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  第 6 期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3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49 

                            

收稿日期：2021-12-14 

作者简介：齐浩（1994—），男，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 

通信作者：陈净莲（1973—），女，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业设计。 

融合 KANO 和感性工学的老年家用药箱设计方法 

齐浩，陈净莲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100083） 

摘要：目的 运用 KANO 模型和感性工学相关研究方法，设计一款老年家用智能医药箱。方法 应用 KANO

评价法分析老年人对家用智能医药箱的特殊需求，通过敏感度矩阵坐标图对需求的优先级进行排序，并

搜集感性词汇，通过问卷调查法筛选和整理感性词汇，建立产品样本库，选取典型样本，分析语义评价

法获得的数据，将用户模糊的感性意向转变成真实可用的数据，最后提取出设计元素融入老年智能药箱

的设计中。结果 通过研究 KANO 评价法获得的老年人对智能药箱的需求，以及基于感性工学提取的颜

色、材质、造型、功能等设计元素，以完成老年人家用智能医药箱的设计工作。结论 按照设计流程，

分析老年用户对家用药箱的特殊需求，将用户内心的感性元素转化为真实的数据并应用到设计中，设计

出真正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在设计过程中，除了要考虑理性的产品设计要素之外，还要对用户内心的

感性因素进行分析，并从目标用户视角出发进行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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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Elderly Household Medicine Box Combining  

KANO and Kansei Engineering 

QI Hao, CHEN Jing-lia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KANO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s related to Kansei engineering, to design a smart household 

medicine box for the elderly. The KANO evalu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for the smart household 

medicine box to sort the priority of the needs through the sensitivity matrix coordinate chart, and the perceptual vocabu-

lary was collected, combined with selection and sorting the perceptual vocabular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establish a product sample database, through which the typical samples was selected with the data obtained by 

the semantic evaluation method to transform the user's vague perceptual intentions into real and usable data, thus, the de-

sign elements was extracted into the design of the elderly smart medicine box. Through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for smart 

medicine boxes obtained by the KANO 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design elements, such as color, material, shape and 

function, extracted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the design of the smart household medicine box for the elderly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process, analyze the special needs of elderly users for medicine boxes, convert the 

perceptual elements from users' mind into real data, and apply them to design products that truly meet user needs, in 

which not only should the rational product design elements be considered, but the user's inner perceptual factors should be 

analyzed to carry out the desig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rget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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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根据预 测，在 2050 年我国将会是全球老龄化最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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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1-2]。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面临慢性病多发

的问题，经常需要多种类、多次数地服药[3]，并且随

着老年人记忆力和自理能力的减退，其经常出现忘服

药、错服药的情况，因此，如何使老年人可以根据自

身疾病状况定时、定量地服药，是当今社会急需解决

的重要问题[4]。近年来，如何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来设计、研发适老产品，受到了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

的一致重视。蔡雯基于用户导向分析法，构建了老年

人角色模型，设计了一款手表造型的可佩戴式服药设

备，其拥有方便使用和便于携带的优点，但也存在着

存储空间非常有限的问题[5]。盘湘龙、黄悦欣以无意

识设计理念理解为基础，从生理、心理和精神 3 个方

面进行老年人用户分析，以此满足老年人提醒药盒的

功能需求和情感需求[6]。叶涛、陈健等从人机工程的

角度对智能药箱及老年人手部尺寸进行分析研究，进

而对智能药箱进行外观结构设计[7]。徐凤芹、吕思斌

等从易用性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老年药箱的人性化设

计，从外观和功能 2 个方面进行设计改良[8]。笔者以

老年用户为中心进行研究，结合 KANO 模型研究老

年人对家用智能药箱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基于设计主

题确定感性词汇，通过语义差分法设计调查问卷以量

化感性数据，并提取设计元素进行设计。 

1  我国老年家用药箱现状分析 

近年来，虽然血压、血糖检测类和看护理疗类老

年医疗产品发展迅速，但是老年家用药箱产品的发展

依然滞后，要么局限于传统的储物形式，具体使用功

能上缺乏细分，要么就是智能功能无限制的叠加，操

作越来越复杂，让老年人望而生畏。另外，这些药箱

产品的设计只是单纯地复制同类产品，并没有在设计

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国内关于老年药箱产品的文献

研究领域中，大部分研究人员只是单纯地研究产品功 

能的多样化，而忽略了人性化，没有考虑老年人行为

和情感方面的特殊需求。 

2  老年用户需求分析 

2.1  用户调研 

2.1.1  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 

从生理上来看，60 岁是人们生理机能的一大转

折点，60 岁之后人们普遍面临着灵活性减弱、肌肉

老化等问题，并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下降，神经反

射速度变慢[9-10]，这些都会使人们在理解与使用产品

的相关功能时变得笨拙。同样，身体上的变化也必然

会引起心理上的变化，老年人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衰

老时，很容易产生失落、悲观的情绪。再加上理解能

力与学习能力的不断衰退，老年人面对复杂的智能产

品时，尽管他们想了解、体验，却也只能望而却步。 

老年人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会出现正向和负向

的感受，正向感受可以调节老年人的情绪，如果老年

人感到身心舒适，老年人就会对此产品产生信任感和

满足感。反之，如果老年人在使用该产品的过程中，

没有获得良好的体验，反而使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

己在逐渐衰老，他们就会产生负向的感受。人们本来

就对医疗产品具有一定的抵触性，认为医疗产品是一

些不好的象征，老年人在心理上更容易受到这些负面

情绪的困扰[11]，更容易对医疗产品产生抵触心理，所

以在医疗药箱产品的设计中应该融入更多积极、正向

的情感。 

2.1.2  用户画像 

在产品设计探索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地

进行用户研究。关于产品方向的探索，以下采用产品

画布方式来研究[12]，以分析老年人及其子女对家用医

药箱的需求，见表 1。 
 

表 1  用户画像 
Tab.1 User portrait 

  老年人 老年人的子女 

用户故事 

a：一大堆的药品，经常忘记吃哪个 

b：子女给买的智能药箱操作太复杂 

c：不常吃的药品，过段时间就忘了功效 

d：自从老伴去世后对自己的身体就不是很在乎了

a：经常把药弄混了，非常让人担心 

b：父母经常忘记吃药，我们上班也忙，经常忘了提醒 

c：冰冷的药箱父母不爱用，很排斥，宁愿把药品放在抽屉里

d：父母经常看不懂药品说明书 

用户痛点 合理的存储空间设计 
医疗监控和紧急报警 

清楚地显示药品存储状态 

用户诉求 

存取方便操作简便，物品隔离避免污染 

充足的存储空间，方便清洗、清洁药品 

存储状态反馈，及时提醒药物变质信息 

用药提醒及告知用量 

仪器使用科学、简洁地引导使用 

医疗监控，紧急报警 

产品假设 满足现有技术条件下老年人群体对家用医药箱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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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 KANO 模型的用户需求分析 

卡诺模型是由日本的狩野纪昭教授发明的，对用

户需求进行筛选和优先级排序的工具，其将用户需求

分为 5 种，即基本型（M）、期望型（O）、兴奋型（A）、

无差异型（I）、反向型（R）[13]。研究基于 KANO 模

型展开分析调研，来确定老年人对家用智能医药箱的

需求情况。 

2.2.1  调研内容 

通过查阅文献、用户调研等方法，整理出关于老

年人家用智能医药箱的 9 个需求关键词，并将关键词

从基本功能、人机界面、外观造型 3 个方面进行归类

和整理，见表 2。 
 

表 2  需求关键词 
Tab.2 Demand keywords 

范围 需求 序号

基本功能 

合理的存储空间并且方便清洁 

清楚地显示药品存储状态及变质信息

科学的药品服用引导和仪器使用指导

医疗监控和紧急报警 

S1 
S2 
S3 
S4 

人机界面 
界面视觉效果合理，图字清晰 

适当的灯光、语音提示 

S5 
S6 

外观造型 

造型优美、颜色美观 

功能区尺寸合理，符合人机工程学 

材料环保可持续 

S7 
S8 
S9 

 

因为老年人用户群较为特殊，考虑其存在独居、

与子女同住、护工看护等生活状态，所以除了对老年

人进行调研，还要对老年人的陪护、家人展开调研。

采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方式，最终共选取 100 名

目标用户展开老年人家用智能医药箱的满意度问卷

调研。 

采用 KANO 问卷方式，对老年人家用智能医药

箱需求进行正反面提问，每个问题都设置有 5 个答案

选项，分别是“喜欢”“理应如此”“无所谓”“能忍

受”“不喜欢”[14]。 

2.2.2  调研结果 

整个调研过程共发放 100 份初始问卷，最终得到

有效问卷 98 份。按照 KANO 模型中的 5 种需求属性，

计算出最终的服务属性，见表 3。 

使用 KANO 分类方法对老年家用智能医药箱的

使用需求属性进行归类，为了确定每个属性的具体影

响 程 度 ， 对 各 项 使 用 需 求 进 行 重 要 性 排 序 。 利 用

Better-Worse 系数计算出 S1—S9 这 9 项需求的 B、W

绝对值，对同一质量类型的使用需求指标进行二次排

序。将调研数据均值（0.581，0.550）作为原点，将

Worse 和 Better 的绝对值分别作为横纵坐标，绘制需

求敏感度矩阵坐标图，从而更加清晰地展现数据，见 

表 3  属性分类 
Tab.3 Attribute classification 

KANO 模型属性分类 
序号

Q% A% O% M% I% R%
分类

S1 0 26.9 45.1 15.8 8.4 3.7 O 

S2 0 39.3 27.8 23.2 8.1 1.6 A 

S3 0 38.2 26.9 20.8 6.3 4.7 A 

S4 0 12.3 39.3 21.5 19.7 7.2 O 

S5 0 13.9 11.9 51.9 21.7 0.6 M 

S6 0 33.0 26.3 17.4 14.6 8.7 A 

S7 0 11.5 22.1 46.5 17.5 2.4 M 

S8 0 29.4 40.1 20.8 5.6 4.1 O 

S9 0 13.9 9.6 25.6 33.4 17.5 I 
 

图 1。以“R”表示每项指标对使用者影响的敏感度，

其数值大小为该点到矩阵坐标原点的距离，R 值越大

敏感度越高，对使用者影响越大。通过比较 R 值来进

一步确定各项指标需求的重要度[15-16]。 
 

 
 

图 1  坐标图 
Fig.1 Coordinate graph 

 

2.2.3  明确需求 

根据调研结果可知，在 9 项服务需求中，属于兴

奋属性的共 3 项分别为“清楚地显示药品存储状态”

“科学的药品服用引导”“适当的灯光、语音提示”；

属于期望属性的共 3 项分别为“合理的存储空间”“医

疗监控和报警”“人机尺寸”；属于基本属性的共 2 项

分别为“界面视觉效果合理”“产品形态”；属于无差

异属性的共 1 项为“材料环保可持续”。 

在相同属性的使用需求上，借助敏感度矩阵坐标

图进行判断。其中基本需求的优先级排序为产品形

态>界面视觉效果合理。期望型需求的优先级排序为

医疗报警>合理的存储空间>人机尺寸。兴奋型需求的

优先级排序为科学的药品服用引导>清楚地显示药品

存储状态>适当的灯光、语音提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美观的产品形态和合理的界面

视觉效果，是用户认为产品必须要具备的元素。同时

用户希望医药箱的功能更加完美一些，因此，医疗报

警、合理的存储空间、人机尺寸这些可以提升老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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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使用体验和正向感受的功能是一定要有的。兴奋

型需求属于惊喜功能，虽然产品缺少这种功能也不会

对用户的满意度有任何影响，但是也要尽可能地去提

供，因为提供任何一项兴奋型需求都会极大地提高用

户的使用体验。 

3  基于感性工学的老年家用医药箱设计 

3.1  确定产品感性词汇 

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查看相关文献、互联网搜集

等方法搜集和整理感性词汇[17]，并通过以下步骤筛选

确定最终的感性意向词汇。 

1）初步选取。根据 KANO 模型确定的产品需求：

医疗报警、合理的存储空间、人机尺寸、科学的药品

服用引导、清楚地显示药品存储状态、适当的灯光、

语音提示，初步收集 100 个感性词汇。将相似的感性 
 

词汇筛选、剔除，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词汇。经过筛选

后，得到 24 个感性词汇。 

2）再次筛选。将 24 个词汇制成问卷调查，邀请

30 名设计相关人员及老年用户参与问卷调查，再次

综合问卷结果得到 12 个词汇，并匹配对应的反义词

汇，具体如下：简约的—复杂的、高端的—廉价的、

系统的—零乱的、科技的—传统的、流畅的—生硬的、

温暖的—冷酷的、易用的—难用的、人性化的—机械

化的、精致的—粗糙的、互动的—死板的、智能的—

普通的、稳重的—轻巧的。 

3.2  建立产品样本库 

通过网络媒体、杂志期刊等途径，搜集家用智能

医药箱及其相关产品图片，共收集了 100 款市场上的

主流产品，运用 KJ 法进行评估分析，获取最具有代

表性的样本，最终得到 10 款样品案例，见图 2。 

 
 

图 2  样本 
Fig.2 Samples 

 
 

3.3  基于语义差分法的调查问卷设计 

将 10 个样本案例的照片分别编号为 1—10，然
后用 12 对感性词汇制作 Likert 七级量表[18]调查问卷， 

 

其感性数值分别为 3、2、1、0、–1、–2、–3，调研
对象根据自己的感性认知分别为每个样本打分，一共
发放了 100 份问卷，整理数据得到典型样本感性语意
评价，见表 4。 

表 4  语意评价 
Tab.4 Semantic evaluation 

样本编号 
感性词汇对 

1 2 3 4 5 6 7 8 9 10 

简约的—复杂的 2.3 –1.8 2.5 2.2 1.9 –2.1 2.2 2.4 2.2 –0.9 

科技的—传统的 –0.5 0.6 2.1 –0.8 2.2 2.1 –2.6 0.7 2.3 2.6 

易用的—难用的 2.3 –2.3 2.5 1.9 1.8 2.1 1.9 2.2 2.3 1.9 

互动的—死板的 0.5 –0.3 1.8 1.1 –1.2 –0.9 –1.9 –1.2 2.1 2.3 

高端的—廉价的 1.9 2.1 2.3 1.8 1.9 2.1 –1.7 –1.6 2.4 2.6 

流畅的—生硬的 –1.8 –1.6 1.9 0.8 2.3 2.4 –2.1 –2.3 1.9 2.3 

人性化的—机械化的 –0.9 0.6 2.3 1.7 2.1 2.3 –1.6 –1.8 1.7 2.2 

智能的—普通的 –0.8 1.1 2.1 1.6 0.7 2.3 –1.3 –0.9 1.6 2.6 

系统的—零乱的 2.2 –1.9 2.4 1.9 0.2 1.2 1.9 2.1 2.2 2.1 

温暖的—冷酷的 –1.6 0.9 2.2 –0.9 1.6 –0.3 –1.2 –1.9 0.8 –1.1 

精致的—粗糙的 1.1 2.1 2.3 1.9 2.2 2.1 –0.9 –1.7 2.6 2.3 

稳重的—轻巧的 2.1 –1.9 –2.2 1.8 –2.3 2.5 1.3 –1.6 –0.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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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分析 

根据之前的问卷调研所得的结果，取 10 个样本
的均值，然后绘制意象尺度图，将“简约的—复杂的”
标记为 X1，“简约的”和“复杂的”分别对应 X 轴上
的正负两轴。将“科技的—传统的”Y1，“科技的”
和“传统的”分别对应 Y 轴上的正负两轴[19]。在表 4

中，样本 1 在“简约的—复杂的”和“科技的—传统
的”评价所得均值分数分别是 2.3 和–0.5，因此样本
1 的坐标为（2.3，–0.5），其他样品同理，见图 3。 

 

 
 

图 3  意向尺度 
Fig.3 Intention scale 

 
同理，将剩下的 10 组感性词汇对也按同样的方

法来标注样本位置（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仅展示前 2 

组词汇）。观察、分析意象尺度图可知[20]：简约和科

技 2 组词汇对，意向尺度图第一象限共有 5 个样本图

片，易用和互动两组词汇对，意向尺度图第一象限共

有 5 个样本，高端和流畅两组词汇对，意向尺度图第一

象限共有 6 个样本，人性化和智能两组词汇对，意向尺

度图第一象限共有 7 个样本，系统和温暖 2 组词汇对，

意向尺度图第一象限共有 3 个样本，精致和稳重 2 组词

汇对，意向尺度图第一象限共有 3 个样本，因此，该老

年智能药箱设计需求重要性顺序为人性化智能、高端流

畅、简约科技和易用互动、系统温暖和精致稳重。 

4  设计案例 

应用 KANO 评价法分析老年人对家用智能医药

箱的需求，确定并筛选出了医疗报警、科学的药品服用

引导等 8 项设计需求，应用语义差分法获取感性词汇与

用户需求的映射关系，并对设计因素进行了重要性排

序，最后综合实验数据、产品特性、用户人群，选取最

契合的元素，并将这些设计元素应用到设计实践中，

对老年智能医药箱的设计形成 6 种初步方案，见图 4。 

 
 

图 4  初步设计草图 
Fig.4 Preliminary design sketches 

 
设计结果是研究过程导致的一种可能[21]，根据以

上研究，最终选择初步方案 5 进行细化设计，最终的

设计方案，见图 5。 

 

 
 

图 5  智能药箱效果 
Fig.5 Effect of smart medicine box 

 
智能医药箱整体造型设计成顶部有一定斜度的

方体，方便用户在屏幕上进行操作，并且进行了切角

和倒角处理，增强了视觉上的流畅度和稳定感，整体

配色采用米色和白色，更加凸显了产品的温暖和洁净

感。顶端是智能药箱的操作屏幕和按键，扫描药品、

设置服药信息、查询药品存储状态和查询服药记录均

可以在屏幕上操作（提前由子女或看护帮老人提前设

置好，不需要老人操作）。主体部分的上半部分为每

日必用药区，由子女提前放置好 2 周的药量（每个药

管可以分别存放 1 天 4 次的药量）并在屏幕上设置好

提醒时间，到了指定时间药箱会发出提示音并弹出对

应药管。下半部分为存储备用药物的推拉式抽屉，抽

屉内部拥有合理的药品存储空间，可以区分特定区域

并有对应的标识，备用药区的药品在放置前，将由子

女在药箱顶部的扫描区进行扫描登记并设置特定存

放区域和用药剂量及次数，当老人需要服用备用药区

的药物时，可以在其取出药品后扫描一次屏幕，屏幕

上就会显示服药指导。紧急报警按钮放置在药箱顶部

且与其他按键尺寸差异较大，以避免老人在紧急情况

下出现混乱。屏幕功能展示见图 6。药箱使用场景见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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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屏幕功能展示 
Fig.6 Display of screen function 

 

 
 

图 7  药箱使用场景 
Fig.7 Use scene of medicine box 

 

5  结语 

为了解决在现有老年家用医药箱设计中针对用

户的特殊需求考虑不足的问题，基于 Kano 模型对老

年用户的真实需求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这样可以防

止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设计人员可以完全掌握用

户的实际需求。基于语义差分法设计调查问卷，获取

老年用户对智能药箱的感性需求，并融入产品设计

中。顾及老年用户的日常使用情境，具体细化产品的

详细功能。研究中调研的样本案例数量有限，而且关

于用户的调研也有地区限制，因此，该设计研究的充

分性和全面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笔者旨在引起研究人

员和社会对老年群体在医药箱方面的特殊需求的关

注，以期在理论方法上为适老产品的设计提供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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