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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机工程学的蜂蜜包装容器结构设计

邓 莎，魏 专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与材料工程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目前市场上大多数蜂蜜包装存在造型单一、抓握及开启不方便、拿取不卫生等缺陷。通过对

100名消费者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分析，并结合人机工程学的相关理论，对蜂蜜包装容器进行了 5套方案
的改进设计。设计方案中，瓶体均采用曲线造型，选用 PET材质；瓶盖设计为泵压结构或压合结构形式，选
用 PP 材质。改进设计的蜂蜜包装容器各尺寸均在人手最适宜抓握尺寸的范围内，使用安全、方便、卫生，
能提高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的心理舒适度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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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Design of Packaging Container for Honey Based on Ergonomics

Deng Sha，Wei Zhuan
（School of Packaging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i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The majority of honey packaging on the market have single shape with defects as hard to hold and open,
unhealthy for taking and holding. Through analyses of survey by random sampling of 100 consumers and with the prin-
ciples of ergonomic, five sets of honey packaging container design programs are put forward. In these bottle designs, the
curve shapes are adopted and PET material is used. Pumping structure or laminated structure is applied in bottle caps with
the PP material. The improved designs of honey packaging container are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sizes for holding and with
the merits of safety, convenience and sanitation which enchance the sense of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in consumers during
us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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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

品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性化的包装设计越来越

受到消费者青睐。人机工程学主要研究人在某种工

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各种

因素，研究人、机器及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人性化

的包装设计提供理论与科学支持[1-2]。包装设计的根

本目的是设计出对使用者的身心具有良好亲和性的

产品包装。包装结构设计应能实现方便人（消费者）

使用、方便人掌握关键信息、提升人在使用过程中

的舒适度与满足感。根据人机工程学理论，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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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性与工艺制作的协调性是设计的重要条件[3]。

蜂蜜具有润燥养颜等功效，近年来，其市场销售

量逐渐增大，其包装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然而，目

前市场上大多数蜂蜜包装存在造型单一、抓握及开

启不方便、拿取不卫生等缺陷，不符合“以物就人”

的人性化包装设计理念。因此，应结合人机工程学

的相关理论，综合考虑蜂蜜的消费群体及消费者取

用蜂蜜的过程，设计出方便、舒适、卫生的蜂蜜包

装，以提高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的舒适度和满足感，

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促进蜂蜜的市场销售。

1 蜂蜜包装的调查分析

现有的蜂蜜包装容器大多为长方体和圆柱体造

型的瓶体，瓶盖均采用上表面平整的螺旋盖结构，材

质多为玻璃，少数为塑料。这些蜂蜜包装的密封性、

气密性和保香性均较好，但视觉效果不佳，且人手

在抓握和旋拧瓶盖时感觉较不舒服；同时，玻璃材

料存在质量较大、易碎等缺点，运输成本较高。因

此，可选用塑料材质，并改进结构设计，以提高蜂

蜜包装使用的方便性和舒适性。

设计组对 100名消费者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消费者希望蜂蜜包装更

人性化、多功能化。对消费群体进行分析后，设计组

将目标消费群定位为 18~45岁的女性消费者，该消费
群注重品味和档次，注重包装的精美与优雅，倾向接

受每 0.5 kg价格为20~50元的蜂蜜，即中低档的蜂蜜。
设计组对开启瓶盖、抓握瓶体时人手的舒适性

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对象为随机抽取的100名18~45
岁的女性，试验方法为让实验对象抓握蜂蜜包装容

器、开启瓶盖并感受人手的舒适性，分别对其开启

瓶盖和抓握瓶体的舒适性进行评分，并计算出平均

分，以研究现有蜂蜜包装使用时人手的舒适性。其

测试结果见图 1，其中，图 1a为瓶盖使用的舒适性
测试结果，图 1b为瓶体使用的舒适性测试结果。

由图 1a可以看出，瓶盖使用的舒适性总平均分
为 -1.512；由图 1 b可知，瓶体使用的舒适性总平均
分为 -1.376。测试结果表明，测试者人手的舒适度不
高，即现有蜂蜜包装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使用的

舒适性要求。

蜂蜜的取用过程及具体动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分析可知，在蜂蜜取用过程中，虽然左右
手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整个过程较为复杂，

且必须配合两只手、一个勺子和一个桌面才能完成

一次取用的全过程。当无法满足这几个要素时，取

用就会受到限制。

2 蜂蜜包装容器的设计方案

基于现有蜂蜜包装的调查分析结果，设计组充

分考虑使用的舒适性和卫生要求，对蜂蜜包装容器

进行了改进设计。瓶体采用曲线造型，选用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材质；
瓶盖设计为泵压结构或压合结构形式，选用聚丙烯

（polypropylene，PP）材质。PET具有优良的防止异味
透过性能，其气密性、防潮性、透明性、化学稳定性

能均较好；PP具有优良的防潮防水性能，其光洁度、
强度、可挤压性、化学稳定性能均较好，并且无毒无

味：2 种塑料均适宜用作蜂蜜包装的主要材料。
设计组共设计了 5 个方案的蜂蜜包装容器。

2.1 方案 1
方案 1将瓶盖设计为压阀盖形式，瓶身中间部位

向中间稍微凹进成弧线型。瓶身最大横截面直径为

90 mm，最小横截面直径为 80 mm，不计瓶盖及压阀
的高度（25 mm），瓶身纯高度为 95 mm，其尺寸均在
人手最适宜抓握尺寸的范围内。方案 1所设计的蜂蜜

a）瓶盖

b）瓶体

图 1 蜂蜜包装使用的舒适性测试结果

Fig. 1 Results of honey packaging comfort
measurements

f）封盖d）取蜜 e）合膜

a）拿瓶 b）开盖 c）揭膜

图 2 蜂蜜取用过程

Fig. 2 Process of access to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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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容器见图 3。
方案 1的取用动作为

一只手握住杯子，另一只

手按压压阀盖取出蜂蜜，

然后将瓶口进行擦拭，

完成取用过程。本方案

最大的优势在于减少了

拧盖、开盖、放盖、取勺

等动作，在取用蜂蜜时

只需按压即可，取用过程更加方便、卫生；瓶身中

部的弧形凹进更适合人手的抓握，降低了使用时容

器滑落的几率。不足之处为蜂蜜在压阀口处大面积

接触空气，容易变质，且蜂蜜本身为黏稠状液体，尤

其冬季气温较低时更容易凝固，因而在内部的管道

处容易堵塞。

2.2 方案 2
方案 2中，瓶盖采用抓手结构和加有橡皮垫圈的

压合结构相结合的形式，瓶身设计为水波纹弧线型，

起到加强筋的作用。瓶

身最大横截面直径为 90
mm，最小横截面直径为

40 mm，瓶盖封合处直径
为25 mm，不计瓶盖及抓
手的高度（30 mm），瓶身
纯高度为 100 mm，其尺
寸均在人手最适宜抓握

尺寸范围内。方案2所设
计蜂蜜包装容器见图 4。

方案 2 的取用动作为开启瓶盖—将瓶倾倒倒出
蜂蜜—合上瓶盖。本方案运用仿生学的原理，仿照

蜂窝结构进行造型设计，以凸显蜂蜜产品的纯正自

然与绿色环保。流线型瓶身更方便消费者在使用产

品时选择自己最喜欢与最适合的抓握点；瓶盖的抓

手结构更适宜人手的抓握，舒适性较好。蜂蜜使用

完后，包装瓶还可二次利用，作容器使用或作饰品

摆放，实现多次循环利用。不足之处为：瓶盖上的

抓手结构不易加工成型，难以做成满足要求的模具，

但可通过在抓手结构与瓶盖接触处设计旋纽结构的

连接方式，单独对各部分进行成型来解决这一问题。

2.3 方案 3
方案 3中，瓶盖采用加有橡皮垫圈的压合结构形

式，盖顶设有抓手结构，盖内设有一个与瓶盖连为一

体的勺子，可方便蜂蜜的取出。瓶身最大横截面直径

为90 mm，最小横截面直径为40 mm，瓶盖封合处直径
为 40 mm，瓶底直径为 50 mm，不计瓶盖及抓手的高

度（15 mm），瓶身纯高度为100 mm，其尺寸均在人手
最适宜抓握尺寸的范围内。方案 3所设计的蜂蜜包装
容器如图 5所示。

方案 3的取用动作为开启瓶盖，用瓶盖上的勺子
取出蜂蜜，盖上瓶盖，完成取用过程。本方案在保证

蜂蜜包装密封性的同时减少了人手的动作，使用一只

手便能完成蜂蜜的取用；连盖勺子的设计可省略取放

勺子的步骤，且降低了因勺子不卫生对蜂蜜品质的影

响。蜂蜜使用完后，此款包装瓶也可二次利用，作容

器使用或作饰品摆放，实现多次循环利用。本方案的

不足之处为：瓶盖上的勺子壁厚为2 mm，而蜂蜜为黏
稠状液体，因此在舀蜂蜜的时候勺子容易折断，起不

到预期的作用。

2.4 方案 4
方案 4中，瓶盖采用加有橡皮垫圈的压阀盖结构

形式，并设计成蜜蜂头部的造型；瓶身设计为水波

纹弧线型，起到加强筋的作用；瓶身后部设计有蜜

蜂翅膀的结构，可用来提握。瓶身最大横截面直径

为90 mm，最小横截面直
径为40 mm，瓶盖封合处
直径为30 mm，不计瓶盖
及抓手的高度（45 mm），
瓶身纯高度为 120 mm，
其尺寸均在人手最适宜

抓握尺寸的范围内。方

案 4 所设计的蜂蜜包装
容器见图 6。
方案 4的取用动作与方案 2相同。本方案仿照蜜

蜂的身体结构进行造型设计，视觉效果较好，且有

效凸显了蜂蜜的自然特性。同时，该包装具有较好

的密封性，人手抓握时也较安全，不易滑落。蜂蜜

使用完后，包装瓶也可二次利用，作容器使用或作

饰品摆放，实现多次循环利用。不足之处为：瓶盖

上的蜜蜂触角和翅膀造型不易成型加工，且只能起

到装饰性作用，实用性不强，同时还需独立包装，无

法批量化包装，增加了运输成本。

b）瓶盖打开状态a）瓶盖封合状态
图 5 设计方案 3

Fig. 5 Design of program 3

图 3 设计方案 1
Fig. 3 Design of program 1

图 4 设计方案 2
Fig. 4 Design of program 2

图 6 设计方案 4
Fig. 6 Design of progra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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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方案 5
方案 5将包装容器设计为蜜蜂形体造型，翅膀造

型可用于抓握。瓶身设计为卧式结构，瓶盖设计为

压阀盖结构形式。瓶身最大横截面直径为 90 mm，最
小横截面（即封合面）直

径为60 mm，不计瓶盖的
高度（60 mm），瓶身高度
为120 mm，其尺寸均在人
手最适宜抓握尺寸的范

围内。方案 5所设计的蜂
蜜包装容器如图 7 所示。
方案 5的取用动作也与方案 2相同，造型也是仿

照蜜蜂的身体结构而设计的，包装瓶如同一只即将

展翅高飞的蜜蜂，视觉效果较好。该包装也具有较

好的密封性，人手抓握时较安全，不易滑落，且方

便携带，适合人们出行时使用。蜂蜜使用完后，包

装瓶也可二次利用，作容器使用或作饰品摆放，实

现多次循环利用。不足之处为：翅膀造型的抓手壁

厚太薄，起不到抓握作用，且不易加工成型，也需

独立包装，运输成本较高；同时，卧式结构使包装

瓶口容易被黏稠状的蜂蜜粘住，导致瓶盖无法打开。

3 结语

人机工程学与包装设计的紧密结合，能提升包

装产品的品质，拉近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提

高消费者的购买欲及对商品的信任度，同时还能促

进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沟通[4-6]。本文基于人机工程

学的相关理论，对蜂蜜包装容器进行了改进设计，综

合这 5个方案的优缺点，选择方案 2为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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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设计方案 5
Fig. 7 Design of program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