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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包容性设计城市地铁空间中导向标识的影响
苏晓莉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艺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52）

【摘　要】现今，地铁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文化的传播载体日益发展。该空间的导向标识因其引导、说明、指

示等功能对人们的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包容性设计理论，结合大连地铁标识导向深入探讨城市地

铁公共空间中导向标识的设计特征以及该设计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与设计建议，以期达

到满足地铁网络规划的客观需要、体现人性化价值、营造空间环境以及传播地域文化特色等目的，为今后相关

领域研究学者提供参考数据和思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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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当前快速发展的经济形态带动了城市化的进

程、脚步，土地资源较为紧缺，城市空间较为拥挤，

人流流动量增大，居民出行更为频繁，地下空间也以

商业和服务等形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与地上

空间不同的是，地下空间存在一定的物理环境缺陷，

给认知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和识别困难。地下交通

作为城市立体交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的发

展具有中大推进作用。地下轨道交通作为经济实惠、

服务大众的交通工具，出行群体中囊括了中青年、老

年人以及儿童等多个种类，导视系统在具有引导、说明、

指示等功能下，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者直接影响。

此外，地铁交通引导标识不仅作为其环境中的空间引

导系统，也作为城市交通、文化环境建设中举足轻重

的一环。地铁交通引导标识的设计导向也应该将重点

放在提供导向功能的同时，还肩负着延续城市建筑风

格、传递地区历史文化、体现设计师的设计审美意识

等集合多维指示、引导信息的综合再现。

2 包容性设计理论概念

包容性设计这个理念最早在国外建筑师理查

德·哈奇 (Richard·Hatch)1984 年的著作中提出，这

个理念起源自设计师对公众、民主、平权的考虑，以

及对于设计对于差异化人群公平性的发展与设计存在

提出的合理性诉求而来，其理论最初是用来为定向用

户有能力参与并且无差别使用而设计的，在这以后逐

渐传扬而广为人知。 

包容性设计往往能够促进人们在整个视、听、空

间内的移动、沟通等多种功能的发挥，包容性设计的

重点放在搞清楚源于使用主体自身原因而造成的各种

使用障碍，使每个主体人都能独立自主、恰当、协调

的参与功能性的活动，为同人与建筑环境之间的互动

提供了新的可能，创造性的设计导向为解决问题增加

了机会。

3 大连市地铁导向标识实例问题分析

3.1 大连地铁出入口

地铁出入口链接着地铁的地下空间与城市的地面

空间，是交接的“口袋”，也是乘客进入地铁整体空

间的第一印象，地铁出入口导向标识是指以文字、地图、

符号等要素为客户群体展示和提供信息的导引标识，

含有地铁车站出口编号、公交换乘信息、附近道路名称、

相关建筑信息等多种类的信息。地铁出入口与城市建

筑周边环境的需要统一协调，但如果与周边环境融合

为一体的话，又会导致地铁出入口标志性和导向性偏

弱，所以地铁出入口标识既要对于整体的连贯、统一性，

又要与周围环境进行有机融合。

图 1大连 2号线地铁入口处

图片来源 :自摄

大连地铁出入口是整体与城市的衔接，但缺少城

市特色。大连地铁出入口设计统一采用了现代简约的

建筑构造，与周围现代城市建筑较为衔接，其颜色与

地铁规划线路颜色相一致，如图绿色为 1 号线，蓝色

为 2 号线。在建筑入口外部颜色上也采用了相应的颜

色标志，形成线路连贯。但地铁入口标志牌放在了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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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口下方，容易造成视线遮挡，字体也较为偏小，且

朝向较为单一，没有考虑远视的和多方向观察的问题，

乘客难以及时辨别地铁站，且不符合包容性设计的公

平使用原则 , 并且整体缺少城市文化特征。大连是显

著的滨海城市，有其独特的海滨城市历史文脉，但大

连的地铁出入口并没有体现这一特性。在入口导向上，

大连地铁 1、2 号线主要导向牌采用了竖向柱形构造，

但是却放在了地铁入口处内侧（如图 1），在远距离

乘客群体的观察中难以起到实际作用，标识的指示强

度降低，明显信息提示不明显。

此外，大连由于其地形的特殊性，地铁站出入口

无法忽视地徽标识的强提醒性。即外界环境易于影响

地徽标识的可识别性，尤其是夜间，无法准确提示位置。

并且，大连地铁出入口未运用大小写的英文字体等多

种方式，使标识认知度提高，未将指示信息以明确的

形式独自设立在地铁出入站信息的周边。

3.2 信息导向

大连地铁导视牌中，常见的是线路颜色底色加白

底字提示，由汉字英文加方向提示三种组合而成。有

地铁吊牌导向，柱面导向，地面导向，墙面导向等多

种方式相结合。并且转换车站有一定的声音提示。但

大连地铁导视牌在信息标识字体的颜色、明度、大小

是否合适，以及符合空间距离以及色弱人群的视角等

问题上缺乏考究：一是未充分利用理性这一色彩的使

用属性，即通过色差别区分各种信息导向标识，方便

地铁乘客快速识别；二是不注重明度的过渡，例如出

入口没有过渡照明，且在某些区域有过于强烈的明暗

对比，站台边缘灯光未起到对于这一区域的警示和导

示作用，售票和检票两个区域在整个地铁空间里没有

满足高照度要求；三是在逻辑关系上，大连地铁未设

置大小层级分明的导向标识集群，将对应大小的功能

信息传递给乘客，让乘客明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

四是未投入地铁空间智能控制技术，增加电子类导向

标识。静态标识并不能长期满足乘客的多样化需求，

在信息量和灵活性方面中存在缺失。除此外，地铁线

路导向不但是提示出行的重要指南，也是解决突发状

况的重要帮手。

3.3 基于包容性理论对大连地铁站的分析评价

基于包容性设计理论与实际调研情况相结合，针

对大连地铁整体评析得出以下数据整体， 

大连地铁线路在经济和耐用性，明显信息提示，

公平使用以及品质与服务上存在欠缺，地铁站出入口

远距离观察中难以起到实际导引的作用，标识的指示

强度降低，地铁站内导向标识有信息导向不明显、数

量少、而且颜色、名度、大小、距离不考究，智能化

程度低等问题。

4 地铁站站口导向标识改进意见

4.1 在出入口标识上

出入口标识应采用多方向提示，应将提示牌放在

构筑物上方，醒目位置。在柱状导向牌上，应放在构

筑物临近马路的一侧，不然被构筑物遮挡，起不到明

显作用。具体而言，一是规范化出入口标识设置形式。

最大化程度减少因不同地铁站点的布局、位置、车站

面积甚至建设新旧程度的不同而令车站导向标识在设

置形式的差异和区别。二是规范设置地铁车站外地徽

图 2大连 1号线地铁出入口处导向 

图片来源 :自摄 

图 3大连 1号线地铁墙面导向

图片来源 :自摄                           

图 4 PPP 法则分析

图片来源 :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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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指示形式，如在地铁站外设置形式统一的落地

式或悬空式地徽，若设置的是悬空式地徽，可将其安

放在出入口位置立体式的出口指引设施上方，明显的

成为地铁乘客寻找车站的标识，同时大幅度增加其醒

目性。三是在出入口处准确标明可换乘车次名称及其

信息，使换乘乘客进行的引导更加简明直接（一般设

置在闸机出口位置），方便换乘乘客直观地阅读，明

确寻路信息。四是投入智能化标识控制技术，增设电

子标识。随着经济环境、设计环境的不断变化，静态

标识无法满足乘客变化的要求。导向标识应结合静态

与动态，使乘客获得更加丰富的空间体验和行为。

4.2 在信息导向上

应当添加液晶显示设备，解决突发状况导向信息

缺失问题。一是要以为乘客服务为中心，体现城市特

色和人文关怀。要结合乘客走行路径和车站周边地理

环境，利用吊挂、立柱、门楣及换乘通道楼梯等，整

合重复或者视觉效果不佳的导向标识，强化站内导向

的指引功能，进一步方便乘客出行；二是要采用对灯

具眩光的控制，并分区域分别处理，加入重点区域的

导示灯光。三是采用分区域、分优先级的设计方法。

轨道交通车站乘客在行为上具有快走性、从众性、就

近性等特征，行走轨迹由多个短期出行目的组成，比

如下车到站台楼扶梯、站厅楼扶梯至换乘通道口、车

站入口至安检机等，每个短期出行目的都以最短路线

为原则，形成集群性人流。。四是利用理性属性色彩，

即通过色彩的差别区分不同的导向标识，方便乘客群

体快速阅读、识别。五是注重明度的过渡，出入口要

有过渡照明，不能有过于强烈的明暗对比，站台边缘

灯光要起到对于这一区域的警示和导示作用，售票和

检票两个区域要有高照度。六是要在逻辑关系上有大

小层级分明的标识集群，大小标识牌各自承担独立功

能职责，并通过对应的标识牌将功能信息传递给地铁

乘客，帮助乘客快速响应。七是设置紧急情况下的单

一电脑指令，要具备快速控制紧急标识及相关机电设

备的功能，以提高运作效率。

5 结语

地铁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文化的传播载体和城市重

要交通方式日益发展，空间中的导向标识因其引导、

说明、指示等功能对人们的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文章基于包容性设计理论，以大连市地铁导向标识中

地铁出入口、信息导向、设计方案为实例，深入详细

探讨了大连地铁公共空间中导向标识的设计问题：（1）

出入口颜色与地铁规划线路颜色一致，地铁入口标志

牌处于遮雨口下方，字体偏小，缺少城市文化特征。（2）

信息导向采取吊牌、柱面、地面、墙面导向等多种方

式结合，但在字体的颜色、明度、大小以及色弱人群

视角等问题上缺乏考究，且缺少能有效解决突发状况

的导向信息方式。（3）换乘车站标识导向亦采取多种

方式结合，但其中地面、墙面导向方式易被行走人流

覆盖，其高度有待考究。且换乘车站内部环境营造相似，

提示不明显。得出大连地铁导向标识具有如下特点：

经济和耐用性较好，在明显信息，公平使用和品质与

服务方面则存在欠缺。

给出了以下的改进意见：（1）出入口标识方面，

应采用多方向提示，将提示牌置于构筑物上方醒目位

置，且与城市及其周边环境、文化相呼应。应将标识

形式规范化。增加地徽标识的醒目性在出入口附近清

晰标明可换乘地铁站的名称及其车次信息。（2）信息

导向方面，应添加具有防尘、防潮、抗震等专业特性

的液晶显示设备，解决突发状况导致的导向信息缺失

问题，使图像更加清晰，文字更加鲜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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