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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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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茶叶功能性信息入手,以信息可视化为手段,以

茶叶包装为媒介,阐述了通过三者的互通实现茶叶与消

费者之间的视觉沟通,并探讨了茶叶包装信息可视化设

计的原则和方法,指出将茶叶的相关信息简便快速有效

地传递给消费者,可以实现促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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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基本功能分为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两大类,
自然功能是包装本身对商品的保护功能,社会功能则是

包装对商品起到的媒介作用.茶叶包装不仅具有保护产

品、方便贮运的功能,也是快速有效传递茶产品信息、促
进销售最简捷便宜的媒介,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中

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茶叶是同时具备物质属性、文化

属性和健康属性的特色农产品,因此,传统茶叶包装设计

特别重视文化属性的视觉表现,产品功能、特色等重要信

息基本上以文字表达方式呈现,但受包装展示版面所限,
拥挤的文字编排使消费者难以方便快捷直观地获取、理
解、记忆有效信息,影响产品信息的传达效率.

信息泛指人类社会传播的一切内容,是客观事物的

状态和传达的普遍形式,目前人们已经进入了“信息需

要”和“信息冗余”共存的时代[１].研究[２]发现,在人们所

获取到的外部信息中,图形图像的传播更易于识别和记

忆,且存在可预期性和跨文化性.因此,将信息可视化应

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把文字、图像、符号、图表等元素有

机结合,将茶叶的相关信息用视觉化方式精准、生动地呈

现出来,有着比纯语言文字更好的传递效果.

１　茶叶包装与信息可视化设计

１．１　茶叶包装设计研究现状

当下的茶叶包装设计已经从一开始的基本功能拓展

到了通过多种表现手法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品牌理

念和文化内涵的综合功能上[３].茶叶包装的实用功能实

现,可以从包装的材料和结构入手,为茶叶提供便于贮存

和携带的条件;而人文特色则是产品文化和情感的表达,

可从包装的设计装潢入手,展示产品的文化内涵,实现产

品背后的情感传递.

为保护消费者利益,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定量包装

的商品茶其标签标识内容必须符合 GB７７１８—２０１１«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用»的有关规定.例如:标签内容必须包括

茶叶具体名称、配料表、规格、加工制造商信息、生产日

期、贮存条件、生产许可编号、产品标准号等其他需要标

示的内容.

目前在茶叶包装上表现茶文化内容所选用的素材多

取自于当地经典元素,在包装设计布局上,由于要求限

制,正面的信息通常包含产品名称、品牌标志、净含量、出
品厂商,以及产品图形等基本信息;侧面及背面相对来说

虽然灵活度较高,但基本上都是采用文字形式来展示产

品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所要求的说明性信息及产品特色.

整体来看,茶叶包装在结构上大同小异;设计上虽注入了

浓厚的地域民俗风情,却依然表现出风格雷同的现象;在
内容传递上则表现为信息版块安排不合理、表现方式繁

琐、阅读困难等问题.

已有不少学者对茶叶包装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方向

基本上是以包装视觉元素、材料功能和消费者体验为

主[４],且多以茶叶的文化性为切入点,针对如何进行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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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的升级换代开展探讨,提出的策略也倾向于包

装设计手段的创新和强调茶文化的个性化展示.迄今的

相关研究匮乏对多主体用户共同需求的分析,就茶叶包

装的社会功能来说,在产品信息的传递上,茶叶作为农产

品的功能性信息表达仅仅被视为强制性要求呈现,而忽

视了这部分内容可能作为沟通消费者的重要功能.

１．２　信息可视化设计

信息可视化设计是人们对抽象信息和乏味数据通过

合理有效的设计,将其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可视化语言产

物的过程,最终目的是使信息清晰而有效地表示.信息

可视化设计既要实现对信息的展示,又要注重美学,日本

信息图大师木村博之指出,信息可视化设计分为两个方

向:① 简单易懂且具有吸引力的表达形式;② 防止误解

且具有功能性的表现形式[５].
信息设计经历了探索发展、领域拓展和全新发展３个

阶段[６],目前已扩展到了不同学科和领域上,建立了较为

成熟的框架和体系.从理论上来看,信息可视化设计大

多是从数据整合和文化推广的角度入手,最终以一种更

具逻辑性和观赏性的视觉化方式将信息呈现给受众.在

大部分的实践中,信息可视化设计是通过有秩序性和趣

味性的信息提炼与传递,从而加强受众对产品的信任度

和忠诚度,完成对产品的购买流程的过程.已有的可视

化设计研究主要在文博信息[７]、科普宣传[８]、结构件示

范[９]、传统民居建模[１０]以及各类数据的处理等方面,在食

品包装设计过程中利用可视化技术传达产品信息的相关

研究尚未见报道.
信息可视化更加强调数据的视觉化设计,为保证达

到最佳的视觉表现效果,视觉设计往往围绕文字、图形、
色彩、版式等要素进行.一般情况下,信息可视化的设计

过程是通过对设计要素的反复推敲,从而建立与受众相

一致的视角,促进信息实现高效传播.同时,由于信息维

度和属性不同,不同的信息也对应不同的表现形式.在

此基础上,信息的视觉设计呈现可分为图解、图表、表格、
统计图、地图和图形符号几大类,在设计元素有效整合的

基础上,根据信息的类型,选择特定的表现方式能更有针

对性地呈现信息内容.

２　信息可视化在包装中的设计原则

２．１　体现消费者核心需求

由于消费者产生购买决策的过程主要依赖其记忆中

关于该产品的信息和经验,而包装作为产品的外在表达,
是与消费者沟通的最直接渠道,对消费者进行的信息传

递尤为重要.研究[１１]发现:茶叶包装的设计越符合消费

者的需求偏好,消费者选购某款茶叶的意愿就越大,在消

费者的瞬间决策中发挥的正向引导作用就越大,最终产

生购买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包装的信息可视

化设计要围绕消费者的核心需求进行,其目的在于通过

核心信息的提供来进行引导,促进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
如图１所示的茶叶包装设计,包装上所呈现的芒纳

尔野山羊、尼尔吉里捕蝇草、阿萨姆犀牛和大吉岭茶叶元

素,调味茶包装上的茶杯元素,以及配方茶包装上的印度

水壶元素等都与茶叶原产地有关,间接提供了茶叶本身

的物质信息.图形元素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使其成为了跨

文化性的通用视觉语言,在信息的传播表达上也更具有

广泛性和持续性.图２“小简茶”的包装设计,通过类似的

手法,在商品包装上对茶叶的制作工序进行了简要的图

解说明.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包装展示内容与产品内容本

身发生直接联系,从而在包装上体现了消费者对产品信

息需求的直接对应,避免了因专业跨度和社会分工而产

生的信息落差和消费盲区.

２．２　合理架构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的架构是通过对信息内容的确定和层次的

梳理,以数据结构的方式来量化信息之间的关系和层级,
从而探索某一事物信息规律的过程.信息系统可简单理

解为信息的组织框架,是信息整合分析以后的原型框架

和接下来信息视觉表达的形式基础.理想的信息系统能

够建立合理的信息层级,避免信息混乱,清晰地呈现各信

图片来源:设计之家公众号

图１　“１８６８byTataTea”茶叶包装设计

Figure１　Teapackagingdesignof“１８６８byTataTea”

图片来源:站酷网

图２　“小简茶”茶叶包装设计

Figure２　Teapackagingdesignof“SmallSimple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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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要素之间的关系,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引导消费

者在短时间内快速捕捉关键信息[１２].
有设计者针对普洱茶的常规冲泡方式进行了信息图

设计(见图３),通过图表展示普洱茶冲泡的基本工具和各

个环节,在信息高度压缩、整合的基础上,建立主题明确、
层级清晰的逻辑关系,有助于引导受众快速捕捉关键信

息,建立读取顺序,在内容属性上降低误差.

２．３　设计语言直观明确

信息可视化的设计过程是将大规模、抽象化的信息资

源以简洁、易识别的视觉元素表现来体现.在轻量化阅读

的发展背景下,信息可视化的设计语言虽跨越了本来的沟

通障碍,但也可能导致信息的准确性弱化.这就要求数据

信息在进行可视化的表达过程中,需根据通用设计原则,
明确传递内容方向,保证信息的高效准确传递[１３].

图４所示安化黑茶的包装中融入了当地自然资源与

文化资源,并根据所在地理位置与万里茶道文化景点为

地标进行了信息地图设计[１４],以明确直观的图形语言代

替原本的文字内容,不仅解决了枯燥繁琐的表达方式,也
缩短了受众获取信息的过程,同时保证了信息的准确

传达.

图片来源:站酷网

图３　“普洱茶”常规冲泡方式信息设计

Figure３　Informationdesignofconventionalbrewing
methodof“PuerTea”

图４　“安化黑茶”茶旅信息地图包装设计[１４]

Figure４　“AnhuaDarkTea”teatourinformationmap
packagingdesign

３　茶叶包装的信息可视化设计

３．１　确定信息内容

茶叶信息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最常见的为茶叶基本

信息、实用功能信息和文化象征信息.一般情况下,茶叶

基本信息是根据国家强制要求在包装标签上进行合理呈

现,而对于大众消费者来说,茶叶的本质是农产品,其物

质功能属性往往受到消费者的更多关注.
茶叶的功能性主要表现在茶叶本身的原料品质、品

饮过程和贮存再使用３个方面.茶叶的原料品质可简单

概括为茶树种植的自然条件、栽培管理和茶叶采摘等茶

叶生长的初始条件,以及完成茶叶采摘后的加工工艺因

素;茶叶的品饮属性主要是针对大宗茶的品饮过程进行

的相关器具使用和冲泡环节设定,包括泡茶用水、泡茶用

器、泡茶四要素和冲泡程序;茶叶的贮存再使用则是针对

贮存条件进行限定,一般来说,需要控制贮存环境的温

度、湿度、氧气、光线等条件.

３．２　构建信息层级

根据认知思维理论,信息在大脑中的系列反应是先

引起受众的注意力,从而产生记忆,最后生成一定的意

向,以便在下次作出选择时形成无意识的操作经验.因

此,对已确定的信息进行层级建立有助于大脑自动筛选

和处理信息,准确抓取关键信息.信息建立主要分为３个

层级,一级信息是主题重点部分,简洁明了;二级信息是

对一级信息的解释,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三级信息则是

对整个内容的拓展和补充,更加准确、细化.
如表１所示,对茶叶的功能性信息进行初步的层级

划分,通过信息的不同属性和重要程度,确定其对应的表

现形式,根据此表可在后续包装设计中进行具体的信息

视觉元素转译实践.

３．３　实现信息转化

３．３．１　文字到图像元素的设计　图像在最开始主要发挥

着审美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被当作历史的证

据[１５].图像对文本来说,起着代替、补充、说明、强化和展

示的作用,图像的表现运用可以消除文本带给受众的抽

象概念.图像元素包括多种类型,如图形、图标、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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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茶叶功能性信息的层级划分

Table１　Hierarchicaldivisionoffunctionalinformationoftea

功能类别 信息层级 信息内容 信息表现形式

原料品质

一级信息 自然条件;栽培管理;茶叶采摘;加工工艺 图形符号

二级信息 气侯、土壤、地形;肥水管理;采摘标准、采摘时间;工艺环境 图解

三级信息

气侯:温度、光照、水分;土壤:质地、厚度、酸碱度;地形:海拔、地势地形;肥水

管理:品种、修剪、施肥;采摘标准:一芽二叶为主、兼采一芽三叶同等嫩度茶

叶;加工工艺:工艺环境、手法、技术

图表/流程图

品饮属性

一级信息 器具;用水;投茶方式;冲泡技巧 图形符号

二级信息 家用泡茶用具;标准用水;投茶比例;冲泡方式 图解

三级信息
家用茶壶;洁净优质矿泉水或净化处理过的自来水;投茶比例１∶１５(g/mL);

壶高３０cm,斜冲水,水流贴杯壁而下
图表/流程图

贮存方式

一级信息 温度;湿度;氧气;光线;异味 图形符号

二级信息 冰箱贮藏法;塑料袋贮藏法;罐贮法 图解

三级信息

冰箱贮藏法:将茶叶装入一定硬度、密度较高的塑料袋,用夹子夹好放入冰

箱;塑料袋贮藏法:先用纸将茶叶包好,置于食品包装袋中,绳子扎好封口;罐

贮法:装茶叶内套一个极薄的塑料袋,放入专用的纸罐,置于阴凉避光处

图表/流程图

不同的元素类型传达的信息也有着明显的属性区别.因

此,文本到图形的转化是一个先归纳、再筛选、后创造的

过程,是以相应的、清晰易懂的视觉形象来表现事物信息

本质的过程.

　　如表２所示,以茶叶的品饮属性为例,根据信息层级

的设定,对表２中的一级信息内容进行图形符号的视觉

转化,由图可知,符号元素的信息传达力度更强,而图形

的信息表现力度更强.

３．３．２　信息版面的设计　版式设计是信息可视化表达中

的关键步骤,合理有效的版式布局能够打造舒适的阅读

表２　茶叶“品饮属性”信息转化图

Table２　Tea“TastingAttribute”information
conversiondiagram

信息内容 符号元素 图形元素

器具　　

用水　　

投茶量　

冲泡方式

流程,强调重点,引导受众读取有效信息.一般来说,信
息转化以后的版式设计主要依据两个标准:① 受众的视

觉阅读顺序;② 信息的组织框架和已建立的层级关系.

相比文字来说,视觉元素传达的信息虽较为直观简

练,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息的准确性,因此,在信

息传达过程中适当加以文字描述能够更加准确地控制图

像元素所表达信息的主要内容.如图５所示,根据受众

的一般阅读顺序(先图后文、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和表２
中一级信息的视觉转化,对茶叶的品饮属性进行信息图

解设计,并结合辅助性的文字说明,版面层级清晰、内容

明了.同时也保证了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能够与受众建

立合理舒适的传达顺序,简化了消费者对信息的接收过

程,降低信息认知负荷.

３．４　完善信息传播

在多种表现手法综合和设计语言丰富的共同作用

下,茶叶的包装设计应更多地呈现出产品的物质属性内

容,即以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为基础,根据茶叶产品物质功

能信息,通过艺术性的手法对其进行表现形式处理.

３．４．１　拓展表达方式　茶叶包装须遵循国家标准包装通

则要求,因此,包装的主视觉(正)面的设计往往会受到限

图５　茶叶“品饮属性”信息版式图

Figure５　Tea“TastingProperties”information
layout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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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那么针对茶叶包装上其他灵活度较高的设计区域,应
打破传统信息版面设计带来的严重同质化,对消费者关

注的产品核心信息进行分类表现.将产品最基本信息和

促使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关键信息置于最易读取的位

置;将二级信息(产品用途、附加信息)等设计为内置说

明;将补充信息设计为二维码扫码读取等.通过产品信

息在茶叶包装上的整体展现,与初步建立的茶叶功能性

信息层级相对接,科学有效地进行信息逻辑和整合的视

觉表达,达到促进产品销售的目的.

３．４．２　呈现设计语言　无论是从包装设计的角度,还是

从信息可视化的角度来看,图像语言都是设计元素中的

重中之重.一般情况下,图形语言在包装设计上的表达

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最常见的直接表现方法是运用

摄影或插画来呈现产品对象,间接表现不直接表现包装

产品对象,而是借助于其他关联事物来表现该对象,多用

比喻、联想和象征等手法[１６],通过对图形符号或其他相关

元素的设计进行产品表达.例如图１茶叶包装设计就是

典型的图形语言在包装设计上的间接表现.图６所示的

茶叶包装,作为一款体验茶,内含８种不同类别的茶叶,为
了最大限度地提供“体验”的情感价值,设计师在包装背面

进行了内含产品的信息说明,由此让消费者可以更直观地

了解所选购的茶叶具体内容.与此同时,在图形语言的表

达上通过插画来表达产品的主题———三五知己,通过对叙

事场景的画面建立,唤起消费者的情感记忆.

图片来源:站酷网

图６　“白沙溪———三五知己”茶叶包装设计

Figure６　“Baishaxi:Threeandfiveconfidant”tea

packagingdesign

　　除了外包装上呈现的产品信息,也可通过内置说明

手册的方式进行产品用途或产品附加信息的介绍.这类

引导性信息在图形语言的表达上,更多地偏向于通过图

形符号和图解的设计来传递信息,与插画相比,图形符号

的丰富感和层次的表达虽然较弱,但却可以更简洁直观

地呈现核心内容.如图７“福鼎白茶”内置的手册,通过对

产品产区、贮存、冲泡等内容的介绍,指导消费者如何正

确泡茶和存茶,增加客户黏性,形成品牌效应.

３．４．３　数字技术应用　目前,信息可视化技术的表达也

不再局限于二维空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在

图片来源:淘宝网

图７　“福鼎白茶”包装内置的手册

Figure７　Packagingdesignof“FudingWhiteTea”

虚拟空间中,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本身的时间属性和空间

属性,丰富了感官的同时也使得图形语言的呈现方式更

为多样.在包装上,动态交互的信息表现形式逐渐进入

大众视野,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二维码在包装上的运用.
如西湖龙井茶叶包装上提供了“茶农码”,通过对包装上

二维码的扫描可以实现产品信息溯源,建立品牌忠诚度;
亨氏蕃茄酱则是通过 AR扫描展示产品的使用方式,丰
富产品为消费者带来的情感与场景体验.

４　结语
茶叶作为特殊的农产品,对自然条件有着强烈的依

赖性,且生产经营比较分散,这就造成茶叶的质量具有异

质性和隐蔽性.通过对茶叶信息在包装上的可视化设计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者避免因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导

致的逆向选择,从而拉动消费,带动茶产业发展.
设计作为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创作行为,是一项系统

性的工程,对于茶叶来说,包装设计是其信息传递最为直

观和有效的方式,而信息可视化在茶叶包装上的运用更

是需要严密的信息逻辑组织和精准的表达.随着社会的

发展,信息可视化在商品包装上为受众提供轻量化的阅

读体验的同时,也成为了受众产生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当然,在设计学领域,信息可视化在包装上的应用也应集

合新的优势资源,建立超越基础工具、基本操作和基础表

现层面的模式,占据从更高层次保持引领艺术和设计前

沿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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