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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色彩是药品包装设计中最具影响力和识别度

的因素。本文重点分析了药品包装色彩设计的功能性，明确指出药品包装的

色彩设计具有传达药品信息的重要功能，又能有效地增强药品的识别力和品

牌传播力，还能够传达出药品包装的审美性。同时也能够对消费者起到一定

的心理作用。本文进一步提出了药品包装色彩设计需要基于患者及消费者的

双重心理需求，践行相关的色彩设计原则，将药品的药理属性与消费者心理

洞察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药品包装色彩设计的功能性，提升科学性、美观性

与合理性。从而为药品包装色彩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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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dicine is a kind of special commodity. Color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recognizable factor in medicine packaging design. It was pointed that packaging 
color can reflect medicine information and beauty, and they also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drug identification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function 
of color design in drug packaging. It is indicated that drug packaging color design 
need to doubl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atients and consumer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lor design practice related to the drug, combined with drug properties 
of consumers and psychological insights. A useful reference can be provided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packaging color design, with promotion of science, 
aesthetics and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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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药品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药品的使用价值与人类
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并同样经过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但药
品与其他商品又不完全相同。作为特殊的产品，药品的外包装设计
既有其严格的规范性和独特的功能性，也具有与一般商品相同的功
能与属性。包装设计是一种将形状、结构、材料、颜色、图像、排
版式样以及其他辅助设计元素与产品信息联系在一起，使产品更适
于市场销售的创造性工作[1]。药品外包装视觉设计主要包括色彩、
图形、文字等元素。目前，我国《药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管理规
定》对药品的包装结构、标签、文字、标识等内容等做出了严格而
细致的规定。因此，作为特殊的商品，药品包装设计区别于普通商
品包装设计，它需在满足包装的安全性以及科学性的前提下，提升
美感和商业价值。最大限度地将药品包装的功能全面发挥出来，以
满足消费者的视觉心理需求。

在众多药品包装视觉元素中，色彩是其中最影响视觉传达效果的
要素，且在满足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发挥视觉功能的空间也最大，尤
其对于非处方药来讲（简称OTC）由于消费者选购的自由度较高，使
得药品包装色彩设计与消费者（患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2]，可以

通过视觉激发联想，进而起到某种心理作用。因此，随着时代的发
展，药品外包装设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产品策略，而
成为促销手段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媒介[3]。而色彩更是其中值得重视和
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药品包装色彩的一般功能

药品外包装的视觉设计包括图形、版式、文字、色彩等多个元
素。在商业包装领域中，药品包装设计可发挥的空间不如一般消费性
产品大，通常不益受短时流行趋势的影响[4]，相对比较稳定。其中色
彩设计是最能影响视觉传达效果，也是最具影响力和识别度的因素。
加之药品包装字体、版式所限，视觉设计可发挥的空间有限，因此色
彩作为关键的视觉元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药品的一般商品属性来
看，药品包装色彩元素的一般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色彩传达药品含义
色彩设计能够从某种程度反映药品的内涵与性质。按照我国的

《药品包装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药品包装设计须通过鲜明的色彩表
达药品的特点。这就要求从患者心理的层面进行考量，利用色彩视觉
心理营造药品所要表达的功能效果，不断地通过色彩设计构建起药品

图1 可贴包装举例

图2 解热镇痛类药品包装举例



图3 妇科调理药品包装举例

图4 三精葡萄糖酸钙口服液包装 图5 三精葡萄糖酸锌口服液包装 图6  辉瑞公司药品包装举例

包装与疗效及品性联想的关联度。每一种色彩均有其特定的情感意味
和象征意义。因此，也就具备了辅助治疗相应疾病的视觉疗效，因此
必须挖掘和利用这些性质来体现药品的属性。一般来说，每种商品都
表明该类商品的属性的特定颜色，药品也具有其形象色[5]。

例如，某些药品常须通过外包装中的特定色彩传达鲜明的用途
含义。比如，创可贴的功能及特点包括采用弹性材质、具有防水
性、颜色与肤色相接近等。因此，在进行创口贴包装设计时常常采
用水、手指、创可贴产品图形，这部分图形所匹配的肉色、绿、蓝
等色彩易于消费者辨识，这些色彩能够快速而准确地表达出该药品
的含义和特点（如图1）。

再如，退烧药具有解热镇痛的功效，诸如阿司匹林与对乙酰氨
基酚的外包装设计中常采用蓝色和绿色等，这些冷色可以令人产生
冰冷、清凉、舒爽等色彩联想，从而缓解发热、肿胀、疼痛等不适
感，起到了“视觉降温”的作用，准确地表达了药品功能及作用效
果（如图2）。

此外，妇科调理方面的药品则常采用粉色、玫红色、红色等暖色
作为包装的主色调，通过色彩设计标明其补气血，温经散寒、调理内
分泌的功能作用。同时还能够安抚情绪，具有亲切感，让患者联想到
服用之后就会拥有温暖、补益、红润、滋养等积极情绪（如图3）。

（二）色彩增强药品的识别力和品牌传播力
色彩是包装设计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药品包装用色也往往作

为药品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色彩的可识
别性来体现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文化，以扩大药品的品牌知名度，树
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提升药品的附加价值[6]。包装用色能够集中
增强药品的品牌识别力和传播力。因为药品包装设计在视觉营销中
位于消费者接触点的末端，独特而合理的色彩设计能够有效地提升
药品在环境中的识别力，迅速达到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一方面，
能够辅助消费者挑选和购买；另一方面，颜色可用来代表生产商和
品牌，指示出文化、性别、功能等因素[7] 。在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药
品包装色彩进行设计之后，通过视觉营销过程，能够反复强化消费
者对于药品品牌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三精品牌甚至将包装色彩用作广告语的关键词，不断加以强
化，“三精牌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蓝瓶的钙，好喝的钙”“……
购买时请认准蓝瓶包装”。蓝瓶浓缩了药品包装特点及品牌信息，
同时，三精集团将蓝色从一个包装用色延伸为品牌的主打色，在潜

移默化的重复传播过程中，有效地提升消费者的认知度和品牌忠诚
度（如图4、图5）。

再如，美国知名药品企业辉瑞公司所生产的药品外包装均采用
统一的蓝白相间设计，仅在每种药品搭配的小色块中做出不同颜色
的变化，以便消费者辨认不同药品的视觉信息。辉瑞公司旗下的药
品色彩设计规划整体感很强，形成了有效的系列感，强化了品牌识
别力，培育了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如图6）。

（三）色彩承载药品包装的审美性
一方面，色彩能够凸显产品的特色，吸引消费者去关注它的功

能特征，进而使其在纷繁复杂的零售环境中脱颖而出。心理学家研
究结果表明：色彩是可以帮助人识别形象、加深理解的，使人留下
深刻记忆，从而影响人的感情[8]。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色彩所建
立起来的视觉沟通承载了药品包装的审美性。

另一方面，多数消费者会把对于包装的喜好移情至药品属性、
品质和功效本身，色彩是药品整体视觉形象的关键元素，能够体现
出包装美感甚至文化意味。例如，中药的包装常偏向于中国传统用
色，如胭脂、檀色、金黄、靛青、茶棕等，展现出传统中药古朴厚
重的文化内涵，传达了古法制药正宗原味的可信赖感。一切产品在
被使用前，所有印象和判断都源于包装的视觉，药品也不例外。此
时在消费者看来，从审美价值的角度，药品包装之美应结合消费者
的审美兴趣、审美情感、审美知觉等心理过程，做出整体的、多元
化的考察[9]。因此，药品包装色彩构成了富有美感的说服力，承载了
药品品牌文化的艺术形态之美。

二、药品包装色彩的特殊功能性

（一）消费者与患者的双重心理需求分析
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由于其受众群体比较特殊，包装装潢的色

彩设计应全面考虑消费者与患者的双重角色的心理需求，从而指导
包装色彩设计策略。总体上，药品具有双重属性，即一般商品属性
与医疗产品属性，因此药品包装设计也需要兼顾二者要求，分别从
购买者与使用者的角度对设计进行细致考量。一方面，基于一般商
品的属性，药品需要通过包装形象创造价值，尤其是对于购买自由
度较高的非处方药来讲，应通过消费者心理需求分析来进行包装设
计。随着时代的发展，药品包装设计被赋予了更新的内涵，它已不
局限于产品策略问题，转而成为促销手段中一种不可替代的媒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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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药品的行销正在逐渐走向自我服务之路。另一方面，须
从患者心理出发，使包装视觉满足符合使用者对于药品信息或事物
的认知、认同与心理期待 （如图7）。

在大多数情况下，药品的消费者即为使用者，但药品销售对象
与使用对象并非始终重合。换而言之，若二者不重合，则意味着消
费与使用过程相分离，有着前承后续的顺序：在选购时，包装色彩
在消费心理、审美心理层面的作用力较强，而对于患者的影响力较
弱。但当二者重合时，则药品包装色彩设计需同时兼顾对消费心
理、审美心理、患者心理作用的考量。无论如何，正如包豪斯的创
始人之一纳吉所言：“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因此，药
品包装色彩设计不仅需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充分发挥色彩元素在药
品包装设计中的一般功能性，也要兼顾消费者，即患者的心理需
求，即注重色彩所表达的情感诉求。

（二）基于患者心理需求的药品包装色彩设计
首先，从视觉传播角度而言，色彩是一种情感语言，具有象征

意义与联想性，不同的色彩可以诱发不同的情感[8] 。就视觉传达的受
众而言，购买药品的患者较之一般的消费者，其心理更加细腻、敏
感和脆弱，更易受到情感与情绪的影响，对于感性信息的暗示反应
也更加敏锐。因此，药品包装色彩的运用应体现对患者心理活动与
需求的衡量及情感关怀，力求引起消费者的心理共鸣，引导其关注
药品的，甚至达到某种缓解和安抚的辅助治疗作用。

其次，色彩心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产生的主观反映[11]。一般来
说，病症都会不同程度地伴随一定的不适感，而这种生理上的感受
常会有与之对应的色彩。由于药品的选购客观上常伴有患者对治愈
或缓解病症的迫切心理，这种特殊心态将直接作用于消费[12]。所以，
这就要求药品包装设计者更加深入地分析消费者的视觉心理，并且
把心理沟通和人文关怀视觉化，从而有效地满足消费者心理层面上
的需求。

第三，实际上，大多数消费者会将对包装的感觉转移到产品上，
产品即包装，包装即产品[9] 。所以，包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消费
者进一步去体验。对于药品来讲，包装色彩的引导力更为简单而直
接，消费者也更容易将这种移情与药品本身的功效紧密结合起来。

三、包装色彩设计的原则

（一）注重用色的科学性
药品具有特殊商品的属性，虽然有关条例和管理规定并未对药

品外包装用色进行严格的限制，但在进行药品包装色彩设计时首先
需避免随意用色，应针对药品本身的属性、功效及特征进行科学而
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不同群体对不同色彩的心理认知及反应进行设
计，以保证药品包装用色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二）充分发挥色彩功能性
一方面，药品包装色彩要充分考虑到具体药品的性能和与特

点，通过色彩设计迅速准确地传达药品信息。另一方面，要充分考
虑到药品所针对人群的不同心理感受，将药品的药理属性与消费者
心理洞察紧密结合，建立起有效的视觉沟通，甚至帮助患者增强病
愈的信心，并起到一定的辅助心理治疗作用，充分表达出设计的人
文关怀。

（三）兼顾用色的审美性
药品包装用色需通过色彩激发情感的作用机制，并充分考虑受

众的审美倾向与审美需求，表达视觉设计的美感。同时，色彩设计
还应注意与图形、文字、版式等其他视觉元素之间的相互协调，构
建药品包装的色彩文化与美感。同时，充分考虑受性别、年龄和使
用环境的影响，兼顾使用者对于色彩审美的偏好与用色禁忌。

（四）力求色彩设计的系列性与稳定性
药品包装的色彩设计往往与品牌形象息息相关，而现代医药企

业产品并局限于生产单一药品。因此,其包装用色也需要进行系列
化的设计，注重视觉识别的整体性和药品视觉形象之间的延续性和
连接感。同时，还应保持一定的用色稳定性，避免随意换色，从而
增强药品企业的传播性与识别力，有效地提高消费者对药品的认知
度，促进药品的销售，提升品牌忠诚度和美誉度。

结语

综上所述，药品包装色彩设计在承载传达药品信息功能的同
事，又能够有效地增强药品的识别力和品牌传播力，还能够传达出
药品包装的审美性。同时也会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心理暗示及诱导作
用。因此，药品包装色彩设计要基于患者及消费者的双重心理需
求，践行相关的色彩设计原则，将药品的药理属性与消费者心理洞
察紧密结合，提升药品包装色彩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图7  药品的商品属性对包装设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