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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运用数字技术使导向系统设计形成新的服务模式。方法方法 调查研究使用案例并观察分析

使用者，论述运用数字技术来构建导向系统的服务新模式。结论结论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导向系统正

逐渐发展成一个具有数据获取、分析处理信息功能的综合环境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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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at the new service model design of guidance system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discusses how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the new service model of guidance system with design

improving，by user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as well as by investigation of design examples based on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guidance system is developing into a largest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platform with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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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系统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与环境的

信息交流。它不仅能帮助人们认识、理解环境，而且

还能使人获得良好的环境感知体验。数字技术的发

展使导向系统形成了新的服务模式，为人与环境间建

立了一种更便捷、智慧的信息沟通方式。

1 数字技术与导向系统

数字技术是一种借助一定设备将图、文、声、像等

信息转化为计算机语言的技术。现如今，数字技术已

成为导向系统设计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相对于传

统的“有形”导向标识而言，“无形”的虚拟化数字导向

正逐步突破传统传播媒介的束缚

[1]

，朝着灵活性、即时

性、参与性、互联性、可拓展性等方向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导向系统的媒介形式正由

传统导向标识向多元化媒介形式发展。导向系统的

媒介形式由传统静态标识向数字动态标识发展，逐渐

趋于智能化

[2]

，在此同时，其他的设施设备也加入了导

向系统承载媒介的行列。显然，数字技术发展使导向

系统设计获得了新的定位，由单纯的硬件设施模式转

向了软硬件结合的模式，被设计成了一个包括数据获

取、分析处理信息功能在内的综合环境信息平台。在

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导向系统正逐渐从信息的全观

感、过程的交互性、用户特征的识别性、信息的集成化

[3]

等多个方面实现了信息服务的设计提升，使其成为了

一个更高效、更具体验感的信息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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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向系统的设计

2.1 信息的全观感

使用户获得良好的环境感知体验是导向系统设

计的目标之一。导向系统应利用各种数字技术，带给

用户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方面的使用体验，

满足更多用户群体的需求。

使用者不同的学识背景、身体状况、语言背景和

文化背景，使导向需求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导向

系统中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多通道的信

息设计，能帮助更多使用者认识、理解环境，这是导向

系统高效运行的一种体现。

基于使用者的不同学识背景，可以把使用者分为

识字者和识字障碍者两大类。阅读是获取信息的重

要途径之一，但对于识字障碍者来说，反而会出现困

难。为此，导向系统设计可以在文字、图形信息表现

的基础上，增加语音或多媒体视听信息表达方式。认

字有限的儿童群体，一般多依赖图形符号或色彩来认

知信息。借助数字技术和视听要素，不仅能加强儿童

对环境信息的识别，而且还能使认知过程变得有趣。

目前，声音和视听多媒体导览在博物馆等文化场馆的

使用较为多见，它既能满足多用户群体的需求，也符

合场馆导览信息量较大的传达需求。乌菲兹美术馆

视听导览信息亭见图 1。

按照使用者的身体状况，可把使用者分为普通使

用者和残障人士两大类。视觉障碍者可以依靠听觉、

触觉等其他感觉方式来获取信息；听觉障碍者主要依

赖视觉、触觉等；肢体残障人士可依托视觉、听觉、嗅

觉等。目前，导向系统设计对残障人士的关注度日益

加大，从最初的视觉传达到触觉感知，逐步发展到声

音信息，再到数字技术下的感应拐杖、感应手环等互

动感应式交互媒介。Step-Hear 视障者有声导航系统

见图 2（图片摘自 www.step-hear.com），它是一种服务

于视障者的互动感应式导向系统，主要由信号发射器

模块和腕式感应器组成。信号发射器放置于环境的

各节点中，当视障者进入发射器信号范围内，手腕上

的感应器就会发出提示音，按下按钮即可远程激活发

射器内预置的信息，使用者跟随声音信息就可找到目

标位置。根据使用者的语言背景来分类，可把使用者

分为本国人和外国人两大类。传统的导向标识一般

采用多国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的方式，但在信息内容

过多、视觉版面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则无法完全满足

需求。数字信息的虚拟性使导向系统的信息容量大

大扩增，可以通过不占据视觉空间的声音信息来进行

多语言信息的切换，例如柏林街头的有声导向标识见

图 3。或者采用多媒体终端设备来实现多语言的选

择，例如德国爱丽丝医院的数字导向系统见图 4（图

4-6 均摘自 www.youtube.com）。

图 2 Step-Hear 视障者有声导航系统

Fig.2 Step-Hear audio wayfinding for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图 3 柏林街头的有声导向标识

Fig.3 Audio wayfinding on the street in Berlin

图 4 德国爱丽丝医院的数字导向系统

Fig.4 Alice hospital digital wayfinding in Germany

图 1 乌菲兹美术馆视听导览信息亭

Fig.1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kiosk in Uffizi museum

何玉莲等：基于数字技术的导向系统服务新模式设计 29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4 月

2.2 过程的交互性

寻路是人们在各类环境中活动的必要过程。使用

者的寻路需求大致可以分为寻找明确的目标、基于多

个目的地的比选寻找和无目的性的漫游式寻找 3 类

[4]

。

这意味着需要加强导向系统服务过程的交互性，才能为

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导向服务。当今的数

字交互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且各类智能终端也越来越

普及，借助数字化交互技术来设计导向系统

[5]

，能提高

使用者的寻路效率。

导向系统的交互性不仅包括信息终端与使用者

之间的互动，而且还包括环境中固定信息终端与使用

者携带的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的互动

[6]

。目前使用

较为广泛的是触摸屏导航信息亭和手机导航。当使

用者寻路目标明确时，可根据界面信息选择相应的图

标或输入关键词检索，以获得路线导向信息。德国爱

丽丝医院数字导向系统的交互界面见图 5，它为就诊

者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导向服务，同时在信息界面上还

提供了手机扫描二维码服务，方便使用者在移动状态

下可以继续获得导向帮助。德国爱丽丝医院数字导

向系统的交互设计见图 6。

在某些环境下，使用者会在对比选择了多个目标

后再选择最终的目标位置，这就需要导向系统提供一

些参考信息来帮助使用者进行决策。在一些旅游景

点或展览馆中，参观者可以借助导向系统来合理安排

参观点和路线，这种情况下，交互式数字地图就表现

出了它的重要性，交互式数字地图见图 7（图片摘自

www.iosb.fraunhofer.de）。数字地图具有可自由旋转、

缩放的优势，既能方便使用者浏览环境全貌，又可细

究局部细节、比对多个目标位置的信息，还能借助数

字信息的深度拓展性，在具体目标位置为使用者链接

更多详细信息。另外，有些使用者可能出于休闲或打

发时间的目的进行毫无目标的闲逛，这时导向系统若

能提供一些推荐信息，就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好的环境

体验。

2.3 用户特征的识别

导向系统中用户特征识别的目的是，通过识别用

户特征为用户进行信息筛选，使导向系统能针对用户

特征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使受众方便认知。数字技

术不仅为用户识别技术提供了支持，而且还使信息能

够针对使用者的差异化特征呈现出多元化的传达方

式，使用户识别更具实用价值。用户识别能帮助用户

过滤不必要的信息，减少信息干扰，也有利于一些特

殊用户群体的导向信息认知需求。台湾设计师设计

的感应式盲人语音导览系统见图 8，它体现了用户识

别的优势，该系统通过发出特定声音并配合导盲砖等

设施引导盲人到达导览器所在的位置，并使用人体焦

电感应电路来辅助系统确认使用者是否就位，而后再

借助 RFID 技术来识别使用者的身份，当身份确认后，

导览器便会连接到由 RSS 所汇集而成的资料网，通过

语音提示视障者进行导览器的操作

[7]

。由此可见，用

户识别能提升导向系统的交互体验。随着人脸识别、

虹膜识别、体感识别等智能图像分析技术的发展，基

于用户识别的导向系统交互性特征还会有更明显地

体现

[8]

。

2.4 信息的集成化

从早期的纸质地图到后来的电子地图再到现在

的地图数据库，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理信息

系统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当下移动互联网和物联

图 5 德国爱丽丝医院数字导向系统的交互界面

Fig.5 Interface of Alice hospital digital wayfinding in Germany

图 7 交互式数字地图

Fig.7 Interactive digital map

图 6 德国爱丽丝医院数字导向系统的交互设计

Fig.6 Interaction design of Alice hospital digital wayfinding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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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代，结合 GPS 和北斗卫星全球定位系统、Wifi 定位

技术、红外线室内定位技术、超声波定位技术、射频定

位技术、蓝牙定位技术等定位技术

[9]

，再加上云计算的

有力支持，这些都为综合性导向信息系统平台的建立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传统的定位服务在云计算

的支持下，能给终端用户提供更好、更完美的社会化

集约型服务，实现导向信息的高度集成化。

导向系统信息的集成化是借助数字技术的支持，

结合物联网、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以云计算作为后

台信息处理的支撑技术

[10]

，实现对数据的采集、分类、

传输和处理，从而形成大数据库。这样，使用者可以

通过电脑、手机、平板、信息亭等各类信息终端，随时

随地地获取所需的导向信息或共享信息数据，管理者

可以进行高效的信息管理。苹果于 2015 年 11 月在

App Store 应用商城上线的官方室内定位应用程序

"Indoor Survey"，就是导向信息集成化的典型案例。该

应用程序不仅能使用户通过 Survey 应用地图知道自

己所处的位置和可以穿行的通道，为用户提供室内导

航，而且还可以使 iPhone 利用其用户量来实现信息的

采集，对用户的行走和转弯路线进行测量，然后将这

些数据与该建筑物内数百位其他 iPhone 用户提供的

数据相匹配，绘制出建筑物的地图。

3 结语

基于数字技术的导向系统设计具有诸多实用性

优势，但其成本投入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实际项

目中，还需要对其作出进一步的平衡设计，调整技术

运用与成本控制的关系。导向系统设计应以传统导

向标识为基础，将数字化新媒介作为传统标识的重要

补充，使导向服务具有更好的宜人性、易用性、交互性

和体验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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