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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社会发展趋势为时代背景，透过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不合理的饮食结构为切入点，
通过服务系统模型的构建，将其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和解决，并从用户视角的感受痛点出发提出解决
方案，进一步论证健康饮食结构在生活发展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为膳食结构改善提供良好的建议。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方式收集用户信息，通过数据分析，了解用户的潜在需求，提出新的
服务策略。通过建立用户画像、用户旅程地图以及服务蓝图，构建健康饮食结构 APP 设计原型。结论 以
用户为中心的健康饮食服务设计，同时结合用户行为、情绪、痛点以及机会点综合分析，可以更加直观
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将有形的健康饮食结构 APP 应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理念相融合，专注于产品与服
务之间的差异，既符合当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潮流，又满足当代人对健康饮食理念改善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健康饮食；服务设计；用户体验；服务蓝图 
中图分类号：J512；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1)08-0190-08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1.08.025 

The APP Design of Healthy Diet Structure Based on Service Design 

MENG Kai-ning, LI Kun-peng, YU Qin-qin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background, unreasonable diet structure as the entry point 

and the common social problems asthe basis, an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rvice system model, the existing prob-

lems are deeply analyzed and solved, th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

ity of healthy diet struc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arefurther demonstrated, and the good suggestions for dietary 

structure improvement are provided. The user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potential needs of usersareacquired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so thatnew service strategiescan be put 

forward. This paper, by establishing user portrait, user journey map and service blueprint, builds the design prototype of 

healthy diet APP. The design of healthy food service centered on user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user behavior, user emotion, pain point and opportunity point, can make users’ needs more intuitive. By inte-

grating tangible healthy diet structure APP products with intangible service concept and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mobile Internet, but also meets the 

urgent needs of people to improve healthy diet concept. 

KEY WORDS: healthy diet; service design; user experience; service blueprint 

服务设计在国内经过多年的发展，从起初的探讨

商业发展模式到新时代发展语境下的公共服务和社

会创新的新领域，它逐渐从设计门类转变成一种思维

方式，通过化繁为简，提供可用、有用和高效的解决

问题的方式。 

本文主要运用服务设计思维与相关方法，建立以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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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为中心，并协同多方利益相关者，将有形的健康

饮食结构 APP 应用平台与无形的服务思维相结合，

最终达到服务提供（服务提供者）、用户体验流程（服

务接收者）以及接触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全局优

化和系统创新，进而提升用户体验、效率和价值。引

导使用者通过调节膳食比例以达到膳食平衡，促进人

体健康发展。 

1  研究背景 

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生活理念、饮

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全新的饮

食观念——既要吃得饱，又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健康，

逐渐深入人心，饮食结构的调节改善迫在眉睫。同时，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遍化，移动端 APP 早已与生活不

可分割。随着智能手机价格的不断下降与移动网络的

普及，大众接触互联网的方式变得触手可及，移动互

联网网民数量急速增长，互联网已经变成大众生活的

重要部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已经高达 8.54 亿，网络普及率达到

61.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8.13 亿。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信息产品快速占领市场并发展

成为产品服务的主要形式，并以移动终端作为功能实

现和服务拓展的平台，借助产品交互和应用方面的精

心布局广泛服务于不同人群的用户。 

2  健康膳食结构 APP 调研分析 

膳食结构是指膳食中不同类别食物的数量及其

在膳食中所占的比重[1]。因为影响膳食结构的因素是

多变的，所以膳食结构会随之变动。合理膳食可以为

人体提供充沛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

及充足的矿物质、维生素和适量的纤维素，既满足人

体的各种需要，又能预防多种疾病。而目前市场上优

秀的饮食菜谱类 APP 应用尚且没有明确强调饮食的结

构，突出饮食的营养元素搭配，因此，以服务设计思维

为出发点，以强调饮食结构、突出饮食营养元素搭配为

切入点，避开行业领头羊的主要功能区，更能得以发展。 

通过对目标用户在思想和日常行为上与健康饮

食结构 APP 进行相关性研究，了解以下问题：（1）

分析用户对健康饮食结构的基本看法。（2）分析用户

对 APP 应用的使用情况。（3）提炼用户对健康饮食

结构 APP 的需求点。 

2.1  问卷调查 

此款健康膳食结构 APP 的目标用户是 15~55 岁

熟练使用 APP 解决生活问题和改善饮食结构的人群。

具体细分如下：（1）主动有需求的用户，如注重饮食

结构的用户、健身爱好者。（2）中间群体用户，如母

婴、老年人。（3）被动群体用户，如病人需要禁忌某

些饮食。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了解目标用户对于健康饮食

的相关了解和基本看法，其中包括了饮食与健康的关

系、日常饮食是否注意荤素搭配、是否会通过饮食搭

配选择调养身体等问题。线下共发出 243 份文件，去

除 8 份无效问卷，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235 份。具体问

卷分析见表 1。 
 

表 1  问卷分析 
Tab.1  Questionnaire analysis 

问卷问题 问卷反馈 结果分析 

Q3：您觉得饮食结构与健康属于

哪种关系？ 

 

绝大多数人觉得饮食结构与健康两

者之间关系密切。通过调整饮食搭

配来调养身体、改善身体状况十分

重要 

Q4：您是否关注过健康饮食的相

关报道？ 

 

从不关注健康饮食的人仅占 13%，

健康饮食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需要关

注的问题，因此，健康饮食的需求

性非常大 

Q5：您的日常饮食中会注意荤素

搭配吗？（多选题） 

 

超过半数的人都会注意饮食荤素的

搭配，小部分人会关心摄入的食物

比重，因此饮食摄入量是需要考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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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问卷问题 问卷反馈 结果分析 

Q13：您下载手机 APP 应用比较

注重什么？（多选题） 

 

方便安全、是否具有实用性是用户

考虑是否下载 APP 的主要原因。

APP 功能设计应该具有实用性，操

作方式应该符合大众需求 

Q14：如果现在有一款关于健康

饮食结构的 APP，您期望它具有

什么功能？（多选题） 

 

饮食搭配推荐占 64%，饮食摄入量

占 33%，所以说饮食搭配与摄入量

是健康饮食结构 APP 设计的主要思

考点 

 

2.2  竞品分析 

竞品调研是通过对比获取研究的结果，将同类事

物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进行分解，得出结果之后再进

一步分析。在竞品调研分析过程中，常常根据产品的

主要功能来选择竞品作为分析的对象。通过了解市场

上同类产品的优缺点，推测发展的趋势并提出改进方

案。了解竞争产品的逻辑和功能，分析其背后的落脚

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对比自己产品可能的不足，获

得产品更好的发展途径。 

本文研究的是健康饮食结构 APP 设计，因此，

从饮食菜谱和健康两个维度进行竞品选择。通过在

APP Store 应用市场下载大量相关应用，通过亲身体

验各个应用功能，最终在饮食菜谱维度上选择“美食

杰”、“下厨房”、“豆果美食”和“好豆”4 个相关

APP 应用进行体验分析，在健康维度上选择“薄荷健

康”和“别吃胖”两个相关 APP 应用进行分析。食

谱维度竞品分析见表 2。 

在健康维度，“薄荷健康”是一款主打帮助年轻

女性减肥以及打造健康生活的应用软件，拥有详细的

饮食记录流程；“别吃胖”主打健康体重饮食管理，

倡导“吃对了就瘦了”的理念，通过食疗的方法控制

体重，并且辅之以智能手环，在保持体重的基础上，

保持营养的摄入，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用户控制体重、

平衡膳食的目标。健康维度竞品分析见表 3。 

菜谱类 APP 应用产品从最初的菜谱工具发展到

融合社区与电商，已经趋于成熟。菜谱类相关 APP

应用应该进一步深化用户，精分服务领域，提升用户

体验，最终感动用户，同时加大对数据的分析运用，

根据不同用户饮食习惯、口味喜好等进行个性化推荐

和健康管理。人们越来越注重食品科学与营养，提倡

健康饮食并通过饮食搭配来调养身体、改善健康状况。 

3  健康膳食结构 APP 服务系统体系构建 

在我国，服务设计虽然起步不久，但是我国设计

教育的蓬勃发展及对服务创新的日益重视，使得服务

设计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本次健康膳食结构

APP 应用设计运用服务设计思维，使产品及其产生的

服务系统更符合用户的需求，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思想具体呈现，采用目标导向的方式开展设计活动，

提升产品的可用性和用户体验。 

3.1  用户旅程图 

基于真实人物的行为、观点和动机，将调查要素

抽象综合成为一组对典型产品使用者的描述，可以将

抽象的统计转移到实实在在的需求上，尽管人物是虚

构的，但他们展现的动机和反应是真实的[2]。通过问

卷调查对目标人群的活动、兴趣、消费状况和饮食习

惯进行统计分析，创建典型的人物角色，想象顾客群

是可以识别的原型，为健康膳食结构 APP 的设计构

建提供参考[3]。建立用户旅程体验地图，想象服务的

全过程，将用户体验用生动且结构清晰的可视化图形

表达[4]。按照时间维度，将用户体验旅程分为使用前、

使用中及使用后 3 个阶段。用户旅程图见图 1。 

用户体验地图充当着为服务设计体验提供生动

而有组织的视觉表现的角色[5]。绘制用户体验地图的

目的就是改善现有的健康膳食服务系统，通过地图分

析出构建服务系统中的行为触点和痛点，分析总结影

响用户服务的体验所在，如用户对健康膳食结构 APP

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的担心、能否真实改善膳食结构的

疑虑 [6]。根据特征用户的行为分析出用户的情感需

求：线上制定饮食计划；线下烹饪体验；线上分享及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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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户旅程图 
Fig.1  User journey map 

 
线上制定饮食计划。采用广泛的数据收集分析，

为用户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根据目标用户需求可

以分为以健康、食疗、瘦身为前提的健康饮食需求。

通过合理划分目标需求的优先层级，明确健康为第一

层级需求，以不同用户需求合理调整膳食结构为辅助

手段，根据目标用户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来调整细化

产品结构。 

线下烹饪体验。与多家生鲜超市协调合作，实现

O2O 模式，为用户选购新鲜食材。大多数美食，都是

不同食材相互组合碰撞产生的裂变性奇观。按照制定

计划，提供明细的制作食谱，在保证健康的基础上，

让用户同时享受到制作美食的愉悦体验。 

线上分享和反馈。打造健康膳食分享朋友圈，实

现线上交友功能。目标用户对于此次健康膳食进行评

价，一方面能方便用户真实客观地进行全面的评价，

另一方面又要使此次评价为其他目标用户提供借鉴

参考的价值。  

3.2  服务蓝图 

服务蓝图是基于服务系统的流程图，以可视化的

方式对健康饮食结构 APP 服务系统进行准确描述[7]。

服务蓝图详细描绘了健康饮食结构线上浏览、制定饮

食计划、均衡饮食、购买生鲜食材与线下体验的服务

系统与服务流程。服务过程中涉及的不同人员，由 4

个主要行为部分和 3 条分界线构成。4 个主要行为部

分包括使用者行为、前台行为、后台行为和支撑流程，

3 条分界线分别为互动分界线、可视分界线和内部互 

动线[8]。服务蓝图有助于了解健康饮食结构产品服务

过程的性质，控制和评价服务质量以及合理管理顾客

体验等。用户通过多种渠道下载 APP，通过注册登记、

浏览、个性化定制、参与互动等流程，均衡日常饮食

结构。服务蓝图见图 2。 

4  健康膳食结构 APP 原型设计 

通过深入思考与对比分析，将产品的名称定为

“尚食邦”——尚，尊崇、注重；食，饮食、吃；邦，

城区、国家。“尚食”与“膳食”谐音，强调健康膳

食，字面意思即注重健康饮食的圈子。宣传语——关

注饮食之重。寓意健康饮食结构的重要性，需要关心

食材摄入比例，荤与素，少与多。 

本次健康膳食结构 APP 产品设计定位是为膳食

需求者提供健康饮食，并通过搭配饮食营养元素摄入

量来调养身体、改善身体状况。核心功能是根据个人

档案，进行饮食计划定制，分析并记录饮食摄入量。

“尚食邦”服务系统构建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尚食邦”

APP 应用设计，其核心内容就是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平

台来调节膳食结构，制定饮食计划，优化烹饪体验以

及反馈交友。 

4.1  基于 APP 客户端的服务系统整体信息框架 

信息架构就是信息的一个整理过程，将产品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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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服务蓝图 
Fig.2  Service blueprint 

 

 
 

图 3  产品信息框架 
Fig.3  Product information framework 

 
的功能进行整合，在这些功能之间搭建起逻辑框架[9]。

综合该产品相关功能设计与材料设计语言（Material 

Design）风格，将产品分为“尚析”、“尚选”、“邦区”

3 个功能板块和“个人中心”、“十字按钮”2 个按钮

板块，并且每个板块下各有子功能区。产品信息框架

见图 3。 

根据设计目的以及相关调研工作，主要对个人中

心、“尚析”、“尚选”以及“邦区”这 4 个主模块的

功能进行设计。  

1）个人中心。用户通过“尚食邦”服务系统录

入个人相关信息及需求，系统通过数据分析，为用户

量身制定饮食计划。用户可通过在线与平台合作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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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服务模型 
Fig.4  Service model 

 
鲜超市下单购买食材，平台和生鲜超市为使用者提供

双份保障，充分保证了食材的安全性。 

2）尚析页面。使用者通过填写“我的档案”进

行档案设定，也可以在“饮食档案”中进行具体的查

询与更改。通过“食材分析”可以让用户更清楚了解

饮食的种类、功效等。“热点推送”则会不定期推送

一些关于饮食方面的知识。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便捷

的服务。 

3）尚选页面。主要通过筛选条件进行食材、厨

具的购买。用户在浏览商品时，也可以直接收藏或购

买。为用户提供优质新鲜的食材，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4）邦区页面。主要分为“推荐”、“关注”、“附

近”、“我的参与”4 个子功能区，浏览话题时，可以

进行“喜欢”、“评论”、“收藏”等操作，主要是为了

实现用户在线分享与交友的功能。服务模型见图 4。 

“尚食邦”服务系统，在现有基础上，根据用户

具体情况为用户提供定制化健康饮食及调理方案，对

食材加以分析，建立个人饮食档案，避免与市场上现

有产品趋于同质化。通过与供应商和生鲜超市合作，

协同多方利益相关者，打造 O2O 线上购买线下配送

服务模式，打造新零售模式，为使用者带来优质使用

体验。 

4.2  基于 APP 客户端—健康膳食结构 APP 界面设计 

APP 图标及界面属于视觉符号的直观呈现，根据

健康膳食结构的特点、用户需求以及品牌视觉形象等

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力求在色彩、视觉形象上准

确表达信息，在保证科学性、合理性、交互性的基础

上，兼顾图形视觉效果的美观性和时代感[10]。该健

康饮食结构 APP 产品应用设计在色彩上采用亮黄色

为主体色调，视觉效果强烈，色彩和谐并且富有层

次感。 

饮食结构调节功能页面在色彩上保持一致，主题

色以暖色调为主，黄色给人轻快、充满希望和活力的

感觉，同时是一种可以增强人食欲的色彩，传达给用

户一种合理饮食、健康生活的美好希冀，色彩对比不

宜强烈。将主题色同时应用于导航栏和标签栏，使得

“尚食邦”APP 整体风格更加协调。“尚食邦”APP

功能及界面见图 5。 

5  结语 

通过调研分析建立用户角色、用户旅程地图以及

服务蓝图，构建健康饮食结构 APP 设计原型，同时

结合用户行为、用户情绪、痛点以及机会点综合分析，

更加直观地了解用户需求。通过触点分析，将其中存

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和解决，站在用户的角度出发考虑

问题，以第一视角体验、洞察服务系统过程中存在的

不足或缺点，并提出解决方案，有利于系统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通过迭代过程的层层深入，探索、创造、

再思考、实施四个阶段，从用户的角度阐明系统组织

结构问题。 

在“尚食邦”APP 设计过程中，运用服务设计的

思维与方法，注重服务的优先级顺序。从用户角度，

为目标用户提供了必要的健康膳食指导，为膳食结构

改善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从行业角度，协同用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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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尚食邦”APP 功能及界面 
Fig.5  Functions and interface of “Shangshi Bang” APP 

 
发商、生鲜店铺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提供服务价值；从社会角度，为减少高血糖、高

血脂、肥胖等非传染性疾病出谋划策，调整膳食结构，

打造健康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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