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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地铁站空间多采用视觉和听觉感官进行导向的现状，分析了这种设计的特点和局限性。提出应该

结合触觉和嗅觉这2种手段配合前者共同完成导识信息的传达。通过分析触觉和嗅觉的感知特点，结合情感语义，

论述了在地铁站空间中各个关键区域里应该使用的触觉导向方式，并对嗅觉导向的方法和方式作出了展望。提出

触觉和嗅觉导向方式是现有导识系统的有益补充，可以让出行者尤其是障碍人士有更多的渠道获取导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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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Non-mainstream" Oriented Approaches in the Subway Space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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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ubway spaces usually adopting the visual and auditory sense as the oriented way, it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kind of design, and proceeded to the next step which combined the

sense of touch and smell with the former two senses together to accomplish the expression of oriented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ercep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enses of touch and smell combining with emotional semantics,

the author proposed a touch sense oriented method which should be used in the key area of subway spaces, and also

prospected for the further of smell sense oriented ways and methods. The sense of touch and smell oriented methods were

the beneficial complement to the present oriented system, and especially it would provide more ways for the disabled

person to get orien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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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轨道交通的逐

步完善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地下空间

导识系统的相关理论，需要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在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下，北京交

通大学建筑与艺术系开展了基于城市设计的轨道交

通及地下空间性能化引导体系研究。本研究以人的

感知为出发点，不仅仅关注视觉和听觉这 2种导向信

息的感知方式，同时也关注触觉和嗅觉等未来可以广

泛应用的辅助性导向方式。

1 视觉和听觉导识系统的特点和局限性

学界的研究一般认为，人通过视觉获取信息的比

例为 87%，视觉无疑是最主要、最敏锐的感觉器官

[1]

。

现在大部分地下空间都是以视觉作为出发点来设计

导识系统的。视觉导识系统从功能上大致可以分为5

类：总体导向标志，诱导标志，名称标志，说明标志，限

制标志

[2]

。它们通过相互贯通、连接，最终实现诱导来

访者到达目的地的作用。最基本的视觉诱导方式共

有4个环节：来访者，起点，交叉点，目的地。其中交叉

点作为切换点，通过诱导标识有效地把来访者输送到

目的地，它是导识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尽管视觉导

识是最普遍的导向方式，但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1）

在上下高峰时段，异常拥挤的交通环境中，人群经常

会遮挡住导识系统，对人们辨识路线产生障碍；（2）交

通站点，铺天盖地的广告，也占用了很多导识系统中

1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2 No.4 2011. 02

重要的位置，破坏导识的连续性；（3）文化差异也会影

响人群正确阅读导识信息；（4）部分站点疏于对导识系

统的管理，在硬件上造成的旧损影响了视觉识别；（5）

地铁的快速移动会改变乘客的感官焦点。在快速移动

中，乘客的视觉焦点对细部是无法看清楚的。在视觉

敏锐凝视区如果缺乏注意力，即使生理上应该清晰可

见的物体，也会在知觉层次上“视而不见”

[3]

。

听觉同样也非常重要，在通用设计的角度上，听

觉是视觉导向局限性的有益补充方式。听觉类导识

的类型大致分为：警告音，记号音，识别音，语音和空

间效应音5种类型。其中记号音方便于视觉障碍者寻

找。在地下空间中，现有的听觉导向也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听觉导向与视觉导向最大的区别是，视觉导向

作为一个存在于空间的实体，符合空间的三维规律，

只要它存在于某处，乘客就会看到，乘客需要做的是

在空间中通过移动来寻找信息；而听觉导向是线性

的，有的时候没有提示音，有的时候有提示音，乘客需

要捕捉和等待声音信息。

2 触觉和嗅觉导识方式是主流导识方式的重

要补充

实际上，环境中各方面所涉及的因素不是孤立

的、单一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交叉的

[4]

。对于人的 5

种感官来说，除味觉不便利用之外，触觉、嗅觉也完全

可以考虑成为以上 2种“主流”认知方式的补充，对乘

客进行系统地提示、暗示，以增加导向效率和效果。

相比视觉类导识较为系统化的规模相比，触觉类

导识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目前还以盲文和盲道为主

要应用手段，但在虚拟现实技术和人机交互设计中已

经应用得相当广泛，触觉有其相当的优越性，具备非

常丰富的材质和肌理效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载

体，是非常具有挖掘潜力的信息传达媒介。人是符号

化的动物，对信息的认知可以形成长期的记忆，并本

能对自己进行“自我导向”的提示。人们常用的地标

导向就是如此，如在地铁站内修建一个大型雕像，很

多需要在地铁站见面的乘客就会约定在雕像处集

合。这种需要对空间要素具备一定熟悉程度的导向

方式，可以称为软导向。触觉认知完全可以成为软导

向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地铁空间中与人体可以形

成接触的位置，如扶手、地面、楼梯，均可以设置差异

性较大的材质和肌理，给人的导向形成暗示或确认。

如一个小型地铁站的东西 2个出口，东侧扶手是光滑

的表面，西侧是颗粒感较强的表面，比较熟悉此项因

素的乘客就会在此形成一个对方向的确认，尤其对视

觉障碍人士，这种确认的效果更为明显。

嗅觉是人们感知外界信息并完成自我导向的重

要媒介。如人在寻找一个近在咫尺确看不见的烤鸭

店的时候，会被香味吸引，香味越浓重，表明离目标越

近。目前嗅觉在心理治疗、虚拟现实等方面都起到了

卓越的效果。人的嗅觉是靠气味源的挥发物感受气

味的，气味的挥发物可以大致分为：醇、醛、酯、酸、萜5

类。它们进入肌肤、血管及体内组织后，在不同的部

位发挥功能，让人产生不同的精神心理反应。在建筑

物中安装芳香系统，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纾解压

力或放松精神。美国威斯康辛州的 St Croix Valley纪

念医院安装了精油挥发系统，尤其在急诊室，芳香气

味减轻了家属和病人的焦虑；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

也开设了花香医院，这在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方面治

疗效果很明显，进一步证明了香气成分对人体的作用

[5]

。嗅觉感官在导识系统中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经过对嗅觉特性的调研，嗅觉在地下导识系统中至少

具备三方面的优势：（1）可以利用气味增加目标物或

目的地的印象；（2）嗅觉在空间中具有定位与动线引

导作用；（3）在人流过大，拥挤的地下轨道交通中，空

气质量常常是令人头痛的问题，芳香常会使人心情愉

悦，增加对环境的认同度，同时也起到改善空气质量

的目的

[6]

。

3 基于触觉的导识系统设计

触觉可以大致分为：轻触觉，压觉，振动等。触觉

的感知可以分为：滑动触觉和柔性触觉 2种。滑动触

觉是平行于手指接触面的感知，用于感受物体表面纹

理和几何形状；柔性触觉是垂直于接触面的感知，用

于感知温度、柔性和刚度

[7]

。触觉感知的设计出发点

要满足导示系统的基本特征，即单纯性、明晰性、连续

性、统一性，造价不宜过高，并且在实现导示的同时也

能具备一定的视觉装饰效果。日本在触觉标识设计

中常常有新的突破，其中以原研哉设计的梅田医院导

识系统为代表，阐释了触觉带给人的崭新语义，见图

1。整个导识系统以棉布为主要材料，体现了柔和、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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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自然、舒适的环境感觉，让患者犹如在家中一样的

自在平和。整套设计不仅给人带来了一定的触觉刺

激，还对一些视觉障碍人士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触觉感知的载体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对于

地下空间来说，大部分触觉信息载体都以固体的形式

存在。气体由于本身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也可以作为

分析对象进行研究。设计者可以根据轨道交通地下

空间导识关键区域进行分类，通过情感化分析,归纳总

结触觉导向可以采用的相关设计策略，丰富视觉障碍

人士的导识信息，让这部分人群更有效率。地铁站关

键区域的触觉导向应用方式见表1。

4 基于嗅觉的导识系统设计

导识系统中使用嗅觉方式，先要将它明确定位为

这是一种主流导向方式的补充，不能盲目滥用，应以入

口和出口导向，以及车厢内站点的预先提示为主。并

且要首先满足有助于障碍人群通过固定点的固定味道

识别出地点信息。此外，气味的选用有益于人群身心

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而且气味应在保证其

辨识度的同时尽量减淡，需要采用大众可以认可并接

受的气味。研究表明以下几种气味具有对人体生理影

响的作用：（l）苏醒兴奋功能的气味。如瘴荷味、桉树

味、柠檬味、香茅味、罗勒味、马鞭草味、鼠尾草味、百里

香味、迷迭香味。（2）禁烟功能的气味。如柑橘味、柠檬

味、香柠檬味、丁香味、肉桂味、肉豆蔻味、肉豆蔻农味、

姜油味

[8]

。此外，玫瑰花香、百合花香、菊花香等大众比

较熟悉的味道也可以经过专业人士的调整，结合客观

周密的调研使用到嗅觉导向中去。

目前地下轨道交通和商业业态的联系明显，可以

图1 原研哉设计的医院导识系统

Fig.1 Hospit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design by Kenya Hara

表1 地铁站关键区域的触觉导向应用方式

Tab.1 The sense of touch oriented applied method in key area of subway station

关键区域

入口和进站

出口和出站

楼梯及转弯

售票口、检票口、问讯处等

服务区

站台

道路交叉口和换乘通道

绿色通道

情感语义

起点，进入，流通，离开，结束

2个空间和状态的切换

动作起点，上升，下降，拐弯，转

折，变换

交流，沟通，操作

上车，下车，候车，警示

选择，转折，变换

安全，直接，便利

对应的触觉符号设计构想

入口地面是非常重要的标识区域，可用触感强、刺激强的材质铺设

轻轻的有方向感的风，如顺风表示进站，逆风表示出站

不同位置的楼梯扶手表面肌理的平滑和粗糙变化，肌理形状变化，形

成各个楼梯的触觉特征

风的流向（风向可以顺延楼梯与之方向一致）

特殊的地面材质，如塑胶地面，用于区别其它功能区

可用触感强、刺激强的材质铺设，如上行和下行2个方向的月台的触

感可以进行有差别化地处理

通过十字或丁字地面纹理暗示交叉口的性质，

还可以在交叉口处设置不同风速流向的气体

通过地面沿前进方向的纹理砖铺设给人提示，

两侧墙面采用吸音墙，在触觉变化的同时也起到安静的有秩序和效

率的感觉

结合地铁出口的商业品牌进行味道设计，给人以强烈

的地标归属感和良好的识别性。如在临近海洋馆的

地铁站出口，可以以“海的味道”设置气味的主题；在

临近游乐场的地铁站出口，可以散发甜甜的奶油气

息，给人一种温馨童趣的感觉。但过多的香型搭配，

会对导识产生干扰，也会让嗅觉不灵敏，因此，建议在

同一站点的出入口和连接路线上设置气味发散装置，

乘客可以随着味道的由淡变浓找到回家的路。在一

些独立的小型空间，例如卫生间、信息亭等处可以设

（下转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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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生态经济，以减量

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为基本特征

[8]

。目前大量发行的银行卡通常是以塑料

作为普遍材质，或是由金属芯片与塑料组合而成。这

种塑料是以PVC树脂为基料，能释放出有害添加物，

对环境造成危害。如何寻找新型、无污染环保材料将

是今后银行卡产业发展的重点。如光大银行首发的

“绿色零碳信用卡”，卡片材质完全采用可回收材料。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银行卡的包

装也应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从根本

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增长

模式。

4 结语

银行卡包装作为营销组合中产品策略的重要内

容，俨然已经化作一种企业形象符号和影响企业营销

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对增进客户与企业品牌的牢固关

系，提高银行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亟待引起业内人士的切实关

注。在市场竞争中进一步综合利用各种人文、科技、

环保等现代理念与方法，不断丰富银行卡包装的内涵

与外延，充分建立起属于企业自身的强大营销体系，

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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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全线统一的、系统的香型标识，这样即使是视觉和

听觉障碍人士，也可以通过嗅觉完成空间的各项使用

功能。嗅觉导识可以增加地铁站导向的趣味性和特

色，具有舒缓身心，调节空气质量等优点。

5 结语

目前，地下导识系统还是以视觉与听觉感知为主

要方式进行导识。但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

更应注重城市的人性化关怀，关注障碍人群，通过多

种感官的交互作用，为所有人提供更完善、更有效、更

人性化的公共设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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