
为反馈分析法可得出耗时较多的行为主要为：切换家
人的健康码、切换行程卡、程序解锁、确认真伪、误
识别和误操作等（见图 1）。其中老年人群用时明显
高于年轻人，不得不长期配备志愿者辅助软件操作，
耗时耗力。通过对布局结构的分析，发现界面因过度
以“健康码和品牌为中心”组织层级的关系，已导致
二维码、品牌元素及其相关的信息长期占用 高层
级，用户行为逻辑在大量的交互结构中被淡化，界面
中色彩、图形和文字的层级逻辑偏离用户核心目标，
使人们在选择、切换和点击时经常出现反复低效的操
作，不仅降低了信息读取的准确率和行为的规范性，
更方便了隐私的窃取和仿真码、失效码的流入。随着
后疫情时期出行防疫逐渐常态化，界面视觉层级关系
将越来越影响到出示和识别健康码的速度，以及私密
信息的安全。 

 
 

图 1  任务中的行为反馈流程图 
Fig.1 Behavioral and feedback flow chart in task 

 

2  视觉层级加工原则对设计的启示 

优化层级关系是界面设计的重要环节。用户体验

要素理论认为界面视觉设计是为了解决产品框架层

的逻辑排布在视觉上如何呈现的问题[6]。有序的信息

视觉层级能“帮助观众容易阅读和理解传达的内容”[7]，

人机交互使视觉信息之间的层级关系和秩序变得重

要。由此可见，视觉元素的呈现常受到人与界面组件

之间交互关系的影响，用易于理解和使用的方式来处

理、布局可视元素，有效地传达行为和信息，已成为

界面视觉设计的重要任务和目标[8]，构建良好的界面

视觉层级关系能明显提升用户对信息的获取效率，从而

建立快速的操作路径[9]。 

在搭建合理的视觉层次时，设计者需要及时展开

视觉元素的处理与安排整合[10]，界面风格类型、色彩、

尺寸、字体、窗口形态和材质等均为影响层级秩序构

建的重要因素，各视觉元素需要根据当前领码者的核

心任务展开布局。视觉是一种主观生理感觉，人们对

这些元素的感知经常会受到大脑对视觉信号认知规

律的影响，视觉层次加工原则逐渐成为了构建界面元

素显示逻辑的重要依据。此原则理论认为人类会运用

生理本能关注元素的视觉特征，依次为色彩、形状和

文字，色彩属于生理性认知，形状属于初级层面的认

知，文字属于高级认知，认知成本的级别越高，用户

反应速度越慢，见图 2。通过对色彩、形状和文字在

视觉加工层面的认知[9]，能够明确当前各元素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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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自然层次感和人本能的认知规律。在设计中，多

样化的视觉元素的重要性也影响着它们到底适合哪

一类视觉层次的表现[11]。基于人的视觉生理特征，通
过实际用户的任务需求与所强调信息的有效结合来构

建秩序的信息层级[12]，有利于降低人认知界面的难度，

更是探索层级设计新方法的切入点。 
 

 
 

图 2  视觉加工速度层级关系 
Fig.2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of visual processing speed 

 

领码人即安检时健康码的实际用户，而非固定的

APP 注册者或持码者，以“领码人为中心”的设计更

加关注与二维码领取者相关的信息组织关系。强调清

晰、灵活地呈现各类领码者的防疫信息，不仅有利于

进一步界定产品的使用对象，更延续了以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理念。其视觉层级设计思路主要分为信息基

础、等级框架和层级设计三个阶段。首先归纳健康码

界面中的基础信息“点”，并按照任务进行分类，然

后以需求的紧迫性和功能的重要性为轴“线”，将基

础元素分为四维等级框架， 后，依据视觉层级加工

原则，对不同重要性的信息进行色彩、形态和文字的

显示逻辑匹配，从而完成界“面”的设计。新方法旨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健康码界面操作和识别的速度，

减少冗余步骤，缓解通行与安检的时间矛盾，如图 3

所示。 

 

 
 

图 3  健康码界面视觉层级设计的核心思路 
Fig.3 The core idea of visual hierarchy design in health code interface 

 

3  健康码界面的视觉层级设计方法 

3.1  构建信息基础 

构 建 层 级 秩 序 的 基 础 工 作 是 归 纳 与 分 类 信 息

点，每个界面通常由大量的视觉信息点组成。归纳能

够迅速全面地了解健康码界面所包含的信息类型，常

见的界面视觉信息类型有图标、文字、图形、窗口和

背景等。根据任务异同来分类信息点，便于设计师快

速检索内容。理解行为逻辑是分类的关键，它强调用

户在使用产品时所产生的一系列操作行为组织形式

的合理性，用户行为常与用户类型、所处的场景、达

成的目的和使用的媒介息息相关[13]，行为逻辑能够帮

助设计师完整地思考每个任务。此外，构建时还应与

业务逻辑、产品规划和市场目标相结合。 

3.2  搭建等级框架 

信息等级框架的搭建需要以任务行为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为轴线来展开。以时间管理领域的“四象限

法则”[14]为参考，可建立四个维度的等级区。既重要

又紧迫区域为核心信息，主要与健康码核心任务相

关。紧急且不重要区域主要为多变类信息，如领码人

和各地码的切换、处理弹出框和突发型小失误等，虽

然一般不影响核心任务的完成，但容易耗费时间。编

辑类信息处于重要且不紧急区域，其任务适合用户在

空闲时慢慢完成。不紧急也不重要区域一般是指附件

类信息，如使用说明、帮助电话等极低频操作。清晰

的等级分区降低了界面层级的权重评估与视觉显示

匹配的难度，但此等级均基于典型的场景进行划分，

并不适合所有的场景。 

在界面设计流程中，信息归类和等级划分属于前

期准备工作，如何利用认知规律来定义每个信息的界

面显示逻辑，并运用视觉的手段展现出来，将是方法

应用的难点和重点。 

3.3  设计阶段  

3.3.1  明确验证色彩 

在视觉层级加工原理中，界面的色彩处于认知的

高层级，常被用于隐喻重要且简单的事物，色相、

面积和位置经常会影响人们理解界面的速度。在各省

市健康码界面中，常见主色与核心任务不匹配的现

象。如主界面的主色调并非健康码的验证色，而是品

牌色和其他装饰元素的色彩，不同地区的绿码之间更

是色差明显，见图 4。有效运用高层级的单色调来明

确健康码的验证色彩体系，同时降低品牌和二维码图

形的干扰，将有利于突出界面的核心内容，加快核实

的速度，降低码内隐私信息的泄漏风险。 

3.3.2  形态化任务类别 

形状的识别速度往往优于文字，而弱于色彩。将

高频且多变的任务组件与精简化的形状相结合，有利

于凸显出不同类型的焦点组件信息，如运用不同结构

形态区分各地健康码和领码者的切换任务。当用户理

解和熟悉精简的外形和组件的关系后，任务的位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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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部分省市的健康码主界面举例 
Fig.4 The health code homepage of some provinces 

 
类型将变得容易记忆，误操作的可能性将变得更低。

任务形态化的过程中还应注意造型的复杂度和数量，

避免给用户增加额外的学习负担。 

3.3.3  分层文字结构 

文字属于高级认知，认知速度比较慢，还容易受

到字体、字数和尺寸的影响。在大部分健康码界面中，

文字所占的比例均大于图形，非常不利于快速操作。

如果将文字按照重要性分层展示在不同的页面中，不

仅有利于增加界面空间的利用率，更精简了健康码主

界面的内容。核心文字主要布局在高层级中，可以帮

助人们快速理解核心色彩和图形，而与核心任务无直

接关联的说明性文字、编辑类信息和极少使用的客

服、求助文字将被设置在中低层级中，呈现出重点突

出、层级分明的特点。 

4  案例应用 

当前全国各地的健康码界面内容虽大同小异，设

计风格和信息的层级关系却各有不同，如图 4 所示。

为了探索快速且低成本的界面操作模式，从层级秩序

的角度来探讨健康码界面设计方法将变得更具现实

意义。本文以浙江省某城市出行类研究项目为例，对

浙江版支付宝健康码主界面展开视觉设计研究。设计

过程成功导入了新方法，弱化了健康码品牌元素的影

响力，强化了领码人的作用，见图 5。通过对界面层

级的重构，使视觉元素在色彩、形态和文字的显示逻

辑上发生改变，从而达到预期效果。 

4.1  搭建基础与搭建框架 

随着防疫工作的常态化，浙江支付宝健康码界面

已从 初单一的二维码展示区发展成为了防疫信息

的汇集中心。通过对主界面信息的全面归纳，发现除

了面积较大的二维码图标和地图背景外，其他均为文

字类信息，虽然都已分区布局，但繁多的字体、尺寸

和字数让健康码界面的操作和识别难度大大增加。设

计中，设计师首先按照用户行为逻辑对收集的信息进

行了分类，如展示二维码和行程码、展示防疫身份信

息、切换其他人的健康码、切换地区码、帮家人申领

健康码、展示疫苗接种信息和核酸检测信息等。另外，

数据更新、求助电话、二维码和身份信息的真实性验

证等业务逻辑需求也被融入其中。 

 
 

图 5  设计思路转变示意图 
Fig.5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sign thought 

 
基于四象限法则原理，对构建好的基础信息进行

等级分区，见图 6。重要且紧迫的核心信息层处于框

架顶层，需要快速调取与展示，主要包括实时更新的

二维码、个人状态信息和实时佐证信息等。多变信息

层主要包括切换各地各类码、切换家人健康码、弹出

框、展示疫苗接种次数和核酸结果等，虽然并不影响

核心任务的完成，但用户往往需要花更多时间跨多个

页面或展开深入的垂直操作，优化多变类信息切换的

方式和变化的内容，有利于减少操作步骤，节省时间。

在编辑信息层，替家人申领健康码、申领各地区域码、

编辑身份信息已成为其主要任务，用户往往需要预留

更多的时间在跳转的页面中进行信息填写和操作，清

晰的编辑结构和准确的图文入口能帮助用户快速完

成任务。附件信息层处于框架底层，主要涉及问题求

助服务、信息注释、卡包和其他功能，用户一般很少

关注和使用它们。框架分区有时也会受到特殊场景

与动态的影响，如当某场合同时需要身份证和健康

码认证时，卡包里的身份证件信息则需要升级到核

心层。同时，由于出行码的内容常受到各地区疫情政

策和防疫技术的影响，考量各元素的重要性时需要秉

承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重要层级的划分，使视觉信

息与界面中色彩、文字和图形认知规律的匹配变得更

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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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健康码界面的信息等级框架 
Fig.6 Information level framework of the health code interface 

 

4.2  突出健康码色彩区域 

强化核心层的防疫信息与色彩的关联性，让色彩

成为独立的防疫符号，同时减弱二维码图形在顶级页

面的影响力，有利于增强信息的聚焦感和等级的识别

性。新设计大幅减少了原界面中支付宝品牌蓝色的面

积，将二维码的图形简化成为了图标，需要查看原始

码时，点击图标进入隐藏于二级目录内的详情页面即

可。将不同等级健康码的色彩纯粹化、面积扩大化、

色域值规范化，并与个人防疫身份文字相关联，可提

升健康码远距离辨识的准确性，减少误判。将变化中

的时间数字赋予明确的色彩和固定的位置，便于实时

佐证，帮助工作人员快速辨别码的真伪。强化核心色

和弱化辅助色将使健康码的彩色特征变得更加突出，

让核心信息的识别过程变得简单且快速，同时让二维

码的隐私内容得到适当保护，如图 7 所示。 
 

 
 

图 7  健康码主界面的新旧设计版本 
Fig.7 New and old design versions of the health code homepage 

4.3  卡片形态的门类切换 

运用卡片式的视觉形态和交互模式，将帮助用户

在多变信息层中快速反复地切换核心类信息，而不必

往返于各级页面或平台，见图 8。卡片结构主要以当

前领码者的身份为中心，从而联动上部的健康码和下

部的其他信息，实现同步切换。上层的健康码、行程

码等信息运用圆形卡片展示，左右划动可以切换不同

类型和地区的出行码，中间的持码者姓名、身份和地

区信息采用方形卡片展示，左右划动可以快速展示不

同家人的信息，减少了整体页面的切换和跳转。卡片

式形态还被运用在信息的扩展上，深色的疫苗接种和

核酸结果等信息呈上下布局，不仅突出了核心内容，

更有利于信息的阅读。在实际操作时，持码者身份信

息卡正处于掌腕关节操作的舒适区，非常适合用户进

行单手滑动与切换操作。精简的形态易于用户快速记

忆，数据联动切换方便了用户高效查询，如图 8 所示。 

4.4  三角式文字结构 

在三角结构中，不同层级文字将依照不同信息等

级，从上至下呈数量递增式排布，顶层信息重要且精

简，底层信息次要且详尽，分层和分量布局加快了主

界面信息的读取速度。本次共进行了三处文字优化，

见图 9。 

1）健康码区。新设计将区域内的时间和使用说

明保留，将疫苗说明替换为绿码类型。将实时更新的

时间置于高层，佐证界面的真实性。由于人们对健康

码色相的意义早已熟知，所以色彩名称和注释文字被

隐入二级界面，用户只需要单击圆形卡片，便可 

在弹出的二级页面中查看详情。 

2）个人身份区。在众多个人信息中，用户防疫

身份和姓名属于常备信息，应将其置于 高层级，而

少用的防疫注释文字和身份证号码等更适合藏于二

级详情页面中。 

3）疫苗接种和核酸检测区。人们对疫苗接种次

数和核酸检测结果的关注度往往高于疫苗名称和核

酸检测过程的介绍，新设计将接种数据和核酸结果设

为高层，增加了动态导读文字来辅助理解，而详细的

情况介绍性文字被置于底层。三角形文字结构有利于

突出重要的文字，简化主界面的结构，帮助人们在短

时间内快速展示和读取关键内容。 

此案例是一次对健康码界面人性化发展方向的

设计探索，距离真正的产品化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迭代

时间，但通过对界面中色彩、形态和文字认知规律的

分析与应用，总结出了一系列具备可操作性的设计经

验，如突出色彩区域、卡片形态结构和三角文字结构，

让本次设计实践兼具一定的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如

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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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卡片式的信息切换说明 
Fig.8 Instructions of card-type information switching  

 

 
 

图 9  三角式文字结构说明 
Fig.9 Trigonometric text structure 

 

 
 

图 10  健康码部分界面的视觉设计图 
Fig.10 Some visual designs of health cod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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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人们在后疫情时期的出行需求仍将持续增加，与

健康码绑定的数据和功能可能会越来越多[2]，每位出

行人的验证效率将越来越影响整体的通行速度。健康

码所带来的使用、安全等价值问题将会被持续关注，

创造好体验的视觉美学仍然是产品重要的价值机会

点[15]。健康码界面视觉层级设计方法根据领码人的特

征，对界面信息进行整体归类、任务划分和等级框架

构建，将信息与视觉层次加工原则相结合，从而实现

层级关系的优化。本文将不同等级的信息与色彩、形

状、文字认知规律的设计匹配当作研究的重点，并归

纳出多种有效的交互结构和层级设计经验，旨在 大

程度地精简界面的操作步骤，加快验证的速度，给疫

情期间匆匆出行的人们带来一些便利，为辛苦的安检

人员降低工作难度，更为各地区验证界面的研发工作

提供积极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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