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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设计一款医疗类手机应用，用于解决当前身处压力下的青壮年人群经常忘记按时吃药、用药剂量

等问题。方法：通过研究用户体验理念、医疗类APP设计原则，并在用户调研的基础上建立KANO模型

图，从而确定用药提醒管家APP的设计策略与方法。结果：设计出一款移动端医疗类应用程序，即用药

提醒管家APP，其通过KANO模型来确定其各项功能的重要程度，结合用户体验与医疗类APP设计方法构

建应用的整体框架。结论：用药提醒管家APP能够有效解决用户经常忘记按时吃药、用药剂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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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ign a medical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young and mid-
dle-aged people who are under pressure and often forget to take medicine on time and dosage. Me-
thods: By studying the concept of user experience, design principles of medical APPs, and establish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2066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2066
https://www.hanspub.org/


孔令博 
 

 

DOI: 10.12677/design.2023.82066 511 设计 
 

the KANO model diagram on the basis of user research, the desig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the Me-
dication Reminder Steward APP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A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was de-
signed, namely the Medication Reminder Steward APP, which determined the importance of its 
functions through the KANO model, and combined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medical APP design 
methods to construct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application. Conclusion: Medication Reminder 
Steward APP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that users often forget to take medicine on time and 
do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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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目前，随着我国重大疾病突发事件逐渐得到解决，社会经济也慢慢复苏，社会中的大小企业也因此

迎来了春天，其产生的激烈竞争将会给工作中的青年人以及中年人增加莫大的压力，加上原本就存在的

来自社会、经济、亲朋好友等各方的压力，大部分人更是不堪重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压力的出现

是必然现象，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目前处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当下各种社会红利所剩不多，公

正的竞争机制尚未健全，心理压力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1]。 
普通人日常的大小疾病在所难免，在这种极大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身心俱疲的青壮

年人群就更加容易生病。同时，正是由于这份极大的压力，让身处其中的青壮年人群在生病期间忘记吃

药、忘记用药的剂量，从而他们即便在生病后及时就医，但由于身处高压之下而忙得无法按时用药，导

致其病情越发严重。 
为解决目前存在的这种问题，设计了一款专门用于提醒工作压力大的青壮年人群用药的医疗类手机

应用，即用户提醒管家 APP，帮助这些处于极大压力下的青壮年人群在生病期间也能按时按量服药。 

2. 医疗类 APP 界面设计现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医疗类 APP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使用，成为医疗领域的新生力量。医

疗类 APP 的设计要求具有可靠性、安全性、实用性、易用性等特点，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提高

用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当前国内的移动医疗 APP 多用于预约挂号、初步病情判断、购入药品，国外更

多用于远程诊断病情，辅助进行病情治疗[2]。总的来说，目前医疗类 APP 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健康管理类 APP：主要提供健康资讯、健康评估、健康日记等功能，可以帮助用户了解自己的健康

状况，定制个人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健康管理类 APP 中，有关购药、用药等方面的 APP 设计研究大多

数是针对用药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儿童群体以及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群，很少有以青壮年人群为目标用户

的 APP 设计研究。 
在线问诊类 APP：让用户通过移动设备与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方便快捷。这类 APP 提供在线咨询、

预约挂号、医生问诊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医疗服务方式。 
医疗预约类 APP：帮助用户预约医院、医生、科室等，减少用户排队等候的时间，提高就医效率，

还可以提供医疗机构的评价和评分信息，帮助用户更好地选择医疗机构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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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诊断类 APP：让用户能进行自我诊断和初步治疗，提高用户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同时

提供症状自测、药品查询、健康日历等功能，帮助用户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总的来说，医疗类 APP 的设计趋势是功能更加完善、界面更加友好、服务更加便捷。未来医疗类

APP 还将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方向发展，提供更加智能化和精准化的医疗服务。 

3. 用户体验设计 

用户体验的概念最早在国外出现，由美国认知科学、人因工程等设计领域的著名学者唐纳德·诺曼

(Donald Norman)于 1995 年提出，在设计中，用户体验被简称为 UX\UE (User Experience)，是指用户在使

用产品过程中的所有体验感，如情绪、信念、偏好、认知印象、身心反应、行为、完成度等[3]。在产品

的实际使用中，用户体验是指用户在接触和操作产品的过程中产生的感受[4]。 
在 APP 设计中，用户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良好的用户体验能够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增

加用户使用频率和用户口碑，从而提高APP 的市场竞争力。以下是一些在APP 设计中提高用户体验的方法： 
界面设计：APP 的界面设计应该美观、清晰、整洁，让用户感觉舒适，减少用户的疲劳感。同时，

应该考虑用户的习惯，例如将主要操作按钮放置在易于操作的位置，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 
导航设计：为了让用户能够轻松地找到需要的功能和信息，导航设计应该简单明了。可以采用标签、

菜单、滑动等方式进行导航设计，使用户能够快速找到所需的内容。 
功能设计：应在满足用户的需求的基础上，提供简单、直观、易于使用的功能。可根据用户的反馈

和行为数据，不断优化 APP 的功能，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使用频率。 
交互设计：APP 的交互设计应该简单、直观、自然，让用户感觉轻松自如。应采用动画、声音、手

势等方式进行交互设计，提高用户的使用感受。 
综上所述，在 APP 设计中应该在这些设计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优化 APP 的设计，提

高用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实现 APP 的商业价值。 

4. “用药提醒管家”APP 界面设计前期准备 

4.1. 目标用户 

“用药提醒管家”是一款为青壮年人群而设计的移动医疗用药提醒应用程序，主要针对当前社会中

压力过大而在患病期间无法按时按量用药的青壮年人群，其设计的目的在于能够让这些青壮年人群在生

病就医之后，能合时合理合量地服药，改善该群体因忘记吃药而导致病情加重或延长的情况。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疫情防控完全开放，各行各业竞争更加激烈，线下工作的奔波、长时间的通

勤、无休止的加班，让很多岗位青壮年人群在生理、心理方面都疲惫不堪，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下，即使

是青壮年群体，其身体素质大多也会每况愈下，更加频繁地生病，需要间歇性的短期服药，更有部分青

壮年人群患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但重压之下记忆力衰退又导致忘记用药或无法按时按量用药，

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4.2. 用户调研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数据通过问卷星发布、收集获得，采用李克特量表的方法，对 39 名 20~45 岁的青壮年

人群进行线上问卷调研。图 1 表明，超过 53.9%的人表示在生病期间经常忘记吃药或未按时吃药，30%
左右的人偶尔会忘记或未按时用药，只有 15%的人认为平时几乎很少发生该情况；图 2 显示，本次调查

人群中 60%以上的人通常会在服药期间忘记用药剂量，约 20%的人可能会忘记用药的剂量，近 18%的人

认为不会出现用药剂量问题；从图 3 中得知，超过 51%的人很容易混淆饭前用药与饭后用药，23%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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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会混淆，25%的人不太会弄混饭前与饭后用药。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大多数的青壮

年人群会在生病就医后出现无法合时合理合量用药的问题。而图 4 表明，青壮年人群中绝大多数的人未

使用过用药提醒类似的医疗类手机应用程序，就意味着目前用药提醒管家 APP 有着大量的潜在用户。 
 

 
Figure 1. Research: Often forgets or fails to take medication on time after falling ill 
图 1. 调研：生病后经常忘记或未按时吃药 
 

 
Figure 2. Research: Pain caused by forgetting the dosage required for each medication when taking medication 
图 2. 调研：吃药时因忘记每种药须服用的剂量而苦恼 
 

 
Figure 3. Research: Frequently confusing medication before and after meals 
图 3. 调研：经常混淆药方上饭前与饭后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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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Research: Previously used medication reminders or similar apps 
图 4. 调研：曾经使用过用药提醒或类似 APP 

4.3. 用户模型分析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式各样的智能手机层出不穷，人均一部甚至多部智能手机已是稀松平常之

事，对于青壮年人群而言，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使用承载应用程序的移动端设备——智能手机的条件。 
对于如今的青壮年人群，智能手机基本随时在身边，以便通讯、工作、娱乐等，而智能手机的这种

随身性和便携性就足以让用户在用药提醒管家 APP 的帮助下按时按量用药。 

4.4. 确立设计目标 

在设计“用药提醒管家”这款移动医疗 APP 时，笔者根据前期的调研工作、考察分析，将此应用程

序的大致功能确定为“处方扫码”、“用药提醒”、“用药咨询”以及“病例档案”： 
处方扫码：用户在生病就医后，通过扫描医生所开的处方上的二维码，获取相关的详细的用药信

息。 
用药提醒：自定义多时段用药提醒，可详细设置用药剂量、用药次数、药品种类、具体时间、提醒

模式、日期等。 
用药咨询：可以线上咨询合作医院以及诊所医生关于病情、各类药品用法用量等的详细信息。 
病例档案：收集用户健康数据，建立可视化病历档案，实时掌握症状变化。 

5. “用药提醒管家”APP 界面设计实践 

5.1. KANO 模型 

Kano 模型通过调研，收集用户对于有或没有某个功能或某种服务时其对产品的体验和满意程度，如

图 5 所示从而划分用户需求的先后等级和重要度[5]。因此，在列出一些用药提醒管家相关功能，通过调

研取得用户对每一种功能的满意度，将所得的调研数据代入图 6 中的 KANO 模型分析图，从而得出图

7 的关于用药提醒管家 APP 的 KANO 模型： 
魅力功能：绑定档案，按时提醒，用药日历，二维码扫描(处方扫码)。 
期望功能：用药咨询，我的病例库(病历档案)，个性化提醒。 
无差异功能：搜索，新闻推送。 
必备功能：用药提醒，登录，注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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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KANO model survey 
图 5. KANO 模型调研 
 

 
Figure 6. KANO model analysis diagram 
图 6. KANO 模型分析图 
 

 
Figure 7. KANO model survey results 
图 7. KANO 模型调研结果 

5.2. 产品架构图 

通过 KANO 模型分析得出用药提醒管家 APP 的各类功能的相关属性后，将用药提醒管家的主要功

能分为了五个大类，如图 8 所示，包括首页、添加提醒、用药日历、用药咨询、个人中心这五个板块，

另外还有一个登录注册的辅助功能板块。 
同时，将这几种主要功能进行细化与层级分类，并把相关的其他功能放置在合适的层级。在用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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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管家产品架构图的设计过程中，遵循着尽可能减少应用的界面层级，降低用户的操作难度，尽可能地

为用户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 
 

 
Figure 8. Product architecture of medication reminder housekeeper 
图 8. 用药提醒管家产品架构图 

5.3. 低保真架构图 

在绘制出用药提醒管家 APP 产品架构图后，就应思考怎样把功能、信息准确高效地传达给用户，从

而让用户以最便捷有效的方式，迅速获得目标信息，方便实现功能间的切换。同时结合前期的青壮年人

群调研结果、用户分析、KANO 模型的建立等工作，并以用户体验设计理念与医疗类 APP 设计原则为指

导，制作用药提醒管家应用程序的低保真架构图。 
低保真架构图如图 9 所示，其中一级页面主要有五个，包括首页、添加提醒、用药日历、用药咨询、

个人中心，这五个第一层级的功能按钮依照医疗类 APP 设计惯例，放在屏幕最下方按照从左到右顺序依

次排列，该位置也便于用户操作，能够使其快速到达要前往的页面，最快获取想要的内容。首页中，处

方扫码功能在页面中心，此重要功能在进入应用程序中最显眼的位置，能够让用户在拿到用药的处方后

第一时间找到该功能进行扫码获取相关用药信息，同时，首页中还有我的病例、添加提醒、相关新闻推

送等的快捷进入方式，为用户提供更多便捷通道；二级页面包括处方扫码、添加提醒详情页、我的病例

等；三级页面包括病例详情，新闻推送详情等页面。 

5.4. 视觉设计 

在完成低保真架构图的基础上，进行了 APP 整体的视觉设计。用药提醒管家 APP 采用无衬线字体思

源黑体，使画面更加简洁明了，其色彩以医生手术服的蓝绿色为主，让人能够联想到医院、医生等信息

元素，并使用少量的红色做配色，使整体的界面更加丰富，字体与颜色见图 10。 
如图 11~15，是用药提醒管家 APP 一级、二级、三级界面的最终视觉效果图。其界面采用扁平化风格

进行设计，如五个一级页面的导航设计采用相关的扁平化图标，让用户一眼就能分辨出该按钮的功能作用；

首页中的处方扫码功能是一个扁平化的极简的二维码图标，并搭配 “扫面处方上的二维码”的提醒标语，

使其功能一目了然。扁平化的设计使得用药提醒管家 APP 在功能层级的主次关系、重要程度上更加清晰分

明，在界面的视觉效果上更加简洁，从而提高此 APP 的易用性、简洁性，使用户获得更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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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Low fidelity architecture of medication reminder housekeeper 
图 9. 用药提醒管家低保真架构图 

 

 
Figure 10. Medication reminder butler font and interface color 
图 10. 用药提醒管家字体及界面使用颜色 
 

 
Figure 11. Design of medication reminder butler interface 
图 11. 用药提醒管家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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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Design of medication reminder butler interface 
图 12. 用药提醒管家界面设计 

 

 
Figure 13. Design of medication reminder butler interface 
图 13. 用药提醒管家界面设计 

 

 
Figure 14. Design of medication reminder butler interface 
图 14. 用药提醒管家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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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Design of medication reminder butler interface 
图 15. 用药提醒管家界面设计 

6. 结语 

本文探究了医疗类 APP 的现状与用户体验设计理念在 APP 设计中的应用原则，并通过调研与分析用

药提醒管家 APP 的用户模型，建立了该应用的 KANO 模型与产品架构图，设计了用药提醒管家 APP 的

低保真架构图、最终视觉效果图，完成了用药提醒管家 APP 的设计实践。用药提醒管家 APP 从功能设计

入手，结合导航设计、界面设计、交互设计等，设计出了专为压力大而导致生病期间无法按时按量用药

的青壮年人群使用的医疗类 APP。 
随着我国各行各业“内卷化”越发严重，青壮年人群的压力与焦虑也会逐渐增强，为了保障其在极

大压力下也能做好健康管理，针对此人群健康管理的相关应用产品市场将会是一片蓝海。希望本研究能

为移动医疗类的应用提供一些参考，吸引更多设计人员关注医疗类 APP 设计。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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