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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儿童奶粉包装的智能化应用原则与方法进行研究，让消费者在消费奶粉过程中有更安全、

便捷、愉悦的包装使用体验。方法 基于儿童在奶粉包装使用过程中的消费诉求，提炼儿童奶粉智能包

装的设计原则，探讨儿童奶粉包装智能化设计的方法及实现手段。结论 将智能化技术合理运用于儿童

奶粉包装，对儿童在饮奶过程中获得便捷可靠、安全智能的食用体验，对家长与儿童之间的情感建立都

具有重要价值。儿童奶粉智能包装设计必须要遵循安全、精准、人性等原则，结合数智技术实现儿童奶

粉包装的安全识别、信息优化、智能交互，最大限度地实现优质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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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children's milk powder 

packaging, so that consumers can have a safer, more convenient and enjoyable experience of using the packaging in con-

suming milk powder.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children in using milk powder packaging, the design princi-

ples of intelligent packaging for children's milk powder were refined and the methods and means of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for children's milk powder were explored.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children's milk 

powder packaging is of great value to children in drinking milk to obtain a convenient and reliable, safe and intelligent 

eating experience, a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motional layer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 intelligent packaging 

design of children's milk powder must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afety, accurateness and humanity.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used to achieve safety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optimization and intelligent interac-

tion of children's milk powder packaging, so as to achieve good service experience to the utmo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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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智能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应用，不

断催生出新的产品、模式、业态，成为助推现代化建

设的一股中坚力量。智能技术日趋成熟，其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深度应用以及现代信息技能的不断提高，

为包装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食品包装，特

别强调安全和人性化，智能化设计是包装安全和人性

化实现的重要手段。奶粉包装最根本的用途在于保护

奶粉产品在生产、运输、储存、售卖过程中不出现安

全问题，同时它还是奶粉奶源信息、配料表与营养成

分等的基础文字信息承载体，便于消费者直观明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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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甄别、选择奶粉产品。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消费者对儿童奶粉及包装的消费诉求也在不断提高，

反向推动了儿童奶粉包装在新技术背景下发展的新

态势。促进儿童奶粉包装智能化升级，加快推进儿童

奶粉包装的“智质同化”，从而赋予其更多科学便利、

安全人性的功能，是提升儿童奶粉消费“幸福指数”

的迫切需求，更是实现儿童身心健康安全发展的关键

一环。 

1  儿童奶粉智能包装的设计原则 

“智能包装是一个由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微

电子学、现代控制理论、人工智能等多元学科交叉而

产生的新型应用领域。”[1]智能包装较之传统包装最

显著的附加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利用新材料、新技术或

新工艺方法创造新的价值。儿童奶粉包装智能化应用

设计是对儿童奶粉包装的发展进行赋能和重塑的过

程，也是儿童奶粉包装在智能包装领域内应用和创新

的过程。智能技术本就是为了人类获得更好的生活服

务而产生的，儿童奶粉包装在智能化应用方面需要遵

循以下两大设计原则。 

1.1  包装方案首选安全性 

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是包装的一个重要任务，作为

儿童奶粉包装，保障奶粉质量是奶粉包装的基本诉

求。儿童奶粉消费群体的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安全性

是儿童奶粉包装的首选原则。儿童奶粉的质量安全，

一方面包括奶粉自身产品的质量安全，另一方面也包

括保护奶粉的包装安全，还包括儿童食用奶粉过程中

的安全。生产、运输、销售等一系列过程都在为儿童

安全食用奶粉作准备。无论是保护奶粉在保持期内不

变质，还是食用过程的便捷和安全性，都离不开一个

性能优越的包装。如何借助智能技术的参与和渗透，

为奶粉包装尤其是儿童奶粉智能包装赋予新的科技

内涵成为奶粉包装行业的热点话题。对儿童奶粉包装

进行智能优化升级设计，可以为消费者对奶粉安全隐

患问题的再识别、再检测方面提供更优化的方案选

择。儿童奶粉包装的智能化设计，必须坚持安全性为

第一设计原则，利用智能化技术帮助消费者实现对奶

粉包装的实际诉求，实现儿童奶粉包装智能应用与质

量安全的同步，做到智质同化。 

1.2  信息传递便捷而精准 

儿童奶粉包装消费群体具有特殊性，可以将其分

为直接群体与间接群体，直接接收奶粉包装信息的群

体反而属于间接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新手奶妈

奶爸、有一定认知能力障碍的爷爷奶奶，也可以是非

直接亲密关系的其他关护人员。奶粉包装作为传达奶

粉产品信息的载体，产品信息能否被正确接收与信息

能否完整传达同样至关重要。由于群体具有复杂性且

认知能力不同，如何优化包装信息配置，提升消费者

的包装使用体验，从而强化消费群体的认知能力与权

益保障，是儿童奶粉智能包装设计必须要重视的。在

传统奶粉包装信息分配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智能技术

手段强化包装的信息功能，将奶粉产品信息的监督权

真正落到消费者手中，突破传统奶粉包装信息茧房化

的局限，让受众权益得到落地保障，实现企业与消费

者信息对等。瑞士食品检测公司 SwissDeCode 推出了

A2 内层标签（见图 1），使用该标签的公司可以使用

快速 DNA 检测技术来分析他们的牛群和牛奶批次，

而消费者可以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了解内容的真实

性、过敏原或质量检测的时间、地点以及是由谁进行

的，有助于消费者作出决策，增强品牌信任感。 
 

 
 

图 1  瑞士 SwissDeCode 公司推出的 A2 内层标签 
Fig.1 A2 inner label introduced by SwissDeCode 

2  儿童奶粉包装安全智能识别设计 

食品包装作为食品产业链上的一环，建立贯穿整

个食品链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是保证食品安全

的重要手段[2]。由于奶粉的质量安全与儿童的生命安

全密切相关，奶粉消费环节的安全隐患问题仍不可忽

视，对奶粉包装进行安全智能识别设计可防患于未然。 

2.1  奶粉新鲜度指示 

奶粉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对奶粉的品质有较大

影响，不合理的温度、湿度和密封度可能会直接使奶

粉的质量降低，从而导致奶粉中的活性营养成分流

失。通常消费者对奶粉的安全检测依赖消费者视感官

进行识别，如奶粉颜色变化、包装是否漏气以及奶粉

在冲饮过程中是否有结块等现象。奶粉受潮常因奶粉

包装的容量过大而间接导致部分消费者未能在有效

期限内食用完，或因奶粉存储位置的环境温度、湿度

变化而发生。在食品包装中，可以通过各种信号分子

也就是包装材料中所含因素分子的变化反应来发出

指示信号、传递包装信息，如利用特殊材料的指示标

签（温敏指示卡、湿敏指示卡、光敏指示卡等）、包

装膜等引起的色彩变化来传达食品变质的信号 [3]。

Pirsa 等[4]对奶油奶酪等奶制品进行了评估，认为 pH

指示器能有效监测乳制品在贮藏过程中的保鲜保质

程度。2021 年，韩国“每日乳业”获德国红点设计

奖的智能牛奶包装见图 2，随时间变化的颜色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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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辨别“新鲜度”的问题：一开始，包装上的“Milk”

一词以统一的颜色清晰可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字

母 M 和 K 的部分蓝色表面会发生变化。当有效期临

近，Milk 这个词逐渐发生变化，部分笔画最终完全

溶解，只留下一个清晰可见的“ill”（病）。 
 

 
 

图 2  韩国“每日乳业”牛奶智能包装 
Fig.2 "Daily Dairy Industry" intelligent milk  

packaging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信息型智能包装是指对电子信息、物理与通信技

术的有效利用并将相关的包装信息通过信息和通信

技术展示、传达出来，通常表现为包装外部或表面附

加条形码、二维码、RFID 标签与传感器等，旨在借

助包装信息数据管理系统，对产品储存、运送、销售、

回收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实时管理[5]。该智能技术对奶

粉包装的安全智能识别具有可参考价值，有利于打破

传统包装的静态保护模式，以更主动的新方式对奶粉

安全进行检测，从而达到提醒消费者防止食用变质奶

粉的目的。“信息传导预警型包装主要采用传感器、

RFID 等技术，收集包装内外部环境信息，通过接收

装置的传导将信息告知包装使用者，进而起到预警作

用。”[6]利用智能包装中的传感器对包装内部的奶粉

品质进行实时监测和反馈比较容易实现。传感器实时

反馈产品信息，主要通过检测包装内气体（CO2、O2）、

pH 值、温度、湿度和颜色等的变化来有效监测产品

质量，从而实现对食品新鲜度、有害化学品残留等方

面的监控和反馈并帮助消费者进行购买选择[7]。传感

器在检测过程中的反馈原理主要是从被测量产品上

直接检测特定的分析物来判断该产品的新鲜度是否

达标，将柔性传感器技术应用到奶粉包装新鲜度智能

识别设计中，通过传感器技术与奶粉包装的智能结

合，可以有效监测奶粉在时间、湿度等外界条件影响

下所产生的新鲜度变化并发出指示预警，从而有效避

免儿童误食变质奶粉进而损害其身心健康发育。 

2.2  奶粉包装防伪识别 

事实上，在讨论奶粉安全话题的过程中，奶粉包

装自身的防伪方案同样重要。近年来，我国对儿童奶

粉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但仍不可避免有假冒伪

劣的奶粉出现。其一在于消费者的防伪意识还不够

高，缺少应有的防伪知识，单纯从商品的包装特征和

外包装是否粘贴有防伪标识来判断是否为正品。其二

在于造假手段越来越高明，防伪验证平台和载体较

多，各种识别方式也较多，其查验平台也较容易伪造，

消费者依靠自身有限的防伪知识和经验，很难准确判

断防伪查验渠道是否可靠。21 世纪以来，更科学智

能的信息技术也被应用到防伪中，为产品本身的安全

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信息防伪技术是指将防伪与数

字图像处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智能标签等结合，

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获取产品的信息，从而来辨别产品

的真假[8]。对奶粉包装防伪技术的重视不仅可以提高

消费者的防伪积极性，也增进了消费者的信任，还能

有效保障奶企品牌的公信力。 

基于近距离无线通信 NFC（Near Field Commu-

nication）技术的防伪方案是近年来市场上常见的防

伪解决方案[9]。李一凡等针对目前市场现有的 NFC

防伪认证方案中成本高、密文交互烦琐以及芯片监管

不力等存留弊端，在现有智能防伪认证的基础上设计

并实现了一套完整的授权认证防伪方案，提出通过使

用第三方可信平台来授权认证从而降低相应防伪成

本，并对芯片进行监管。此方案设计对奶粉包装防伪

的思路与技术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该方案由防伪验

证平台、防伪验证应用、厂商 NFC 智能卡读写系统

与 NFC 智能卡四个模块合作实现，在确保公正可信

的前提下，防伪认证平台会首先审核厂商信息并为其

授权，随即通过商用密码算法生成厂商的 USBKey

并由厂商设置 PIN 码；厂商对平台初始化后的 NFC

智能卡进行有效读写操作并绑定发送至认证平台，但

必须要确保写入的产品信息完整对应独立的 NFC 智

能卡。上述流程后消费者即可使用具有读卡功能的智

能 设 备 安 装 下 载 防 伪 验 证 应 用 来 鉴 别 该 方 案 中 的

NFC 智能卡的产品真伪。整个设计流程有效确保了厂

商信息的真实性、产品信息的安全性以及平台反馈认

证的不可伪造性，对奶粉包装防伪认证具有现实的参

考意义。 

3  儿童奶粉包装信息优化配置   

除被赋予保护者的角色外，奶粉包装在整个消费

流通环节还充当着讲述者的角色，将包装所承载的奶

粉产品信息完整准确地传达给消费者。如何在有限的

可视化标注信息范围内存储、传达更多可供消费者认

知的产品信息，成为奶粉包装智能化升级的又一关

键点。 

3.1  数字化智能存储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下，任何一件商品从产出到

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都不是一家企业所能够独立完

成的，往往需要经历采购、加工、物流以及贸易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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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环节。各环节由不同的企业负责，诸多上下游企业

合作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所谓产业链溯源所研究

的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追踪整个产业链中每个环节的

信息，一旦产品出现问题便可以回溯追责，通过这种

方式也可以使消费者获得健康安心的体验。能够明确

找出目标数据源头的区块链数据溯源技术，可以更加

深入地了解目标数据的全面信息等。目前，可溯源被

视为区块链技术落地的最佳性能之一，由区块链技术

实现数据溯源已被成功运用于多个领域[10]。奶粉品质

的安全与儿童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奶粉品质安全没

有“零风险”，但必须坚持“零容忍”。“物联网技术

与区块链溯源体系相结合会使溯源技术更加智能化

和便捷化，同时物联网技术也会让信息变得更加可

靠。”[11]惠氏奶粉的一码一罐就是借助二维码信息处

理技术，将奶粉奶源的养殖环节到销售环节的产品信

息都通过信息数据库记录备案，便于消费者能够通过

溯源编码追踪产品重要信息。目前，已有伊利、三元、

雅士利等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已自行开发了可追溯

信息系统，并实现了与国家信息平台的直接对接，通

过该可供移动终端随时扫描的二维码实现奶粉产品

相关信息的正、反追溯，以及奶粉产品信息的实时实

地追踪、汇总与公开。 

儿童奶粉包装的智能化应用可以将奶粉的生产

阶段、加工阶段、运输阶段到消费阶段均做成数据记

录并上传到区块，可追溯信息囊括以上任意一个阶段

的信息，例如生产环节的奶牛养殖等、加工阶段的加

工条件或操作员等、运输阶段的运输方式或发货、到

货时间等，乃至消费阶段的全部产品信息（见图 3）。

可以通过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识别奶粉包装表面的

产品溯源二维码标签来完成最终获取，至此基于区块

链技术的奶粉可溯源系统完整形成，将奶粉传统包装

所附载的奶粉信息更细分化、具体化、透明化地存储

至云端数据库完成溯源，实现奶粉产品的数字化、智

能化全链路管理。君乐宝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在海内

外同步发布的纪录片《探索中国奶粉新高度》中，每

一头奶牛都佩戴有专属的智能项圈并通过大数据来

实时记录监测身体状况。零距离的高清镜头将君乐宝

乳业集团从源头牧草种植基地到奶牛养殖生产牧场、

工厂的奶粉生产全产业链全盘托出，全面刷新了消费

者对国产奶粉的认知。如何将该纪录片中呈现的全产

业链与物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相结合，完成对奶粉

产品信息的全过程追溯正是儿童智能奶粉包装实现

包装信息数字化存储的重要基石。在大数据时代下，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奶粉的可追溯系统可以让生产

者、销售者、消费者完全参与进来，利用其高度透

明化、信息可靠性等优势，破解传统奶粉包装的产

品上下游断流等问题，从而提升奶粉包装信息配置

的优化服务，最大程度实现消费者产品信息的无阻

化，争取让每一位消费者都成为奶粉生产线上的“知

情者”。 

3.2  数字化智能反馈 

借力信息发展技术，从更科学人性化的服务角度

考虑，让消费者权益得到“货真价实”的保障，打造

企业与消费者“面对面”的对话纽带而不再是“隔空

喊话”，正是儿童奶粉智能包装的创新所在。区别于 

 

 
 

图 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奶粉产品安全追溯体系 
Fig.3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milk powder products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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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奶粉包装着重于消费者获取有限的产品信息这

一模式，同样注重消费反馈诉求的儿童智能奶粉包

装，不仅可以提高奶粉包装的创新度，还能实现企业

与消费者之间更深层次的互动与交流。 

消费者购买奶粉时往往非常慎重，其原因大抵是

奶粉配方会较大程度影响到儿童的成长。事实上，因

体质各异，有些营养成分可能对部分儿童来说会引发

轻微不适，或不同阶段每个宝宝的发育情况等这类非

紧急突发但造成疑虑困惑、线上可咨询解决的问题，

就可以选择通过专供信息反馈的平台来对专业权威

的儿童营养专家进行咨询，必要时可以缓解无法及时

问诊、就医的局面。为增加该反馈服务的可信度与有

效度，这一反馈平台必须与专业医疗团队或专业儿童

营养医师直接对接，从而在需要咨询帮助的时候可以

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

开奶企与儿童营养专业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该用户

反馈过程需由奶企牵头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数字型

智慧云平台，将政府、核心医院或专业医疗人员团队

和用户基本信息采集三者进行整合与有效对接，确保

组织主体、监督主体和需求主体在反馈系统的数据资

源输送运作。用户可通过移动终端设备扫描获得反馈

渠道，反馈界面需精简，反馈功能要明确，确保用户

与医生能够实时交流并在反馈过程中清晰无阻地发

出反馈指令，医生接收指令并反馈用户，该反馈行为

不只具有即时性，还可以提供给用户以便对医生进行

持续性的数据反馈，“使医生拥有精准化、连续性的

数据监测信息，进而实施个性化的诊疗方案”[12]，从

而提高医生与用户之间的沟通质量。这一设计思路利

用数字化技术，构建主要连接医院专家和用户的反馈

服务系统并依托云平台来进行反馈，由政府相关部门

监督管理医生资质审批与用户信息数据的隐私保护，

完成并满足用户在反馈服务中的专业绝对性与安全

有效性。该反馈系统把用户需求与医疗资源有效结

合，优化了奶粉包装在医患之间信息“数据实现融合

互通，数据信息交互反馈”[13]的这一服务缺口。 

4  儿童奶粉包装智能交互设计 

随着信息化时代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传

播与信息处理的影响已经上升到很重要的地位，以消

费者为中心，率先运用数字化精准服务消费者，有望

实现包装、产品与人紧密相连、协作互助的奶粉包装

新景象。 

4.1  AR/MR 技术赋能交互 

“数智”技术赋能奶粉包装是指将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技术优势应用于奶粉包装的信息服务中，为奶粉

包装实现信息智能处理提供路径和方法。奶粉在产品

质量与安全问题得到保证的基本前提下，正确的冲调

方法、合理的食用时间段、合适的冲饮温度、科学的

食用次数和食用量依然是喂食宝宝奶粉时必须要学

习的重点。新手爸妈们在第一次冲泡奶粉时，或许会

提前做功课，但依然避免不了在宝宝饿了哭闹时手忙

脚乱的尴尬。因此，利用智能化信息技术手段，将奶

粉科学的食用教程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赋能奶粉包

装，不仅能够解决父母喂养奶粉的难题，还能保障儿

童在食用奶粉过程中的安全。 

随着 5G 技术开始商用，虚拟现实迎来了完美展

示的良好平台，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

和 MR（Mixed Reality，混合现实）得以淋漓尽致地

发挥其优势。运用语音智能、图像智能、虚拟现实等

创新性先进技术对奶粉的食用方法进行信息技术处

理，使信息内容在传播方式上生动直观、易于理解，

使内容受众者有目标明确、思路清晰的沉浸式体验，

可确保养护人员上手实操的准确无误，避免奶粉在手

却不知道如何正确食用的尴尬。不同于传统包装的信

息展示，AR/MR 技术包装（见图 4）以动态形式来

呈现并传递奶粉信息。它可以通过三维立体展示、动

画演示等形式展示包装及产品，或融合音频、视频等

多种方式以达到增强包装展示效果和提高信息传递

效率的目的[14]。用户可以通过智能终端扫描识别来获

取这一信息，可针对不同月龄的婴幼儿食用奶粉的定

时、定量、定温进行细致分类并由视频动态传递，使

消费者育儿模式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个性化。 
 

 
 

 
 

图 4  AR 技术包装 
Fig.4 AR technology packaging 

 

不同月龄的婴幼儿在食用时间间隔、量多少、冲

饮温度上都有差异。冲奶粉 40 ℃还是 70 ℃？这一问

题就一度困扰了很多父母。同样，一次食量多少，隔

多久喂也是一个棘手又烧脑的难题。伴随宝宝月龄的

增长，这些指数也都在随着改变，因此如何根据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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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身情况采用正确合理的方法来食用奶粉，需要有

一个便捷可信并且专业权威的解答。这不仅能够增加

消费者的信赖度，填补父母对儿童奶粉知识盲区的空

白，并且加强了家长对儿童营养知识的教育，升级了

奶粉包装的智能消费新体验。儿童奶粉包装的智能化

应用设计利用智能标签技术，通过用户扫描获取从而

完成智能奶粉包装食用教程信息的动态传递，实现网

络世界的手把手教学。这种以视频、三维模型动画演

示等动态形式促进包装信息的传递，实现包装的智能

化可算是儿童及其父母的福音。    

4.2  多维情感赋能交互 

在体验经济背景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包装的功

能性需求，更多的是期望从包装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与情感上的满足[15]。通过整合场景、环境等诸多因素

并注重情景交融式交互式关系构建的包装，能够赋予

和凸显包装更高的情感价值，使之同时具有实用功能

和情感交互的双重含义。为奶粉包装设计注入情感交

互设计理念就意味着区别于传统包装简单的产品功

能，将更多关注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获得的合理消费体

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在获得目的产品的基础上，

同时得到了一个以产品本身为媒介所搭建的完整的

服务平台，实现了产品与用户在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

之间的交流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情感制胜是对现代商品包装

的新要求。在当今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

下，宝宝的喂奶问题往往在不经意间成为家庭矛盾的

导火索，使婴幼儿奶粉智能包装与第三方小程序相连

接，将宝宝的抚养权短暂地交给智能奶粉包装，家长

不必时时担心有没有错过宝宝的喂奶时间，这对压力

氛围下的家长们无疑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消费者可

以采用 QR 码或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技

术引导用户进入体验 APP 的下载渠道，借助该 APP

实现包装的增强现实体验。在该 APP 中，可以通过

在包装表面设置相应的信息元件来达成目标，为宝宝

量身定做自己专属的信息库，让家长结合宝宝的月龄

大小与喂奶要求来选择设置宝宝的喂奶时间。同时还

能够在该 APP 中设计安抚功能，根据记录入库的宝

宝的性别或偏好来选择轻音乐或语音智能云陪玩，避

免家长偶尔顾不上安抚宝宝情绪的情况发生，因为对

感官尚未发育成熟的婴幼儿来说，触觉与听觉相对而

言能使他们有最直接的体验。此类智能包装设计有利

于拓展奶粉包装的情感需求，升华奶粉包装的情感价

值，带给消费者愉快的情感体验。儿童奶粉包装的智

能化应用从以人为本的包装设计理念出发，通过信息

化技术设计实现包装与儿童、家长之间的情感交互，

不单单为儿童食用奶粉提供更加便捷、安全和周到的

服务，同时也优化升级了家长对儿童奶粉包装的情感

体验，为家长照顾儿童提供了更多元、更精准的服务。 

5  结语 

“智能与安全，在包装设计中是一对关系非常密

切的范畴。智能化设计，可以有效增加包装的安全性，

进而强化被包装物的安全性。”[16]当今社会经济发展

迅速，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安全消费意识也都在不断提

升，通过智能化设计提升包装的安全性已经提上了议

事日程。包装设计正在迈进智能化技术领域，工业和

信息化部、商务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我国包装产业转

型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重点开发具有商品真伪

鉴别、食品变质预警、居家用药提醒及儿童安全保障

等高功能的智慧型包装制品。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

及社会消费的升级，儿童奶粉市场不断壮大，其包装

消费诉求也千姿百态，奶粉包装的智能化升级已是必

然。通过安全智能识别设计、优化包装信息配置以及

包装智能交互等智能化包装设计手段，可以更好地实

现对奶粉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掌控，从而保障儿童身

心健康安全发育。儿童奶粉包装的智能化应用设计应

特别注重包装设计与信息技术的结合，积极应用新型

科学技术实现奶粉包装的智能升级，以奶粉包装信息

智能化处理创新为重点，加强安全、便利、人性化包

装使用新体验，构建智能安全识别、信息优化配置、

情感智能交互三位一体化的儿童奶粉包装新模式。这

不仅能增强奶粉包装的创新功能，还能给购买者与消

费者带来生理及心理层面全新的体验。同时，智能包

装的新方式、新渠道、新体验，也有利于更好地塑造

和巩固奶粉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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