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初始，就开始利用兽皮和树叶等纯天

然材料来包裹食物，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

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工包装物也

在不断涌现，出现了陶器、青铜器，利用竹、

藤、棕、草、柳等植物人工编制的包装物，这

些绿色环保的包装材料沿用至今。公元105年，

汉代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由于纸加工和使用的

便利性，极大的推动了包装的进步。伴随着工

业革命而迅速发展的包装，是产品与文化融为

一体的结合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

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交通运输的快捷便利，

使商品包装成为产品流通环节中不可缺少的一

环，但是，由于包装物的大量使用，人们开始

意识到包装废弃物对大气、水源和土壤等造成

的污染，环境的负荷量也随之增大，包装被披

上了浓重的“环保”色彩，提倡节省天然资源

和减少资源消耗，努力追求人—机—环境系统

的平衡，包装不仅要使人获得生理上的舒适感

和心理上的愉悦感，也要注重生态环保，这是

现代包装设计的必然趋势，也将促使包装界找

到绿色设计的新思路，创造出具有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化、人性化“绿色包装”。

一、绿色包装的概念
　　绿色包装（Green Package）又称为无公害

包装和环境之友包装（Environmental Friendly 

Package），是指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

能重复使用和再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包装，

包含有环境保护和资源再生两个方面的意义，

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就是要在

包装加工过程中使用绿色环保材料，并且减少

用料；另一方面，就是要能够回收再利用，减

少废弃物。也就是说，从包装原料选择、包装

的加工使用到废弃的整个周期，均应符合生态

环境保护的要求。按照绿色包装必须遵循的

3R1D原则，包装结构的优化设计对实行包装减

量化(Reduce)和包装重复利用(Reuse)等方面有

着重要意义，折叠构造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不

乏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绿色包装结构创新设计中
的折叠艺术
■　文/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朱守会　程丽英　赵得成 

　　摘要：折叠结构具有一物多用，节约材料；有效利用空间，降低仓储及运输成本；便于携带和使

用等功能价值。在绿色包装结构创新设计中，采用“巧折妙叠”的结构可实现包装“轻、薄、短、

小”的减量化目的，创造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人性化“绿色包装”。

　　关键词：绿色包装  结构创新  折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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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叠的类型及功能价值
　　折叠结构古已有之，并被广泛使用。相传

由春秋时代鲁国巧匠鲁班发明的“伞”就是典

型的折叠结构。我国古代的书籍装帧，多是

“折叠”的形式，譬如编简、卷轴装、旋风装

等，还有迄今依然使用的屏风、折扇等家具

均采用折叠方式。“折叠”由折与叠两个动

词所组成，“折”可以是弯曲、回旋和翻转，

“叠”可以是重叠或折叠。由此可知，“折”

和“叠”含义不同，但两者有着一定的关联。

因此常常把“折叠”连在一起使用。“折”的

构造特征分为平行式或轴心式，轴心式以折

扇、伞具、遮阳棚最为典型，均是以一个或多

个点为轴心进行折叠；平行式结构是一种应用

较广的折叠方式，手风琴、电动门等都采用此

类结构。“叠”的构造特征分为重叠式、套

式、卷式。碗、碟子、纸杯等餐具为重叠式；

俄罗斯套娃、变焦镜头、收音机天线等结构为

套式；卷尺、卷纸等结构为卷式。折叠结构的

主要功能价值有：一物多用，节约材料；有效

利用空间，降低仓储及运输成本；便于携带和

使用，甚至良好的折叠结构可以增加结构强

度。目前，折纸已经从技术层面发展至艺术的

高度，超乎想像，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现代

折纸已经不再只是儿童的游戏，也可以将其作

为纸质包装结构构成形式的创意来源，将其巧

妙的构思和独特的结构应用在绿色包装设计之

中。

三、折叠结构在绿色包装设计中的

应用效益
　　市场上使用的包装纸盒种类繁多，绝大多

数采用传统的折叠方式，只是将基本结构进行

简单折叠，普遍存在耗材较多，不够经济，空

间浪费，不便仓储运输，不便携带，不便回收

再利用等缺点。“绿色时代”需要包装设计师

和加工者找到绿色发展之路，优化纸质包装结

构，设计出绿色环保的包装。“折叠结构”的

诸多优良性能值得我们借鉴。

　　3.1折叠结构可减少用料，一物多用

　　通过对纸质包装的巧折妙叠可以减少材料

的消耗，有效降低成本，达到减量化(Reduce)

的目的，节约资源。目前，我国市场上纸制品

包装多采用全包围结构或个包装、内包装、外

包装等多层包装形式，主要是从包装的保护功

能方面考虑，防止商品在运输和销售的过程中

被挤压、撞击、腐蚀等外界因素损伤。然而，

绿色包装设计的“减量化”原则对包装的构思

与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装要尽量轻型

化、小型化，精简结构，节省资源。我们可以

通过改进纸质包装的结构，多采用“巧折妙

叠”的方式达到“轻、薄、短、小”的目的。

日光灯管的内包装和外包装多采用盒装和筒装

（图例1）的形式，有的还用P E袋或E P E珍珠

棉作为内衬，虽然具有防震、抗撞等保护功

能，但是造成了纸等原材料的浪费，甚至由于

EPE(聚乙烯发泡棉)包装制品使用后无法回收，

造成白色污染，被国际禁用，1998年欧美等国

颁布禁止进口EPS包装的任何产品，导致该类包

装物无法走向国际市场。由本文作者指导，朱

晓伟创作的“一次成型的创意灯管包装”（图

例2）在由世界包装组织主办的2011年“世界学

生之星”包装设计奖中获得荣誉提名奖，该包

装大胆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灯管包装形式，巧

妙的采用切、割、折、叠、卡接等工艺手法，

采用瓦楞纸一次模切折叠成型，在不弱化结构

稳定性的情况下，将内包装和外包装合二为

一，一物多用，结构简洁，节省原料，提高工

效，绿色环保，也有着良好的保护性能。

　　3.2折叠结构可有效利用空间，降低储存及

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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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风唐韵手风琴式古典音乐C D包装”

（图例3）是以出现在唐代晚期的经折装的书

图例1

图例2

图例3

图例4

籍装帧形式为基本结构，这种装帧将书页左右

连续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经折装克

服了卷子装的卷舒不便的问题。该包装以此作

为包装设计的创意源泉，一方面将汉风唐韵的

历史文化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也很好的利用了

平行式折叠结构，节约陈设收纳和仓储运输空

间，也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这种平行式结构

是利用几何学上的平行原理进行折动的折叠构

造，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与手风琴很相似，通

过改变物体的高度或长度来改变其占有空间或

调节使用时的尺寸；另一种是“方向型”，通

过方向性平移来改变物体的宽度或长度，收纳

时可减少空间占用。传统的杯面包装为了泡水

食用，包装内部留有很大的余量，面饼只占用

了包装容积的一部分，这就增加了运输及储存

空间。由刘奕、罗菁和蒋宇宁等设计的杯面包

装（图例4）巧妙地采用了手风琴式折叠结构，

在储存和运输时可以被压缩，可以减少40%的运

输存储成本和能源消耗。食用时将包装拉起，

增加容量；食用完毕，重新压缩复位，减少了

废弃物的占用空间，以便回收。

　　3.3“折叠”结构可以增强包装的力学性

能，强化包装的保护功能

　　包装应保护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免受外来损

伤，完好到达购买者手中，这是包装的第一功

能。将纸质材料通过折叠形成的三角形、蜂

巢形等造型结构在承受外界压力或拉力的情况

下，与其他多边形构造相比，在材料性能具备

的情况下具有形状不变的性质，即能在较大的

外力作用下还能保持原状。据浙江大学机械与

能源工程学院力学系的宋超通过简化力学模型

和对比性实验对折叠三角形瓦楞纸板衬垫结构

缓冲能力的探讨研究结论，“在相同跌落条件

下，用折叠型瓦楞纸板作衬垫结构的产品上的

加速度均值小于用相同尺寸的泡沫塑料作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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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5 图例6

结构的产品，提示其可实现优于常用泡沫衬垫

结构的缓冲功能。”由天津科技大学包装与印

刷工程学院尹云竹等创作的“玻璃杯组合包

装”(图例5）和灯泡包装(图例6）是将瓦楞纸

一次模切成型，包装内托和卡接结构均采用多

边形折叠结构，在节约材料的情况下也有着良

好的保护性能。

  由上可见，在“绿色时代”，包装不能简单

的理解为一种在流通过程中保护产品、方便贮

运、促进销售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

而是要统筹考虑“人—机—环境系统”的平

衡，在材料工效最大化的情况下，多从包装的

结构出发，运用绿色工艺手段，精心构思，巧

折妙叠，为商品包装进行结构优化和装饰美

化，设计出的包装要节约材料，降低成本，减

少污染，降低消耗，避免过度包装和夸大包

装，创造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人性化

的“绿色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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