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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公共空间内满足特殊群体生活需求的交互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实际生

存体验，分析特殊群体的人本需求设计，探索老人、儿童、残障人士、视障人士的生活需求，对人与人之间

或人与物之间的交互设计进行有效分析。结论结论 设计应为人的生活提供便利，通过对公共空间内导视系

统设计的深入研究与分析，关注特殊群体的实际生活所需，用体验设计、交互设计等方式体现社会生活

的人本关怀，让人们通过导视系统设计来感受宜居城市家园的人本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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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to study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specific groups′living needs in public spaces. It analyzes the needs of
specific groups through the actual survival experience，figuring out survival needs of the elderly，children，disabled under the
aging society，so as to come to an effective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design between people or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Design should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the needs of human life. Through a deep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public space
systems，the raising of concerns over actual necessities of vulnerable groups is made，pay attention to the humane caring for
people like experiencing design，interactive design，enable the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 humane atmosphere through visual
sig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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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视系统设计是人类导向识别的交流工具，现代

社会中导视系统的好坏直接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

同时也显示出这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社会人群中

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国别均可通过文字获取交

流信息、通过图形了解文化底蕴以及通过声音表达情

感。导视系统引导人们的出行并规范社会人群的出

行秩序。针对导视系统这一社会产物而言，不同人群

的需求自然不同，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特殊人群对导

视的需求更是不可小觑[1]。诸如视力不佳的人依靠触

摸，听力不好的人依靠视觉，肢体能力受限的人依靠

特殊辅助工具等。

特殊群体一般情况下是指老人、儿童、四肢残缺

的人以及有视力、听力等障碍的人群。此类人群区别

于行为能力较独立的人和生理性造成的不能正常自

理生活的特殊人群。特殊群体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

分，在这个提倡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特殊群

体的生活需求设计更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在某种意

义上，特殊群体对导视系统设计的需求应该比正常人

更多一些。目前，城市导视系统的发展速度很快，花

样也较多，但是有很多设施“样式大于功能”、“形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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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使用过程中不难发现很多设施都是好看不好

用的，有的只考虑美观不考虑实用性。尤其是当今社

会老龄化的步伐加快，针对老年人的设计更应该被重

点考虑并得到完善和加强，对导视系统的使用性、情

感性和指向性也应该进行特殊的考量。

1 特殊群体对导视系统设计的需求

1.1 老龄化社会下老年人的生活所需

社会老龄化是关注的热点，作为特殊群体之一

的老年人出行于公共场所也是很常见的，为老年人

改善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属必然之举[2]。很多公

共空间例如公园、医院、度假旅游场所、购物商场等

的导视系统设计风格向着时尚化、个性化、国际化发

展，形式多种多样，但不难发现有的公共空间的导视

系统文字过小，老年人根本看不清楚，有的过于版式

化，没有生活愉悦感，这说明该设计只考虑到了健康

人，没有照顾到特殊人群的需求，也没有进行良好的

定位设计[3]。近十年来，我国的导视设计在社会的需

求下发展态势较快，但针对特殊人群方面的设计也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国家统计局数据公报显示，到2050年，中国社会

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4]。这说明针

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的设计在近几十年应该是一个

较大的课题。导视系统设计帮助老年人解决出行的

路线问题，应该重点研究老年人对导视系统的需求。

老年人容易造成视力判断问题如老花眼、青光眼等，

因此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公共空间等的导视系统在应

用文字方面就应该设计得大一些，字体的选择上不能

只看重美感，而忽略字体的实际应用价值，要更多地

考虑受众的感受。

1.2 儿童对公共空间导视系统设计的心理需求

心理感官捕捉色彩、图形信息都要比文字信息

的速度快，这就要求在公共空间中以儿童为主要受

众时，对色彩、图形信息的设计需求远远大于文字信

息的设计[5]。儿童在捕捉信息时更多地是按照心理

需求和感官刺激来进行的，2005年 Carbones Smolan

Agency设计公司设计的纽约植物园里的埃弗雷特儿

童探奇乐园的指引系统，见图1，此设计考虑到了教

育萌芽理念，用触摸的方式拉近了儿童与指向信息

的距离，用色彩迅速指引信息的同时唤起了儿童的

兴趣和想象力。

1.3 残障人士的现实需求问题

残障人士多指肢体不协调、视力不正常（色盲、色

弱）、有听觉障碍的人，楼梯、颜色、基础设施都会成为

他们的障碍。德国慕尼黑机场为盲人游客设计的指引

系统和导视系统在触觉地图上提供了鲜明的对比和色

彩信号，并借此提高了视力受限的游客的阅读能力。

意大利步行道芯片导视系统见图2，是专为盲人和视力

受限的人群设计的指引系统，步行道上植入1260枚电

子标签，并与网络连接，位于盲人手杖顶部的天线激活

RFID芯片后，芯片就会通过无线射频信号将一个特殊

的标签号码传送给其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该智能手

机上配置有导航信息数据库，可将标签的号码映射到

其当前所处的位置，再通过手机上的蓝牙耳机，盲人就

会收到关于位置和周围环境情况的具体信息。

2 服务于特殊人群的导视系统设计

2.1 多维度的导视系统设计趋势

特殊人群中视力受限、听力受限以及肢体受限的

人所占的比例较大，他们也是行为能力比较弱的人

群。盲人导视系统设计见图3，在大型公共场所会看

图1 埃弗雷特儿童探奇乐园的指引系统设计

Fig.1 Guidelines system design of Everett Children′s Adventure

Park

图2 意大利步行道芯片导视系统

Fig.2 Italy road walking chip sign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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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的盲文导视，在扶手、电梯上设置盲文就是为

了帮助盲人解决出行安全方面的问题。色弱和色盲

也属于视力受限，基于此方面的设计在国际色彩学上

的重视度很高，但是国内导视系统设计由于材料和设

计方面的局限性对色弱方面的研究较少。每个国家

的导视系统都有自己的独特规定，国家颁布的标准符

号应符合该地区社会人群、团体对社会分工的认知，

使其在标识设计上统一化。标识的统一性虽然是各

个国家的特有规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化也是

标准性的一个基本要求。例如大型飞机场、旅游公园

等公共空间的导视系统设计应该是无论何种人群、何

种种族、何种语言、何种文化都能够进行无障碍沟通

的。1974年，由AIGA与美国交通部一起设计完成了

“公共环境标志符号集”这个项目，此后，这些没有版

权限定的公共图形符号成为了各大机场及其他大型

交通设施系统等现成的设计标准，体现出了公共设计

理念促进全球化沟通的意义。视觉、听觉、触觉三位

一体的导视系统设计应该是未来的设计趋势[6]。

2.2 特殊材料的导视设计尝试

材料可感官其冷暖[7]，触觉上的感官效应介入导

视设计的方式在以后的设计中应该是越来越多的。

材料的选择是导视系统设计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好的导视系统设计应该是指向明确、材料运用合理、

工艺可行的。导视系统引导着城市生活的良好秩序，

它解决了寻址问路的沟通问题，材料在其中也体现了

情感的心理沟通需求[8]。导视系统通过各种标识引导

人流，让人们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目的地，但很多的导

视系统仍不够完善，人们并不能根据导视设计到达目

的地。导视系统不是单靠文字、图形和色彩等视觉信

息传达其功能的，比如聋哑人群利用导视系统图形的

几率就比较高，这个时候图形的设计语言就显得很重

要。针对在文字阅读上有障碍的特殊人群，听觉导视

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听觉、味觉等特殊材料

的设计就应该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方法，也是

完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有效补充。日本电信电话

通信公司在2008年推出了芳香数字通信服务，将商场

广告显示屏的数字音频、视频信号和随画面变化的香

味发生装置结合起来，当显示屏播放图像和声音时，

香气发生装置会根据接收到与之相连的数字信号终

端的“芳香菜单”信息，随显示屏的画面变化散发出相

应的香味，香味的种类、浓度和释放时机等可以通过

调节“芳香菜单”来控制。研究发现，在商店内制造香

草的香味，可使相关的冰淇淋商品的销售量提高约1.3

倍；制造玫瑰花的香味，可使顾客对相关化妆品品牌

的认知度提高约2倍。特殊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在未来

应该是比较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2.3 情感融入导视系统设计

城市公共空间本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9]，情感设计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得到越来越多

的应用，由此体现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针对

特殊群体的导视系统需求，设计更应考虑其服务性，

情感在服务性设计中是首要需求，因此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城市公共空间的导视系统设计应多角度地考

虑特殊群体的实际需求，融入情感元素[10]。例如奥斯

纳布吕克动物园的导视系统，见图4，设计师在标志牌

的表达中采用一种娱乐式的信息表达方式，极大地勾

起了游客的好奇心。这是一套专门为盲人准备的特

殊导向系统，盲人可随意触摸到动物身体的上半部分

或者动物的整体形态，它帮助游客真正地感觉到动

物。对于大型的或者是危险性比较高的动物，如长颈

鹿、斑马或者山猫等，为了安全起见，盲人游客就不可

以触摸它们的身体。

3 结语

为更好地建立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11]，政府应加

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研究针对特殊群体的导视系统

设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难题。虽然现在城

市公共空间的导视系统已经比较完善，指引功能比较

图3 盲人导视系统设计

Fig.3 Braille guide system design

图4 奥斯纳布吕克动物园的导视系统

Fig.4 Signage system at Aus Knapp Luc Park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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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但这只是针对身体健全的人，针对特殊人群如

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的公共空间设施需求来说是远远

不够的。社会的文明程度是依靠社会来体现的，充分

利用社会有效资源，物理学、光学等交叉学科技术和

各种材料，从环境设计、产品心理学、设计美学、设计

传播学、视觉传达等角度探讨不同空间内的视觉、触

觉、听觉的导视设计呈现方式。这里针对特殊群体的

需求进行有效分析，在实用性、亲和力、人情味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导视系统在建立宜居城市生活[12]

中对特殊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应用价值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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