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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公共饮水机服务体验设计策略研究

梁惠萍，姜姗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目的 基于服务体验设计理念，研究医疗机构公共饮水机服务体验，提出改进策略。方法 首先，进行实地调研，梳理医疗

机构饮水服务体验现状并分析服务触点。其次进行用户心理及行为层面分析，根据饮水服务体验特性在SERVQUAL量表原

有五个维度基础上增加有用性和整体性两个维度。再次，用李克特量表五点打分的方式进行“重要性-满意度”测量，通过数

据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得出需改进维度和高频痛点，运用服务设计的方法工具展开对于用户饮水体验全流程的思考分析。最

后，以提升用户使用体验为目标对医疗机构公共饮水服务体系展开服务体验设计。结论 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加强饮水机共情

性，饮水空间的响应性，系统的安全性三个方面的服务体验设计策略，为多种使用环境下的公共饮水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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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ervice and user experience design, the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service and user experience of

public water dispenser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pose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in water dispensers. First,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 sort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ater-serving service and user experience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analyze service

touchpoints. Seco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ser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two dimensions of usefulness and integrity are

added to the original five dimensions of the SERVQUAL scal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ter- drinking service

experience. Next, The five- point Likert scale is used to measure the "importance-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method of da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he dimension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high-frequency pain points are obtained. Using the method

and tool of service design, the whole process of user water- serving experience is analyzed. Finally,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user

experience, the service and user experience design of the public water service system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analysis results, three service experience desig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empathy of water dispensers, the

responsiveness of space, and the safety of the system,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water- serving problems in

multiple service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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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废弃饮料瓶日渐增多，研 究显示，我国白色污染日益严重。医疗机构作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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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之一，饮水需求巨大，公共饮水机的投放可减少白

色污染问题，并响应国家碳中和政策。以2010年上海

世博会公共饮水机项目为例，共建设模块化、智能化、

集成化的饮水机105个，成立直饮水维保部门，确保高

人流、高温期间设备的正常使用，24 h监控饮用水各项

指标，及时解决突发问题，为7 000多万游客提供饮用水

15万吨，减少塑料垃圾15万m³，减少碳排放1.2万吨[1]。

2020年梁冰洁建立公共饮水机用户体验模型，从

人、产品、环境、服务四个方面提取用户体验的影响要

素，了解主要用户需求，提出解决方案，将结果应用于

地铁站饮水机及服务设计中，用户可无接触开启饮水

机，并配备杀菌模块，管理人员运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平

台终端，达到全天候管控设备的目标[2]。

2018 年谢胜楠通过服务设计理念研究校园饮水

问题，首先分析产品功能，其次通过用户关系图、服务

蓝图、用户旅程图、利益相关者地图等设计工具，得出

用户的需求和行为习惯。然后探究数字、物理、人际触

点，最终设计校园公共饮水服务系统，致力于提高用户

饮水体验，促进服务系统中利益相关者完善校园饮水

服务质量，饮水机取水方式为校园卡和手机支付，容器

为杯子和热水瓶，并且可取热水，解决瓶装水过于冰

冷、支付方式繁琐、用户需要不同水温、等待时间长的

痛点，在公共饮水问题的服务流程设计方面具有借鉴

意义[3]。

新冠疫情下，医疗机构公共饮水服务体验更需要

注重卫生安全，目前存在不易寻找、无损坏提醒、通用

性不足、交互设计不合理、排队区域无规划、清洁不及

时等问题进行设计。本文以医疗机构为服务场景、公

共场所饮水机及其服务体验为设计对象提出设计策

略，主要分为以下 4个部分：服务触点分析；运用改进

后的SERVQUAL模型测量服务品质；通过可视化方法

筛选服务痛点；提出设计策略。

一、产品服务体验设计

服务包括建议、方式、体验、注意力和情感化劳动

付出，也被称为“无形的质的产品”。[4]服务设计通过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和计划服务来提高

服务的满意度、易用性、效率和忠诚度，给用户带来更优

质的体验，是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价值共创的过程[5]。

1984年左右服务设计概念出现并开始发展[6]，2018年，

我国举办首届中国服务设计大会，服务设计愈发受到

国家重视，用服务设计作为研究手段解决用户体验问

题逐渐兴起。

近几年，将服务设计理念用于医疗和政府公共服

务的案例越来越多, 虽然大部分关注的是用户体验本

身，但体验的改善需要靠服务提供方自身的改变，通过

组织物质资源、设备与相关人员，重新规划流程计划实

现既定的目标[7]，服务设计在各个领域创造满意的用

户体验，如旅游、互联网、金融、健康、教育等[8]。

我国的武汉市中心医院通过三方面的探索实践，

提升就医服务的便捷性，节省患者时间：倡导患者自助

服务，就医过程中的挂号、取报告、缴费等服务全部在

自助服务设备上实现，人均排队次数减少3~4次，时间

减少 30%~50%；基于智能终端的全流程服务设计，可

在APP上完成预约、支付、查询等功能，在自助服务设

备上查询打印报告，并且可以先诊疗后结算；设计移动

化的互动服务平台，设计武汉市中心医院APP，提供就

医看病服务，远程门诊服务。由此可见，随着智慧医疗

服务的发展，以“用户”为中心的就医服务将是医院就

医服务的新方向[9]。

二、医疗机构饮水机服务触点分析

（一）现状分析

为了解用户在真实医疗场景中的饮水服务体验，

笔者实地调研上海5家医院，按照就诊流程，体验用户

在医疗机构解决饮水问题的全过程，分析饮水机的使

用现状，见表1。

（二）服务触点分析

通过实地调研 5家医院，发现饮水机的主要愉悦

点为有水温提示、有温水热水。主要痛点为造型冰冷、

通用性安全性欠佳。饮水空间的主要愉悦点为有防滑

设施，痛点为不易寻找、排队区域无规划、休息区少、无

处放水杯。饮水服务系统的愉悦点为有保养记录，痛

点为清洁不及时、插队现象。

服务触点分析是通过分析服务发生时的物理、数

字、人机触点，发现痛点，并进行设计优化。在医院门

诊，用户饮水过程可以分为计划考虑、搜寻、取水、饮水

阶段，用户可分为普通就诊用户和需做饮水有关检查

用户。在计划考虑阶段，普通就诊用户痛点为不了解

饮水机位置，需做饮水有关检查用户痛点为不清楚喝

水量、喝水时间；在搜索阶段，用户痛点都为不易寻找

饮水机及导视牌；在取水阶段，用户痛点都为插队问

题、开关和童锁键指示不明、水温不合适、开关反应慢、

无防滑设施、造型冰冷、清洁不及时；在饮水阶段，普通

就诊用户痛点为水温不适、休息区较少。需做饮水有

关检查用户痛点为大量喝水不适、憋尿难受、长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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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饮水机使用现状分析

医院

上海龙华医院

上海九院

上海红房子医院

上海华山医院

上海肿瘤医院

饮水机照片 位置

药房

口腔科门诊

门诊部

门诊部

一楼大厅

愉悦点

水温提示

易寻找

有保养记录

防滑设施

有童锁键

水温提示

防滑设施

挡板防止热水溅开

有温水热水

窗台处可放随身物品

防滑设施

有休息区

便于寻找

防滑设施

可不用杯子

直饮

位置显眼

有温水热水

提供水杯

痛点

造型冰冷、安全性欠佳、不卫生

清洁不及时、排队区域无、规划

水温过烫、无处放水杯

不易寻找

通用性欠佳

造型冰冷

开关离水龙头较远

排队区域无规划

造型冰冷

无导视牌

水槽有残渣

用户不易发现童锁键

操作性差

无处放水杯

排队区域无

规划

插队现象

清洁不及时

空间小，需排队

通用性差

水温选择少

造型冰冷

无导示牌

安全性差

无休息区

排队区域无

规划

导视不统一

取水杯不便

无防滑设施

投放少

通用性差

休息区少

无处放水杯

排队区域无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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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叫号检查。医疗机构饮水服务触点分析，见图1。

三、医疗机构饮水机服务体验设计策略探究

（一）用户心理及行为层面分析

1. SERVQUAL量表分析用户心理

服务品质代表用户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是用户心

理期望与现实感受到的服务之间的差距[10]。通过测量

用户满意度和期望值，可以发现服务品质的高低。服

务品质测量的难处在于服务自身具有异质性、无形性

和不可分离性[11]。关于服务品质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

法，第一种是基于属性的测量方法，如SERVQUAL模

型。首先总结出服务有关属性，其次发放问卷了解用

户对于属性的看法，最后根据问卷数据评价企业的服

务质量；第二种是基于事件的测量方法（Incident-

based approach），该方法是让顾客描述自己的服务经

历，进而通过一些关键事件评价企业的服务质量。目

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第一种方法进行测量 [12]。

“SERVQUAL”量表是广泛应用于服务品质测量的模

型，1988年，Berry、Zeithaml和Parasuraman再次研究、

抽样、重新定义，从《服务质量的理论模型和未来研究

趋势》中原有的“服务质量十要素”进行整合梳理，总结

出“服务质量评价五要素”模型,即有形性、安全性、可

靠性、响应性和共情性，被称为“SERVQUAL”量表。

营销领域专家对此模型认可众多，且在医疗、政府、银

行、餐饮、旅店、零售、保险等行业普遍应用，是服务质

量评价的典型方法[13]。

公共饮水机用户定量研究不但参考 SERVQUAL

模型，还借鉴皮特·莫维尔提出的蜂巢模型，可以帮助

设计师从合意性、有用性、可靠性、可用性、可寻性、可及

性、信任性和价值性七个维度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14]，

由于饮水服务体验最终目标是让用户喝到水，服务品

质测量的维度中增加服务有用性。

服务设计思维的五原则包括以用户为中心、实物、

次序、共创、整体性。由于研究的是医疗机构公共饮水

机服务体验设计，服务体系是一个整体，因此整体性也

作为服务品质测量中的一个维度。

综上所述，公共饮水机服务体验设计将从有用性、

整体性、安全性、有形性、可靠性、共情性、响应性七个

维度进行分析。

2. 问卷数据分析

实地调研后发现痛点有：造型冰冷、用户不易发现

童锁键、水温选择少、开关离水龙头较远、无处放水杯、

轮椅使用者取水不便、出热水慢；饮水服务方面的痛点

有清洁不及时、水槽有残渣、无导视牌、导视不统一、排

队区域无规划、插队现象、饮水空间狭窄、需排队、饮水

机投放少、提供水杯却要去远处的服务台拿，安全方面

的痛点有安全性欠佳、水温过烫、无防滑设施，这些痛

点可以总结成19个饮水体验方面的问题，并归纳在有

用性、整体性、有形性、安全性、可靠性、共情性、响应性

七个维度中，医疗机构饮水服务体验 SERVQUAL 量

表，见表2。

为了解用户饮水体验好坏，设计考察医疗机构饮

水体验满意度和重要性的服务品质测量问卷。采用李

克特五点打分的方式测量用户对问题的服务感知，1

表示“非常不重要”或“非常不满意”，5 表示“非常重

要”或“非常满意”[15]，见附录1调研问卷。问卷填写方

式都为在线填写，共有327位用户填写问卷，经测试发

现认真填写问卷的用户耗时约为 1分钟，随意填写的

用户耗时最少为28 s，为保证问卷有效性，把有医疗机

构饮水体验且填写时间大于 1分钟作为筛选条件，筛

选后得到有效问卷228份，也符合最低样本量（应为选

项数的 5—10 倍）的要求，本次调研有效。通过 SPSS

图1 医疗机构饮水服务触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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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统计，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955，说明问卷十分

可信；KMO值为0.923，显著性为0，检测值都满足巴特

利特求形度检验要求，因此，本文问卷结构效度较好，

见表 3。每个问题满意度和重要性问卷数据统计结

果，见表4。

把以上数据通过雷达图分析，见图 2，发现所有

问题的满意度皆低于重要性，说明医疗机构饮水服务

体验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中满意度和重要性相差最

大的三个维度依次是服务共情性、服务安全性、服务

响应性。

3. 服务蓝图分析用户行为

服务蓝图是用可视化的方法描述服务流程与系统

之间的地图，主要包括用户流程、触点、前台、后台、支

援系统[16]。此次研究通过非侵入式观察法绘制医疗

机构公共饮水机服务体验的服务蓝图[17]。将饮水过程

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痛点分为用户可见和用户不

可见两种[18]，用户分为普通就诊用户和需做饮水有关

检查用户，见图3。用户可见的痛点包括：无检查有关

饮水量和饮水时间提示、造型冰冷、用户不易发现童锁

键、休息区少、通用性欠佳、排队区域无规划、插队现

象，不可见的痛点有清洁不及时。

（二）医疗机构饮水机服务痛点解决

1. 服务痛点

通过雷达图，发现服务共情性是重要性和满意度

差距最大的问题，笔者将调研时发现的痛点总结成19

个问题，把问题又归纳成七个维度。为发现高频痛点，

根据调研时每个痛点发生的次数，制作桑基图，次数越

多，痛点对应的色块越大，通过图片可以看出造型冰

冷、用户不易发现童锁键、清洁不及时、休息区少、通用

表2 医疗机构饮水服务体验SERVQUAL量表

服务品质维度

服务有形性

服务可靠性

服务响应性

服务安全性

服务共情性

服务有用性

服务整体性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Q18

Q19

服务品质要素

医院公共饮水机造型让我感觉温暖

保洁服务人员让我感到专业

医院公共饮水机的童锁键易于发现

取水键易于发现

医院公共饮水机与医院装修风格融合

公共饮水机与医院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一致

医院公共饮水机使用过程中很少发生错误

医院公共饮水机出水温度与提示一致

医院公共饮水机及其服务让我感觉方便

医院公共饮水机出现问题时响应很快

医院公共饮水机水质是让我放心的

医院公共饮水机及其服务是安全卫生的

医院公共饮水机及其服务考虑到了没带杯

子的用户

考虑到了任何年龄和身体情况的用户

医院公共饮水机的水温能满足我的需求

医院公共饮水机出水速度合理

医院公共饮水机导视系统完善，易寻找

医院公共饮水机排队规划合理

医院公共饮水机各楼层投放位置一致

表3 信度分析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0.923

6 742.519

703

0.000

表4 问卷数据统计

服务品质

服务有形性

服务可靠性

服务响应性

服务安全性

服务共情性

服务有用性

服务整体性

总平均值

问题

Q1

Q2

Q3

Q4

Q5

Q6

小计

Q7

Q8

小计

Q9

Q10

小计

Q11

Q12

小计

Q13

Q14

小计

Q15

Q16

小计

Q17

Q18

Q19

小计

满意度

均值

3.210

3.430

3.150

4.020

3.260

3.470

3.423

3.660

3.800

3.730

3.610

3.290

3.450

3.430

3.540

3.485

3.120

3.050

3.085

3.500

3.570

3.535

3.260

3.390

3.580

3.410

3.439

标准差

1.131

1.028

1.200

0.962

1.138

1.013

1.079

1.039

1.062

1.051

1.050

1.104

1.077

1.161

1.084

1.122

1.351

1.169

1.260

1.152

1.070

1.111

1.179

1.041

1.053

1.091

重要性

均值

3.950

4.300

4.170

4.410

3.650

3.940

4.070

4.240

4.250

4.245

4.260

4.170

4.215

4.390

4.390

4.390

4.270

4.080

4.175

4.160

4.040

4.100

4.140

3.940

4.000

4.027

3.934

标准差

1.112

0.997

1.143

0.991

1.078

0.985

1.051

1.002

1.027

1.014

0.938

1.020

0.979

1.074

1.037

1.056

1.076

1.089

1.083

0.994

1.001

0.998

1.054

1.089

1.068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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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欠佳、排队区域无规划、插队现象为高频痛点，其中

通用性属于服务共情性，需要重点设计，见图4。

2. 痛点解决方法

以上高频痛点可分为饮水机、饮水空间、饮水系统

三个方面，饮水机的痛点有造型冰冷、用户不易发现童

锁键、通用性欠佳。现有饮水机造型硬朗、颜色以黑灰

为主、材质上大多选用不锈钢，无法使情绪低落的就医

用户感到心情愉悦，针对此痛点，可设计圆润的产品形

态，采用温和的曲线倒角、颜色上选用低饱和浅色，给

人以亲近感。针对童锁键较高、用户不易发现的痛点，

需根据人机工程学设计其易观察高度。对于通用性欠

佳的问题，取水口未考虑轮椅使用者，应增加较低取水

口，方便取水。

饮水空间主要痛点有排队区域无规划、插队现象，

应设置排队地标，引导用户文明排队。

系统设计方面，对于清洁不及时的痛点，应设计饮

水空间清洁制度，定时清洁并登记表格。对于无检查

有关饮水量、饮水时间提示的痛点，应在叫号屏幕进行

提示。

（三）设计策略

1. 饮水机设计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共情性满意度和重要性差距

最大，需要重点提升，其中饮水机通用性欠佳是高频痛

点，需考虑不同身体健康情况的用户进行设计。对于

轮椅使用者，需设置较低的取水口；对于需要在检查前

后饮水的用户，可在显示屏显示取水量，用户可按照检

查提示，定量喝水。

饮水机的其他痛点还有造型冰冷，需设计圆润简

洁的造型，采用温和的颜色使就医的用户感到温暖。

对于童锁键不易发现的痛点，应把童锁键设置在热水

键旁边，并加以提示。

2. 饮水空间设计策略

服务响应性也是满意度和重要性差距较大的维

度，对应的高频问题是医院饮水机及其服务让我感觉

方便，痛点有饮水机不易寻找和排队区域无规划，应设

计显眼的导视牌及排队地标。

考虑到部分用户未带水杯出门，医院饮水空间应

有一次性水杯取杯处，降低用户因未带水杯而购买瓶

装水行为的发生，减少白色污染。

3. 系统设计策略

服务安全性对应的问题之一是Q12饮水体验安全

卫生，对应的高频痛点是清洁不及时，用户无途径感知

到饮水机是被清洁过的，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饮水

机作为医院用户高频触点，为防止疫情的发生扩散，医

院应设计饮水机清洁制度并在显眼位置张贴清洁登记

表，保洁人员定时清洁后登记，让用户感知到饮水机是

干净且定时清洁的。

为防止饮水机发生故障后维修不及时，饮水机应

图2 雷达图

图3 服务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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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感知故障，并第一时间上传至后台，维修人员收到

通知后马上到达现场，而不是发现故障反馈至后台再

维修。

此外，对于无检查有关饮水量和饮水时间提示的

痛点，叫号系统应提示检查有关喝水事项，减少用户长

时间憋尿等待。

四、设计方案

通过以上理论和调研分析，进行服务体验设计方

案，见图5。

外观上，饮水机通体采用白色和灰色，造型圆润简

洁，线条流畅，与医院整体氛围协调，给人以柔和的感

觉，显示屏金属装饰条提升饮水机品质感，解决饮水机

造型冰冷的痛点。饮水机左侧为取水器上下移动按

键，解决了取水器过高轮椅用户不方便取水的痛点。

出水口下的灯条会根据水温显示蓝色或者红色。其他

配件还有取杯器、导视牌、垃圾桶、清洁登记表、消毒台

笔、桌子。

结构上，采用即开式开水器的运作原理，按键前为

常温水，启动开关5 s内加热至沸点，具有低碳环保，便

捷高效，健康绿色的优点。按下移动键后，取水口通过

电机带上下升降，方便轮椅用户取水。

人机上，饮水机高度为 177 cm，屏幕高度为 142~

162 cm，参考人机工程图发现142~154 cm是成年人站

立时易于观察的区域，用户可以方便使用取水屏幕。

按移动键后取水口上下移动，移动到最低处时屏幕的

高度为102~132 cm，结合人机工程图及电商平台主要

轮椅坐面高度得出 120 cm是轮椅使用者坐姿视线高

度，产品高度符合人机工程学。饮水机附带的桌子高

度为 100 cm，方便用户站立状态填写病历本等资料，

尺寸见图6。

界面上，取水器采用触控面板，点击取水时会显示

水温、取水量、节约碳排放克数，出水口紫外线消毒灯

图4 医疗机构饮水机服务体验设计痛点

图5 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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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起。按热水键前需先按童锁键，否则童锁键会闪烁

提示用户。故障状态时，面板显示三角形故障警示符

号，自动上传后台，维修人员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来

修理，见图7。

使用方式上，使用电容式触摸按键，可精准检测手

指触摸，环境改变或长期使用对按键影响极小，并拥有

强抗干扰和防水的能力。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

下，与水龙头和物理按键相比，它更便于消毒清洁。

服务体验上，饮水机设置在检查区，对饮水有要求

的检查主要分为超声和放射两种，虽然检查单已提示

饮水事项，但因医院人流不定，饮水量和时间无提示，

等待检查的用户需不定时观察叫号屏幕，因此可在屏

幕提示饮水量和饮水时间，见图8。如提示妇科腹部B

超用户，减少等待检查憋尿的难受时间和程度；提示阴

道B超的用户排空膀胱，少饮水；提示增强核磁用户检

查后多饮水，促进造影剂排出体外，减少肾的损伤；提

图6 饮水机尺寸(单位：cm) 图7 饮水机屏幕

图8 服务体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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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输尿管和膀胱检查的用户多饮水并适当憋尿。人多

需排队时，地面排队地标可减少插队现象。走到饮水

机前，会发现清洁登记表，暗示饮水机定时清洁，干净

卫生。未带杯子的用户可从取杯器中拿一次性水杯，

点击电容式触摸按键取水时，出水口紫外线杀菌灯亮

起，安全卫生的饮水体验加强。取水饮用后，一次性纸

杯可扔垃圾桶，垃圾桶具有过滤茶渣功能。饮水机旁

边的桌子上有紫外线消毒过的台笔，防止细菌传播，桌

脚可挂包，桌上宣传手册可带走。离开饮水空间后，用

户在休息区等待检查，由于显示屏提示过喝水量和时

间，用户膀胱充盈时正好做检查，减少喝水过多且长时

间等待检查憋尿的不适感，提升饮水和检查的体验愉

悦度。

对于需做饮水有关检查的用户，改进后的服务蓝

图见图 9所示，蓝色字体为服务改进部分。饮水体验

服务提升主要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找饮水机前，用

户正在等待检查叫号，叫号屏幕显示喝水量、喝水时

间，原服务蓝图中无相关提示。

取水时，与原服务体验相比，轮椅使用者可按移动

键，降低取水口后取水。地面有排队标识，墙边张贴清

洁登记表，取水前可选择大小合适的一次性纸杯，有冷

热水温提示和选项，取热水前需按童锁键。原服务蓝图

中，水温选择少，无童锁键或不易发现。取水过程中取

水量和减少碳排放量逐渐上升，并且紫外线消毒灯亮起。

取完饮用完毕，纸杯扔垃圾桶，饮水空间另有紫外

线消毒的台笔可供填写病历本封面，健康宣传册可以

取用，桌脚可挂包。离开饮水处，用户在休息区等待检

查，由于显示屏已提示喝水量和时间，用户膀胱充盈时

正好做检查，减少喝水过多且长时间等待检查憋尿的

不适感，提升饮水和检查的体验愉悦度。

图9 改进后的服务蓝图

五、结语

本文从服务体验设计的角度探讨医疗机构公共饮

水体验，将感性的服务品质通过SERVQUAL量表进行

定量分析，并用可视化的方法发现痛点，对各个服务维

度提出设计策略，服务体验设计从饮水机、饮水机空

间、饮水系统三个方面出发，饮水机设计可上下移动取

水口提升产品通用性，采用柔和造型避免冰冷感。饮

水空间设计上，增加导视牌和排队地标，提升服务便利

性。饮水系统方面，提示需做饮水有关检查的用户饮

水量和饮水时间，增加饮水机故障自动报警功能，设计

清洁制度，张贴定时清洁登记表，给用户安全卫生的饮

水体验。通过此类方法，提高用户饮水全流程体验，为

类似场景及产品服务提供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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