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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道路交通标志在现实生活中传递特定交通信息的作用，分析了其在设计方面存在的典型性问题。通过

总结道路交通标志要求视认性高、易读性好、通用性强的特点，结合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艺术设计的视角，在交通标

志的图形语言、文字设计、色彩设计、版面设计以及标志的设置等方面，探讨了城市交通标志的合理化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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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ypical problems existed in traffic signs design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it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The

requirements of road traffic sign were summarized, which were high legibility, good readability, and commonality.

Aiming at specific problem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urban traffic sign were discussed from graphic design, text design,

color design, layout as well as sig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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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志是道路的无声语言，它利用图形、符

号、色彩、文字向交通参与者传递特定信息，是用于交

通管理的设施

[1]

。然而，目前在交通标志的设计和设置

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很多交通标志发挥的作用很

小，甚至有些形同虚设。因此，科学合理地设计和设置

交通标志，成为现代交通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道路交通标志设计存在的问题

1.1 标志不够醒目

有些标志牌在背景颜色下难以显示出来，不能有

效吸引交通参与者的注意，导致信息传达不及时；有

些标识牌位置设计不合理，被树木或其它城市设施遮

挡，也不容易引人注意。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交通的

安全和出行者的便利。

1.2 版式设计不合理

道路交通标志在版面设计上的问题较多。如：同一

版面上字体不统一，妨碍了版面的美观和规范，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交通标志的视认性；文字或拼音的排列位置

不一致，颠倒混淆，有高有低；图形和文字的比例失衡，

影响美观和信息识别；文字大小不统一，有大有小，非常

不协调，字体过小的，还会妨碍驾驶人在正常驾驶车速

情况下的辨认，使得一些重要的提示信息形同虚设。

1.3 信息过载或被忽略

道路交通标志有的是一个标志杆上安装五六块甚

至更多标志，或者是一个标志牌载有过多图形和文字，

这都会影响识别。如果标志信息量过多，会加重驾驶

员的视觉负荷，尤其在高速行车条件下，驾驶员注视信

息的持续时间有限，信息量过多时的标志视认时间增

加，驾驶员视线偏离行车道方向时间过长，对行车安全

极为不利

[2]

。另一方面，也存在标志信息过少，甚至被

忽略的问题，往往会给外来交通使用者带来不便。

2 道路交通标志设计的特点

道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应科学合理，有效地组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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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流，提高通行能力，减少交通事故，预防交通拥堵，

节约能源，降低公害，美化道路交通环境并提高城市

品位。道路交通标志设计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视认性高。

标志能在要求的认读距离以外就吸引道路使用

者的注意。并且标志内容能够在背景色中清晰地显

示出来，及时吸引使用者的注意，为他们提供清晰的

道路信息。同时，标志设置的位置应避免道路的附属

设施和其它构造物对标志的遮挡，以免影响视认性。

2）易读性好。

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驾驶员反应的时间很短，

这就要求标志的内容应当简单、直接、形象，让人一看

就能在瞬间理解其含义。

3）通用性强。

交通标志不仅仅局限于当地人使用，还要面对完

全不熟悉周围路网体系的外地交通参与者，要保障能

够被他们正确理解。

3 道路交通标志的设计分析

对于道路交通标识系统来说，图形、符号、色彩、

文字和版式等平面设计元素是交通标志设计的重要

组成部分。

3.1 图形设计

相对于文字标志，驾驶员对图形、符号标志更容

易理解。在低亮度、快速显示等相对困难的视觉条件

下，图形符号无论在辨认速度还是在辨认距离上均比

文字信息要优越。用图形符号来表示信息的另一优

点是不受语言文字的限制，只要设计的图案形象、直

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字的驾驶人员均

可理解、认读。

一方面，图形设计要具有简练、直观性。标志图

形要求与代表的客体的主要特征、结构相似，把自然

的物体抽象化和几何化，删掉一些细节，表现物体的

主要特征，让形更加简洁、直观，不仅极其清楚地为人

们提供必要的资料，而且又以和谐的构图给人的视觉

带来一种愉快的感觉

[3]

。

另一方面，标志图形所传达的意义应该准确，有

吸引性。一切艺术的形式本质，都在于其能传达的某

种意义。图形不仅要简洁明了，还要有效吸引人的注

意，并准确传达信息，不造成道路使用者对图形信息

产生歧义或模糊的理解。如美国明尼苏达公共汽车

站以汽车的抽象图形和文字，单纯地表达了停公共汽

车这一信息，做到让人瞬间识别，见图1

[4]

。

3.2 色彩设计

色彩是眼睛对不同波长的光所产生的视觉效应，

这种生理作用进一步冲击到人们的心理，从而产生了

色彩心理效应。由于色彩在色相、明度和纯度上的不

同属性，能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效应。例如色彩的轻重

感、进退感、距离感、胀缩感以及色彩的兴奋与冷静感

等。充分认识色彩的生理与心理特性，能够使其在交

通标志的色彩设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通过颜色的刺激，使人很容易从复杂的驾

驶环境中辨认出交通标志。例如红色和黄色等暖色

是前进色，给人以紧迫感，视认性好。其次，通过颜

色的象征性和联想性作用，使人能迅速地解读交通

标志的内容。例如，红色对人的视觉和心理有一种

危险感的强烈刺激，中国将其作为危险性最大、法制

性最高的禁令类标志的用色；黄色具有明亮和警戒

的感觉，用在注意危险的警告类标志上；蓝色和绿色

使人产生宁静和平与舒适的感觉，用于指示和指路

类的交通标志。另外，为了提高标志内容的可读性，

可以使内容与背景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如文字与

背景色的搭配，易辨认的顺序是：黄底黑字，黑底白

字，蓝底白字，白底黑字等。此外，可以用色彩强化

信息的区分。例如：不同的文字或指示符号，可以利

用不同的色彩来强化信息的不同，让人更加容易识

别。还有，色彩还能展示地方特色。如杭州的一些

非“禁令”的交通指示牌的颜色就选用了符合杭州城

市气质的墨绿色。

3.3 文字设计

道路交通标志尤其是指路标志中，文字是传达信

图1 公共汽车站停车牌图形设计

Fig. 1 Graphics design of bus stop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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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最直接的工具，如何快速准确地把信息传达给道路

使用者，其本身的设计质量起关键因素。道路交通标

志中，文字形式大概有汉字、数字、英文，少数民族地

区还宜有少数民族文字。无论采取哪种类型文字，字

体、字号、字体颜色都必须设计得合理规范。版面上

的字体要统一，字号大小要根据信息主次关系而定，

字距要适中，排列要协调，体现易读性高和美观相结

合的特点。字体设计中，不应简单调用电脑字库中的

字体，应考虑多种因素，进行有效实验后而进行设

计。如日本道路公团的标准文字见图2a，一般的黑体

字见图 2b，为了突出识别性，图 2a中的字体大量省掉

细节，简化笔画，将笔画尽量归纳为厚重的横、竖、

45°斜线。实验证明这种设计在高速运动中的效果

极好，在日本高速公路的交通标志中被广泛使用

[5]

。

这种设计强调与驾驶员心中的字型印象相吻合，而不

追求笔画细节，使文字“呈现”在驾驶员面前，而不需

要驾驶员“阅读”，非常值得借鉴。

3.4 版面设计

交通标志的版面设计是道路交通信息的具体反

映。首先，排版要体现实用性和美观性。标志牌上的图

形、符号、文字等要素编排要美观、合理，符合人的视觉

流程和认知心理。并且使道路语言体现得更生动，信息

传递更准确有效。其次，要控制版面信息量，防止信息

过载。信息量要根据路况和人的视觉生理特点来合理

安排。另外，要合理设计版面的比例和尺寸。版面大小

要根据标志信息量的多少，具体道路线形特征和道路使

用者行动特点合理设计，美的比例和适合的尺寸，可以

使其在外观上为城市风貌增加美感享受，并且还有利于

节约材料。上海某道路交通标志版面设计见图3，版面

编排简洁大方，清晰醒目，还特别指明了行进方向以及

当前横向道路门牌号码及方向，方便了行人。

3.5 标志的设置

道路交通标志设置应结合本地区的道路线形、交

通状况、沿线设施等情况，其设置应充分考虑道路使

用者的行动特性，即考虑在动态条件下发现、识别、判

读及采取行动的时间和前置距离。为了有效发挥传

递信息的作用，交通标志应设置在车辆、行人行进方

向最易于发现、识认的地点，不应被路树和其它设施

遮挡，宜设置在道路右侧，隔离设施或车行道的上方

[6]

。交通标志安装的角度应尽量减少标志牌面对驾驶

员的眩光，并根据情况进行反光处理。同一地点，交

通标志牌设置的数量不宜过多，以防司机眼花缭乱，

影响正常行驶。当同一地点需要设置2种以上交通标

志时，可以并设在一根标志柱上，但最多不应超过 4

种，并应按照重要程度排列。道路交通标志设置还应

与城市景观和风貌相适应，不能一味追求功能而破坏

优美的环境，要体现功能性与审美性的交融，突出城

市的地方特色。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安全、便捷的交通设

施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遵循国家相应标准规范的同

时，又能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设计科学、合理和适用

的创新性交通标志，从而更准确有效地传递道路信

息，向道路使用者提供方便性和安全性的服务，是体

现以人为本交通理念的重要形式。实践证明，从平面

各形态要素着手展开对道路交通标志的设计思考，具

有非常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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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庞大的系统，设计师将导视牌通过城市市区标识、

路径导向、城市交通线路图构成一个清晰的指引系

统，行人可以借助清晰的指引系统迅速地熟悉周围的

环境，轻松地获取信息并找到自己的目标路径。

3 结语

由于在目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高速化与盲目

性，在当代中国的不少城市中还遗留着许多不规范的

街道标识导向设计，严重污染人们的视觉环境，也严

重影响着城市的文化形象，这些都不利于城市的和谐

发展。尤其因为当代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城

市特色文化日益单薄，及时解析国内外成功的标识导

向设计案例，研究其传递的社会文化信息，探索优秀

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理念，为今后的街道标识导向系

统设计提供指导性的意见，这些都是极具现实性与前

瞻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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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充分领会设计者意图，更多地提高隐性服务意

识，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大力支持。总之，应通过多

方合作使不同景区具备与之相匹配的一套标识系统，

从而为旅游景区隐性服务的开发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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