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 卷  第 24 期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12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405 

                            

收稿日期：2023-07-11 

基金项目：基于用户体验的五粮液白酒包装设计研究（E10203708） 

*通信作者 

基于行为体验的交互式酒包装设计研究 

罗怀林 1，赵晨龙 1*，何汀 2，刁厚昌 2，卢屹婷 1 
（1.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 宜宾 644002；2.四川省宜宾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四川 宜宾 644002） 

摘要：目的 将行为体验理论应用于酒包装设计实践，以降低用户对交互式包装的理解和学习成本，探

索理论用于实际的有效方法，寻求生产装配与设计之间的潜在联系。方法 从行为体验中行动的几个阶

段框架出发，提炼出用户行为阶段中的无意识阶段、交互的执行和评估鸿沟。将理论与设计实践结合，

着重对无意识阶段、执行鸿沟、评估鸿沟进行设计，将理论融入产品的设计全流程。结果 得到了一款

基本满足用户要求的交互式酒包装，用户行为的无意识阶段能够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降低学习使用的

成本。结论 行为体验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有效提炼出用户的无意识阶段、执行鸿沟、评估鸿沟，对产

品交互设计能够起到较好的设计指导，探索出交互式包装设计的新方法，不仅为同行在包装设计上提供

了理论研究参考，也对行为体验的理论应用研究有一定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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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pply behavioral experience theory to wine packaging design practice, reduce users' un-

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cost of interactive packaging, explore effective methods for applying theory to practice, and seek 

poten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production assembly and design. Starting from the framework of several stages of action in 

behavioral experience, the evaluation gap between the unconscious stage and the interactive execution gap in the user 

behavior stage was extracted. The theory was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practice, focusing on the design of refined un-

conscious stage, the execution gap and the evaluation gap. The theory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duct 

design. An interactive wine packaging that basically met the user's requirements was obtained. The unconscious stage of 

user behavior could reduce the user's operation steps and reduce the cost of learning and use. The basic framework of be-

havioral experience theory can effectively extract the user's unconscious stage, implementation gap, and evaluation gap, 

which can provide good design guidance for interactive design with products, and explore new methods of interactive 

packaging design. The design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search reference for packaging design, and but also ex-

pands the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behavior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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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人们对生

活的需求水平逐步提高。传统的商品包装仅仅起着传

播一般商品信息和对商品进行保护的作用，已经不能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了更好地服务市场、吸引用户

眼球，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企业开始将

包装设计融入到产品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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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交互式包装应运而生。众多学者对交互式包装进

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刘晓彬等[1]从五感体验的角度出

发对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进行了研究，体现了设计应

以人为本的理念，丰富了文创产品的形式和设计方

向。王玉明[2]从交互式包装在情感体验下的设计应用

解析出发，论述了包装设计要合理植入交互元素，密

切消费者与产品关系，为包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赋

能。目前针对白酒包装的设计研究较少，交互式白酒

包装则更少。乔鸿静等[3]从用户的情感需求角度出发

对白酒包装的设计进行了研究，得出情感需求的交互

式白酒包装设计能增强消费者与包装之间的互动性，

不仅能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也能更好地为企业和社

会服务。这为白酒包装的设计方案扩展了方向。上述

学者们大多都关注设计理论层面的研究，共同点是都

使用研究用户的理论用于包装设计研究，因此包装设

计研究的现状重点也更偏向于消费者，其目的是为能

够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社会消费者。现今学者们多在用

户的情感方向进行研究，在用户其他方面进行的研究

则较少，面对新生代消费结构的逐渐改变，扩展产品

包装之于用户的研究方向对应对新的市场变化有着

重要意义。在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的场景方面，情

感或许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因素之一，但消费者的行

为研究也不应该被忽视[4-6]。商品可以在用户行为层

中的无意识阶段，通过交互趣味，吸引用户的注意，

并使其做出购买商品的决定，这同样也是一个重要且

值得研究的方向。目前国内外对用户的行为体验方向

的研究较少，且大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并未用于

产品包装的设计实践[7-11]。因此，研究用户的行为体验

用于指导白酒产品的包装设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1  行为体验概述 

1.1  基本框架模型 

美国著名设计师唐纳德·诺曼在《设计心理学》[12]

一书中对人们做事时的心理活动进行了论述，将行动 
 

划分为了两个步骤、七个阶段。其中，两个步骤包括：

执行动作、评估结果。七个阶段则分别是：一个目标、

三个执行步骤、三个评估步骤。 

当用户使用产品的时候，会遇到两个心理鸿沟：

执行的鸿沟，用户会想该怎么样使用这个产品；评估

的鸿沟，用户会想产品给我反馈的意义是什么（如图

1 所示）[12]。 

 

 
 

图 1  行动的七个阶段与执行评估的鸿沟 
Fig.1 Seven stages of a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 evaluation gap 

 
用户的行为被划分为七个基本的阶段，常被用于

理解人类的行动和指导设计，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

本框架。一些产品在交互设计中，已经使用了行为的

基本框架来指导，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在这七个阶段

中，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阶段的活动都存在用户

的刻意意识。用户的行动目标或许是有意识的，但也

有可能是潜意识的、非刻意的。设计师可以在潜意识、

非刻意阶段做很多设计，当用户潜意识觉得应该这样

行动时，便是在反复循环这几个阶段[12]。 

2  行为体验框架在酒包装中的解构 

将用户与酒包装交互的行为过程代入行为的基

本框架中进行解构，可以导出如图 2 所示的酒包装交

互体验的全过程执行顺序框图。 

 
 

图 2  酒包装交互体验的全过程执行顺序框图 
Fig.2 Interaction sequence diagram of wine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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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用户饮酒的场景通过图 2 中包装交互体验的

全过程执行顺序框图进行解构，确立用户的意图是饮

酒。用户在拿出一款酒包装时，会想这个盒子该怎么

样打开，这个阶段用户的行为是无意识的，他目的是

拿到酒瓶，达到喝酒的意图。因此在该阶段设计师可

以进行一些设计，通过意符赋能等方式，使用户理解

该如何打开包装盒。  

用户在理解怎样打开后，会在心中确立一个方

案，在行为的执行顺序框架下，用户确认行动的顺序，

通常用户的执行顺序就是“打开酒盒—拿出酒瓶—拧

开瓶盖—往杯子里面倒酒”这几个行动阶段。设计师

在这几个行动阶段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设计来帮助用

户简化操作，如通过意符赋能[13]，使用户省略思考、

疑惑的过程，顺其自然地打开酒盒。例如，在瓶盖

上设计防滑纹，帮助用户拧开酒瓶等。设计师应该

关注这些阶段中属于无意识的部分，以改进或优化

设计。 

用户在进行打开酒盒的操作后，即在实施行动结

束后，将行动输出到外部世界，这时用户会进行一个

心理评估——即感知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并在心理

活动中赋予该外部世界发生的状态一个意义。 在最

终行动结束后，用户知觉感受到反馈，得知目标与结

果是否达成，并对比所产生的结果与想要达成的目

标。这一阶段最后，用户得到的结果会有两个可能：

达到预期；未达到预期。 

这也是设计师进行产品设计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产品操作上要尽可能地使用户能够理解。在用户操

作后要尽可能地反馈给用户一个外部世界的状态，以

便用户知觉感受到发生了什么，外部世界的反馈也应

该尽量是容易理解的，以免产生评估鸿沟。总的来说，

产品需以人为本，满足用户需求，用户的体验是最重

要的一个环节，没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就不会有高质

量的产品，下面就综合上述理论进行一款酒包装设

计实践。 

3  综合行为体验的五粮液交互式包装设计

实践 

本文结合酒包装行业设计的趋势与五粮液品牌

的发展，从行为体验与交互式包装的理念出发，设计

一款有助于提升包装易用性与用户体验，减少用户执

行与评估鸿沟，利用行为的无意识阶段，并具有相应

合理结构与一定实在意义的五粮液白酒包装。 

3.1  白酒包装视觉色彩设计 

在白酒行业，大部分的包装色彩都由其企业传承

的经典家族色系所决定（如图 3 所示）。这种做法主

要是为了承续企业的家族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经典

形象，不仅能起到较好的市场效果，也可以使产品在

新用户的第一印象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由于这样的

产品色彩大多是用户的意料之中，符合消费者的心理

预期，可以延续其在消费者心中的经典印象[14]。 

但是产品如果在设计时的所有方面都参考经典

产品，也会使新产品在设计阶段的创新性受限，从而

导致其新颖性不足，形成一种老气的感觉和依赖老款

经典的局面。因此在产品设计阶段，包装不应该单单

从家族经典产品中获取灵感，也应当从时代前进中的

新产品、它类产品、新的设计理念中寻求突破。 

在色彩的分析上，将上述家族酒产品的图片转换

至 HSV 颜色空间[15]，从色彩的三要素进行分析，色

彩三要素包括：色彩的色相、饱和度、明度。人类看

到的任何颜色都是这三个特性的综合结果。其中，颜

色的色相是由光线的波长决定的，在人类感官上可以

给人一种偏冷或偏暖的感受；明度可以反映物体受光

照的多少，即光影效果，它与光波的幅度有关；饱和

度可以反映色彩在人眼中与光线的远近程度，即给人

一种朦胧感。 

从色彩的三要素分析可知，五粮液产品的酒包

装，在色彩上选择了一种饱和度较低、明度较高、色

调上偏暖的色彩。同时，还使用了能避免与用户视觉

产生强烈刺激的淡金色。 

因此，本文的五粮液酒包装设计实践在色彩上也

遵从上述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微小调整，承续产

品在用户心中的经典印象。 

3.2  白酒包装的结构分析 

包装盒的主要功能是起到收纳和保护商品的目

的。因此，包装盒上面的一些机械结构是为实现其功 
 

 
 

图 3  五粮液经典家族产品 
Fig.3 Wuliangye classic famil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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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设计的。目前市面上现有的一些互动性包装盒，

按其功能可以分为开启结构、变形缩放结构、放置稳

固结构等，其中大部分塑料包装盒的结构主要在开启

方式的机械结构上做文章。 

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交互式包装的设计案例。图

4a 中使用的是一种旋转的翻盖式开启方式，通过旋

转音乐符号打开锁扣，并让用户手动拨动屏蔽罩，实

现酒盒的打开。该款酒包装在外观造型主题上表现为

音乐元素，整体效果较好地展现了设计主题。但该款

酒包装在设计上没有对用户的行为进行重点研究，用

户会遇到执行和评估鸿沟，如用户疑惑这个包装该如

何打开。当用户尝试拨动音乐符号，而包装没有任何

反应，实际需要手动拨动包装面板，可见用户无法获

得针对包装状态的认知诠释。 

图 4b 中包装的结构是一种巧妙的变形缩放结

构，用户通过拉动包装外表面仅留的一个拉手，实现

包装盒的展开。此时拉线、拉手等元素在面板上起到

意符的作用，用户下意识理解这个地方是需要拉一下

或者扯一下，避免了执行鸿沟，并且当用户与之交互

后，包装盒随即展开，达到了用户心理预期，避免了

评估鸿沟。 
 

  
a 
 

 
b 
 

图 4  两款交互式酒包装 
Fig.4 Two interactive wine packages 

 

3.3  白酒包装主要行为交互提炼 

酒包装的交互有很多，如手持观察、开启酒盒、

拿出酒瓶、拧动瓶盖、倒酒、关闭酒盒、防伪等。每

个交互行为都有大量的用户体验值得提炼，设计师可

以提炼出无意识阶段、执行鸿沟、评估鸿沟等心理活

动并做一些设计，以提升产品易用性、降低用户学习

使用成本、提升用户体验。 

用户与酒包装的交互在开始时，由于用户的饮酒

目标未达成，这时主要的交互在于酒盒开启。开启是

一个功能，功能的实现载体在于机械结构，本文后续

将把交互的载体落实于酒盒的实体机械结构上，以支

撑设计的合理性。 

在交互上使用诺曼 [12]的行为基本框架模型进行

指导，使用意符[16]、约束、映射、概念模型来消除用

户的执行鸿沟，同时也使用产品反馈和概念模型来消

除用户的评估鸿沟[12]。 

用户在拿到酒包装时，疑惑这个酒包装该如何打

开，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即用户对这个酒包装交互

的执行鸿沟。本文应对执行鸿沟的交互手段是盒盖的

翻折和盒盖下方的按钮。 

当用户按下按钮后，酒盒会出现有反应或者没有

反应两种情况。同时，用户也有一个心理预期。此时

若交互现象与用户的预期差距较大，会让其疑惑这种

现象背后的意义。这便是用户对这款酒包装交互的评

估鸿沟。 

用户在与酒盒交互时，有一些阶段是无意识的，

如想要喝酒时用户自然就会想怎么打开这款酒盒，这

时用户的想法便处在无意识阶段。在这个阶段，设计

师需要引导用户找到交互的入口，从而降低用户的理

解门槛。酒包装用户交互心理活动的提炼表，见表 1。 
 

表 1  酒包装用户交互心理活动提炼表 
Tab.1 Extraction table of interactiv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wine packaging users 

用户心理活动 酒包装的外在现象 应对现象的手段

无意识阶段 用户想要打开酒包装 
引 导 用 户 找 到 酒

盒交互的入口 

执行鸿沟 
用 户 疑 惑 这 个 酒 包 装

该如何打开 

使用意符、约束赋

能交互入口 

评估鸿沟 
用 户 对 反 馈 现 象 所 表

达的意义感到疑惑 

与 用 户 预 期 降 低

距离 

 

例如针对用户想要打开包装，设计一个能够体现

意符作用的开启装置，将用户引导至酒盒开启的入

口。本文的设计实践中设计了一个翻盖式的开启结

构，并使它仅有一面能够体现意符作用（尽可能避免

执行鸿沟），以清晰地告诉用户包装将从这里打开，

从而使用户开始进入下一个行动阶段。 

在执行鸿沟阶段，针对用户疑惑这个包装的打开

方式，可以设计一个使用意符、约束赋能的开启交互

入口，以约束用户行为。同时，在上一阶段引导的目

的地，将只会有一个约束赋能的交互入口的按钮，从

而让用户本能地感知到只要按下按钮，包装就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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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以避免执行鸿沟的心理落差。 

在评估鸿沟阶段，用户与包装的交互输入部分已

经结束。此时用户在心理上会对外部世界反馈的结果

有一个期待。有些产品包装设计就忽略了这一阶段，

导致反馈了一些让用户疑惑的信息，使用户困惑。因

此，此时外部世界的反馈应尽可能符合用户的心理预

期，反馈一个与心理预期相近或者类似的结果给用

户，如按钮按下就弹起盒盖。这时用户面对评估鸿沟

就可以理解，而不会困惑，也就避开了评估鸿沟的心

理落差。 

基于上述用户与酒包装的心理活动：无意识阶

段、执行鸿沟、评估鸿沟这三个行为背后心理活动的

分析与提炼，下面将围绕酒包装的体验进行交互结构

设计，并且实现酒盒的所有实际机械结构功能。 

3.4  酒盒主要交互结构设计 

五粮液酒盒外包装主要的交互有：手持观察酒

盒、打开包装、观察酒盒表面信息、查验防伪标记等。

观察酒盒的载体介质在于酒盒本身造型。对于查验防

伪标记的交互，五粮液集团通常是印刷防伪查验二维

码和一些破坏性结构，用户通过扫码或者观察盒体防

伪结构是否被破坏进行真伪验证。酒盒表面信息和防

伪标记等均依赖酒盒表面印刷的相应信息，在此不作

阐述。 

在上述的交互中，打开包装的交互与用户的目标

相统一，打开包装的交互实现，依赖一些具体的机械

结构，也决定着酒包装的物质造型。开启机构是实现

这个交互的主体介质，为了具有一定的实在意义，本

文将着重进行阐述。下面介绍酒盒开启机构设计的详

细细节。本酒盒的主要结构如图 5 所示的四个部分构

成，包含：盒盖、盒口、盒口盒体定位圈、酒盒盒体。 

本文的设计实践考虑到装配环节的便捷性，采用

模块化设计。模块化设计是指将产品划分出一系列功

能封装，通过封装模块的选择和组合来构成不满足产

同的产品，以品不同需求的设计方法[17]。 

如图 5 所示，酒盒主体分为四个模块，它们分别

承担各自相应的功能。其中，盒盖的功能为封闭盖体；

盒口的功能为装配盒盖和连接盒体；盒口盒体定位圈 
 

 
 

图 5  酒盒整体分段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overall segmentation of wine box 

 

起到连接酒盒盒体和盒口的作用；酒盒盒体则收纳酒

瓶，作为酒盒整体的支撑基础。 

酒盒开启的交互结构主要设计于盒口处（如图 6

所示），主要的按钮等机械结构设计则在按钮壳上。

按钮壳可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安装进盒口中。这样的

设计可以对安装时的工序进行有效解耦，对生产与装

配可以起到一定的效率提升作用。其余零部件的名称

简图和作用见表 2。 
 

 
 

图 6  盒口零部件爆炸图 
Fig.6 Exploded view of box mouth parts 

 

本文设计实践中酒盒的主要功能通过模块化的

设计方法来实现。将实现主要功能的一系列机构零部

件抽象为一个整体，设计为一个机构盒，将这个模块

再与盒体的盒口进行装配组合。从而实现功能可以灵

活组合的效果。 

3.4.1  酒包装的全过程交互原理 

当本包装产品正确安装完成时，其效果如图 7 所

示。酒盒整体表面呈现为较为完整统一的八面体外观

造型，承续了五粮液家族系列经典包装的元素，在其

中间仅有一个按钮。 

开启酒盒交互过程机构原理，当用户按下中间的

按钮时，如图 6 中结构爆炸图中按钮所示。按钮在其

外壳滑槽的限位作用下向内部运动。同时，穿过按钮

壳并与按钮装配在一起的锁死机构插销也在按钮的

推动下向内部运动。当按钮按下一定距离时，插销与

盒体盒盖内部的沟槽（如图 8 所示）脱钩，实现解锁。

此时，盒盖在后端扭簧弹性力的作用下，微微弹开，

且在瓶内气密被释放时，会产生轻闷，“砰”的一声，

给输入动作以反馈，提示用户酒盒已打开，给用户一

个连贯的开启体验[18]。整个开启过程如图 9 所示，以

用户为原点，在用户按下的同时提示产品已打开，形

成输入和输出的闭环。 

开启反馈体验设计。开启酒盒后，酒盒的盖体微

微弹起如图 10 所示，此时用户可以取酒。为了使酒

盒始终呈现完整的外观结构，尽可能少地暴露内部结

构，在插销上方设计了一个挡板，用来挡住暴露的插

销结构，恢复产品的完整外观。此挡板的结构爆炸图

如图 6 所示，挡板上方连接有两个插销，挡板通过这

两个插销被装配在盒口上，同时插销限制了挡板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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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盒口零部件介绍 
Tab.2 Introduction of box mouth parts 

序号 名称 零件简图 作用 

1 挡板 

 

用于挡住内部向外伸出的卡扣钩子，从而使盒体表面无突出结构，避免盒体表面曲

面不统一，以避免用户产生评估鸿沟 

2 按钮 

 

通过前面的意符引导，按钮设置在酒盒的一面，通过约束赋能的方式避免用户的执

行鸿沟。按钮上设置有卡扣结构，在卡扣两边做了切槽，利用按钮本身材料的弹性

来实现卡扣的复位 

3 按钮壳 

 

将核心机构整体成一个盒子，装配于按钮壳中，可以模块化地安装和装配整个酒盒

机构，有效解耦生产关系，提升装配效率 

4 
盒口 

壳体  
作为盒口零部件的安装基座，用于将酒盒开启结构的零部件安装在其上 

5 弹簧片 

 

与挡板末端配合，作用是推动挡板复位，使挡板始终处于盒体的最大限位处 

6 
锁死机 

构插销  

与挡板配合在一起，开启状态时藏于挡板后面，避免用户疑惑结构暴露。当盒盖扣

下时，挡板回退，插销自动锁死盒盖，从而产生盒盖不能打开的约束效果 

7 弹簧 

 

提供弹力，使按钮复位 

 

 
 

图 7  产品正确安装效果图 
Fig.7 Rendering for correct installation of product 

 

 
 

图 8  酒盒开盖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wine box opening 

 
 

 
 

图 9  开启交互行为流程图 
Fig.9 Flowchart for opening interactive behavior 

 
由度，使之仅剩前后运动的这一个自由度。在插销末

端有一个小斜面，当插销正确安装完成时，插销向外

会被斜面的台阶阻挡，此时插销安装完成。 

挡板末端配合有两个弹簧片，用于挡板的顶出。

由于依赖弹簧片，酒盒在开启状态时，挡板始终处于

顶出状态，从而使酒盒外形完整。 

关闭酒盒时，用户只需自然地翻下盒盖，当盖体

前端的盖沿触碰到挡板前端的斜面时，挡板在盖沿向

下的作用力下斜面会分解出一个水平向内的力，在这

个力的作用下挡板向内退回，此时藏在挡板内部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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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机构插销逐渐露出，在触碰到盖沿后也退回。同时，

插销克服后端配有的弹簧片，积蓄弹性势能，当盒体

完全盖下时，插销前端为盖体的沟槽，阻挡插销运动

的障碍消失，而插销后端弹簧片的弹性势能释放，插

销弹出并与盖体沟槽配合，从而实现酒盒的锁死。整

个关闭过程如图 11 图所示，以用户为原点，在用户

翻下盖体的同时提示产品已关闭，形成输入和输出闭

环。酒盒关闭状态如图 12 所示。 

 
 

图 10  挡板示意图 
Fig.10 Baffle diagram 

 

 
 

图 11  关闭交互流程图 
Fig.11 Flow chart of closing interaction 

 

 
 

图 12  产品展示效果图 
Fig.12 Product display renderings 

 

4  结论 

本文使用行为体验的基本框架模型解构了用户

使用酒包装时的体验过程，并分析了用户使用酒包装

时的无意识阶段、执行鸿沟、评估鸿沟。最后通过理

论指导设计实践，得到了一款基本满足用户要求的交

互式酒包装，研究结论如下。 

1）行为体验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有效提炼出用

户的无意识阶段、执行鸿沟、评估鸿沟。针对这三个

阶段对产品的交互设计能够起到较好的设计指导。同

时，通过本研究可以得出交互式包装能否让用户轻易

理解和使用，关键在于提炼出的无意识阶段、执行鸿

沟、评估鸿沟，是否能有针对性地解决设计问题。 

2）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得到一款基本满足用户要

求的交互式酒包装，探索出了一条交互式包装设计的

新道路，为同行在包装设计上提供了理论研究参考。

同时，在设计时考虑了实际生产，并使用能够生产

和装配的结构来实现和支撑设计，保证了设计的合

理性。 

3）本文使用的行为体验理论仅被应用于酒包装

的交互设计中，对该理论的应用研究有一定扩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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