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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设计出满足世界遗产地要求的景观解说牌。方法方法 引进美国国家公园解说牌内容设计标

准，以新疆喀拉峻景区为例，结合中国景区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结论结论 提出了适合中国景区景观解说

牌内容设计项目的规范化建设及设计流程，并指出设计师应了解宏观解说系统、熟悉微观设计原则、

熟练运用九宫格版式编排方法对图文元素进行创造性结合，这是设计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景观解说牌

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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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pretive signage design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world heritage site.It introduces the design standards
of U. S. National Park，combined with the empirical study，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Kalajun National Park of China.
It summarizes the standard process of designing for interpretive signs project.It points out that designers should understand
macro interpretive system，be familiar with micro design principles，creatively combine the elements of image and type by
using the layout design method named Style Box.These are the keys of high level and high quality of interpretive signs &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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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景观解说牌项目，能起到向游客传递世界

遗产地信息和核心价值、减少资源破坏、缓解客流压

力、间接管理工具、提供对话途径等重要作用，最大程

度地满足世界遗产对环境解说的要求[1-3]。喀拉峻景区

拥有包括东喀拉峻、中天山雪峰等在内的五大景区。

它具有新疆天山的自然美学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加之

悠久的西域丝路历史，还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哈萨克民

族文化，三者的融合使其更具魅力，2013年作为“新疆

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喀拉峻景区成为了世界自然遗

产，并按照世遗要求，以及中国和世界一流国家公园的

相关标准，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景观解说牌建设。

1 景观解说牌与环境解说、标识系统的关系

景观解说牌指通过图片、文本和示例等多种表现

手法，以娱乐和教育的方式与游客交流，提供当前所

在地的历史、地理、居民生活习惯、手工艺品及其他信

息，帮助游客理解景区和景点信息，达到引导游客、增

强游客环境保护意识或管理游客行为的目的[4]，由于

其在信息内容方面，需要进行学术性提炼、细节性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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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和视觉化传达，往往由景区管理方、环境图形设计

师、自然科学和文化历史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完成，

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公园、博物馆、科技馆、生态中心等

场所。景观解说牌包括外观设计和内容设计，外观设

计应与整个标识系统相呼应，内容设计则必须获得环

境解说的足够支持，且应专门立项。

国外对解说牌的研究比较系统化。1964年美国

Harpers Ferry成立了世界第一个专业解说服务机构

——解说培训与研究中心。目前，这个中心负责美国

国家公园的解说牌指示研究和设计工作[5]。

这里的景观解说牌内容设计分为规划、设计、制

作和后期四大流程，见图1，并结合喀拉峻景区的具体

案例展开。

2 规划阶段

2.1 组建解说团队

确定项目负责人、各领域专家（动植物学家、地质

学家提供解说主题和目标的基本资料；画家、雕塑家提

供艺术创作支持；平面设计师和三维设计师进行图纸

表现）、项目评审人、景区合作伙伴、媒体技术专家等。

2.2 明确规划和解说目的

团队讨论如何设计解说牌系统、语言种类、工作

过程、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小孩、老人、残疾人的旅

游体验）、面板和基座的外观风格以及安装方式，并确

定团队角色和责任等。统一成员意见，为设计提供方

向，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解说目的是多样化的，包括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吸引游客初来或再来、丰富游客用户体验、提升游客

环境保护意识等。

2.3 游客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观察法或访谈来进行游客分析，而

不仅凭工作人员的假设。除掌握基本信息外，如果是

升级项目则应加设游客对现有解说牌的满意度等。根

据对游客的分析，游客属于哪种游览类型，如亲子家庭

游、中小学科普游、体验摄影游、专家考察等；再根据世

遗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不同保护级别，确定不同

的路线、侧重点、旅游深入程度等，进一步决定景点解

说方式。例如儿童式解说交互娱乐性强，适合多数游

客；家长式解说逻辑性强，适合专家型游客。

2.4 清查解说资源

一方面，收集并回顾现有的文件资料，通常为项

目总规划、长期环境解说计划、地方志记录、科考文

献、世遗申报材料、相关学术文章及其他的指导性文

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确定参考文献，收集能反

映每个场地特色的珍贵图片，准备图片文件夹内置场

地图片，为现场考察和评估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现场考察分析解说场地。甲方代表带领

各领域专家考察每个潜在的解说场地；确定每个解说场

地的特色、意义；确定每个解说牌的目标、景观方向、面

板尺寸、场地条件；勾勒草图促进讨论从而达成一致意

见；场地拍照与场地特征描述；记录场地GPS坐标。

2.5 确定解说主题和目标

在解说目的的指导下和游客分析的基础上，列出

所有具有潜在可能性的景观解说牌的位置和主题，进

行预评估。依次确定景区总主题，再确定分景区、各

游线和解说牌的分主题等，这应该由项目参与方共同

决定，且应综合考虑游客和景区管理者双方的情况。

确定主题后，讨论制定解说目标，需确定3个层次

的目标：游客想知道什么（学习目标）？游客会感受到

什么（情感目标）？游客会做什么（行为目标）？应注

意避免灌输式地罗列信息，尽量形成游客与解说牌间

的良性互动。

2.6 确定安放地点和尺寸

列出解说牌一览表，区别游道旁、观景台、休息

区、餐饮区等不同类型，解说牌尺寸由观看时间和空

间决定。安放原则包括：应注意避免干扰环境，便于

后期维护，考虑解说牌与景观的对应，确保解说牌的

可见性和易读性，确保景观的可到达性以及具备充足

的观看空间，确保景观周围环境的安全，具有卫生间

等配套设施。

解说牌的设立和维护成本较高，尤其是会不同程

度地影响场地生态，因此可以进行解说牌的必要性研

图1 景观解说牌设计流程

Fig.1 Standard process of interpretive sign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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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是否有某些游客的所见、所闻、所听之物需要解

说？是否有必须要在此处解说的事？如果设置，游客

是否会得到更多体验？场地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设置？

解说牌是否是该场地最合适的解说媒介？是否能通过

解说牌减少游客对环境的冲击？是否有足够游客能够

看到解说牌？是否有考虑残障人士？这些问题的答案

可以通过对工作人员的访谈和进行实地考察来找到[6]。

通过团队系统研究，确定解说牌类型和安放地

点，然后制定项目进度表、预算。

2.6.1 自然科学解说牌

自然科学解说牌可以说明此处有什么景观，同时

具备科普性，突出重点，通俗易懂，通常布置在景点的

观赏停留点。自然科学解说牌包括：（1）自然风景、森

林、地质地貌等科普解说牌，说明地质地貌性质、构造

特征、形成年代、科学价值、环境价值，以世界自然遗

产地、自然风景区、森林和地质公园等为典型；（2）壮

丽的山川、江、湖等的解说牌；（3）可观赏风景、动植物

等的具体观景台（仰视、远眺、高处俯瞰等特殊角度）

的解说牌；（4）动植物群落生态习性等的科普解说牌，

说明其科属、外观特征、习性、珍稀程度、保护等级等

关键信息。

2.6.2 历史文化解说牌

历史文化解说牌是关于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特

色饮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知识解说，提供教育科

普与文化宣传等作用，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为典型。历

史文化解说牌包括：（1）历史遗址遗迹的文化解说牌，

说明产生年代、背景、发展历程、文化内涵、保护等级；

（2）特色建筑与宗教的景观解说牌，说明建造年代、结

构特点、民族文化内涵、建造者等基本信息。

2.6.3 非物质文化解说牌

非物质文化解说牌说明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括轮牧、转场、爬犁、阿肯弹唱、赛马、叼羊、摔跤、姑

娘追、驯鹰等。

2.6.4 其他解说牌

其他解说牌通常用来解说游憩设施，需要经常管

理和研究的项目以及正被游客影响的地方。

2.7 毒草谷案例分析

2.7.1 规划和解说目的

为了满足UNESCO对世遗“成为传播科学知识、

开展科普的基地”的要求。环境的解说可让游客了解

和解说点相关的知识，有效传达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

心理念，或者说明相关环境问题，进而引发游客在价

值观和行为上的积极改变。

2.7.2 游客分析

通过雪莲和有关文学作品等，天山早已获得极大声

誉，具有丰富的传奇色彩。天山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

更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是游客游览的首选景点之一。

2.7.3 解说资源

毒草谷位于整个景区最深处的中天山雪峰分景

区，位于盘山路附近的高山草甸天然平台上，只需加

设游客步道和无障碍缓坡，游客即可到达，无视线遮

挡物。现有天山、雪莲、转场的摄影照片，还需要绘制

天山群峰图和轮牧原理图来作为解说资源。

2.7.4 解说主题和目标

分主题为天山群峰、雪莲、转场、轮牧。通过独特

的景观资源，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生态退化等负面影

响，刺激人们反思，进而形成环保的观念和行为。

经过外围分景区的铺垫，游客已经游览了高峡

平湖的雄伟、高山草原的壮丽、五花草甸的秀美，逐

渐靠近世遗缓冲区。经过盘山路的颠簸，下车再爬

上几级台阶之后，豁然开朗，游客来到了天山。游

客眼前是终年积雪的冰川，脚下是整片的不知名的

美丽花草，经解说后可知这是与优良牧草争光、争

水、争肥的有毒有害植物，它是由于过去过度放牧

造成的，进而可引出轮牧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放牧方

式。同时还可引出对天山雪莲轮采轮育的保护方

法，以及转场这种哈萨克民族沿袭千年的生活方式

（学习目标）。通过地理、植物、人文知识等分主题

的解说，强化了环境保护的紧迫性，传达了世遗的

核心价值（情感目标），更重要的是让游客了解到具

体可行的行为转变（行为目标，如垃圾随身带走、保

护草原、不惊扰动物、不滥采滥伐、加入喀拉峻环境

保护队伍中等）。

2.7.5 安放地点和尺寸

规划的观景台位于海拔3千多米，被中天山雪峰

270环绕的高山草甸带，与天山雪莲的生存环境有

一定的距离。通过设置4个1/4圆弧状景观解说牌，适

当降低解说牌高度、增加长度，连接成外径为6 m的

360全景观景模式，将休憩椅与景观解说牌结合，延

长游客在人间胜景、天然氧吧的停留时间，毒草谷的

解说牌设计见图2。

3 设计阶段

3.1 概念提案

1）将确定的解说场地、面板、基座、地图等进行文

熊涛涛等：世界遗产地景观解说牌内容设计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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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化表达，利用卫星地图绘制解说牌布点一览图，深

化、优化解说牌草图，并进行详细的成本预算。

2）提交提案、预算、计划书，景区管理者（包括维

护者）回顾提案并确认所有决策。

3）用于评价解说牌的原则，包括：有效解说原则、

ABC原则、PORT原则、提尔顿定律、3-30-3原则等[7]。

基于已通过的提案，确定、收集并按系统命名这些参

考文献和图片资料，建立参考文献和图形包形式的项

目共享资源库。

3.2 内容设计

阅读理解、回顾参考文献和相关图片，处理好文

本创作、图片设计、触觉模型、版式设计之间的关系，

将它们有机组合起来，通常包含4个阶段：（1）草图，

展示基本内容、焦点、景观透视、构成元素等；（2）草

案，含精确细节的版式设计，确定尺寸、边缘、出血

位，考虑分层级和易读性，通过多次评估和优化，使

文案师、插图艺术家、版式设计师能更好地分工合

作；（3）彩色细化稿，制作更精确的填色稿，注重色彩

的可还原质量，确定标题、解说词、艺术创作和版式

的协调一致；（4）定稿，将所有最终定稿的元素置入

版式，输入高分辨率的插图创作扫描稿、定稿的地

图、高分辨率照片、触觉模型的准确定位，微调所有

细节，编辑校对至定稿，获得甲方签字验收通过，进

入制作环节。

解说牌内容设计主要有文本创作、图片设计、触

觉模型、版式设计这4个部分。

3.2.1 文本创作

文本创作有研究、写、编辑和校对4个阶段。文本

创作应该保持解说词与游客所见景观一致，且与受众

有关联，应该具有科普环境教育性，多使用问句，提高

游客的参与性。使用最简洁有力的句子和生动的语

言，为游客提供新奇的、不同的、愉快的解说体验。文

本创作应使用主动语态和积极的词汇，通过通用语言

进行描述，统一景区通用词汇。文本创作的字数应该

得到控制，根据解说牌尺寸，确保游客能在45 s内读

完内容。文本应分为各个层级，层级分为标题、副标

题、正文内容、注释，将核心内容放在最突出段落，辅

助信息放在次要段落，也可使用侧边栏或将文字放入

图片中。最后获得反馈后再进行反复修改，优秀的解

说词取决于做减法和应用创意，是为游客体验和环境

教育而写[8]。

同时避免学科标题，如“植物”、“地理”等，避免晦

涩难懂的科学原理，多用短句代替长句；避免专业术

语、流行语和陈词滥调，术语让人困惑，流行语也会过

时，平铺直叙的描述也会使人乏味；避免非正式、口语

化、礼节性寒喧的表达；避免推销式表达；避免个人风

格化写作；避免使用源自古语的复杂英语单词等[8]，美

国解说专家建议以小学五年级词汇的水平创作解说词。

3.2.2 图片设计

为吸引游客，选择并深入挖掘引人入胜的图片是

解说牌内容设计最大的挑战。图片必须与景观有直

接、明显的关联，并叙述一个故事。它们必须在3 s内

抓住游客眼球，并与游客建立联系。主创者根据解说

牌内容需要，选择图片、插图和图表类型。例如，运用

透明或剖面图，揭开景观地神秘面纱，展示建筑结构

如何被建造，或显示运行规律；鸟瞰图能扩大观者的

视野；微观视图聚焦于局部。

如果没有可用的摄影、插图或其他图形帮助解释

场地特色，尽管耗时费力，也要在主创者的组织下，进

行基于场地唯一性的插图创作，选择拥有相关背景知

识或创作经验的艺术家能够省时省力。艺术家的解

说牌插图创作是相对不自由的，需要足够多的细节和

准确的方向，需要查阅许多参考文献和图片，最好能

够进行实地考察。主创者帮助艺术家时刻把握创作

细节和方向，才能将解说牌与景观间的呼应关系、意

味深长的故事和细节淋漓尽致地展现给游客。

根据解说牌的使用年限获得相应图片的使用权

并签署文件，获得高分辨率的图片，取得图片使用权。

主创者也必须组织环境图形设计师团队用2D、

3D方法，绘制解说地图和多数常规插图。通常基于卫

星地图的真实地理信息，按照地图绘制和标注规范，

结合实地考察草图，进行绘制工作。

地图有二维地图、三维鸟瞰图、徒手绘画地图、

APP电子地图等多种表现手法，但绘制时必须遵循

以下5个原则：（1）资源库建设原则，将地图所需资源

打包，包括景区形象Logo、山川河流、交通线路、服务

设施等图形信息，以及中英文名称一览表、解说词、出

版物等文字信息，避免信息变更，若有变更则必须及

图2 毒草谷的解说牌设计

Fig.2 Interpretive signage design of snow-capped mountain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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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新，绘制最终版地图前，资源库最好已经定稿，否

则修改起来非常麻烦；（2）分级原则，地图分为便携式

宣传册、景区全图、分景区地图、各游线图等层级；（3）

You Are Here原则，解说地图必须与场地方位相结合，

使得能被快速理解和轻松记牢；（4）方向原则，使解说

牌地图与景观方向一致，否则很难理解，游线图最好

与游客前进方向一致，其他类型地图则通常指北；（5）

内容比例尺度相结合原则，先确定用户需求、解说词

内容，再综合考虑比例和尺度，以构成完整准确的空

间信息。

3.2.3 触觉模型

根据需要，解说牌上也可附加触觉模型，通常为

树脂、铸铁或塑料等材料。它能强化正常视力者的用

户体验，帮助弱视人群和盲人理解景观特色，通常结

合音频解说和人工解说。

3.2.4 版式设计

整体性、重心、平衡及色彩是版式设计的四大基

本要素。将内容按其重要性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建立

视觉流（从左上角到右下角）。这里根据中英双语解

说词的特点，运用Indesign软件开发出一套九宫格版

式设计栅格系统，九宫格版式的设计方法及其应用见

图3。

此系统按照标准视距进行了版式设计，它规范了

以下内容：（1）图片、解说词段落文本，其中段间距要

大于段内行距，文本间隙保持一致，确定留白之间的

关系；（2）景点名、标题、副标题、正文内容、注释的分

级字体不超过两到3种，字号建议为108，72，48，24，18

点[9]，利用加粗和斜体来增加字体变化，行距在12磅以

上，并规定特殊符号的使用；（3）色彩搭配和易读性标

准。色彩要满足色盲色弱者的观看需要，实际应用时

先根据九宫格确定图片的比例和位置，再根据文本层

级和视觉流规律来编排双语文本，能有效提高解说牌

的系统性和主题性。

4 制作和后期维护阶段

4.1 制作阶段

制作阶段包括施工图设计、工艺实验、造价精算、

确定制作厂家、建造与安装环节。优质的施工管理是

设计意图实现的保障，需要景区、设计方、施工方的通

力协作。

4.2 后期维护阶段

后期维护阶段包括项目建档、维护与评估环节。

将所有原始资料归档，设计成果数字化和图纸化，以

备随时调用。规律性的后期维护是延长解说牌寿命

的必由之路[10]。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评估得出的结论，

作用于新一轮的规划设计制作等环节的调整工作。

5 结语

首先，解说牌内容设计主创者及团队核心成员需

了解宏观解说系统，通过参与前期规划，站在环境解

说的角度，构建标识和景观解说双系统。其次，解说

牌内容设计需熟悉微观设计原则，国外已有基于英语

的非常完善的解说词创作、插图和地图绘制、版式设

计原则和体系，在进行中英文双语解说牌设计时，可

以汲取其先进经验，但不应完全照搬国外的成熟模

式。再次，环境图形设计师在解说牌内容设计中具有

重要作用，环境图形设计主创者，创造性地选择图片

类型、选择合作艺术家，并对艺术家创作过程保持足

够的关注，熟练运用九宫格版式编排方法对图文元素

进行整合。最后，解说牌也并非万能，景区可以通过

导游、便携印刷品、音频、视频、交互式APP等多种其

他解说方式，弥补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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