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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原始社会的图刻时代到人类文明崛起的读文时代，再到信息爆炸的读图时代，信息

可视化成为人们迅速解读各类讯息的有效手段。作为信息设计中一种可视化的主要形式，信息图表

设计过程既是设计者展示数据的过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者接受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方法 通

过案例研究，将从信息可视化与信息图表的关系、信息图表的发展、信息图表的设计方法等方面进

行阐述，通过对信息可视化的信息图表设计流程的梳理，总结出信息图表的设计原则和设计规律。

结论 对信息设计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演绎出可行性高的设计细则，解决从抽象到具体的可视化过

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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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graphics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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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1318, China; 2.Xinjiang Arts University, Xinjiang 83004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carving map carving age in the primitive society to the reading age in the rising of human civili-

zation and until now the map reading age in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society,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becomes an ef-

fective reading ways for people understanding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As a main form in visual visualization, info-

graphics design is the process how designers display data and i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viewers’ ability of re-

ception and analyzing. It uses the case study to illustrate the infographics from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d informa-

tion graphic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graphic, the method of information graphic design, and makes a comb of 

the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 the end it sums up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successful information graphic. The re-

search results will improve the infographics design process and visualize the abstract from concrete phenomenon. 

KEY WORDS: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fographics; information design; design method 

1  信息可视化与信息图表 

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在 Rober- 

ston、Card 以及 Mackinlay1989 年出版的《交互界

面的认知协同处理器》中首次出现。Card 等人提

出用于可视化的参考模型[1]，该模型描述了用户在

获取原始数据后，通过数据分类视觉结构将其转

换为数据图形、映射可视化结构并转换为视觉范

式的任务流程。可视化参考模型如图 1 所示[2]。 

不论是 Monsieur Minard 在 1983 年绘制的拿

破仑东征莫斯科及撤军图(如图 2 所示)还是 Harry 

Beck 在 1845 年发明的伦敦地铁图(如图 3 所示)，

我们能很容易地看出“可视化”是在计算机出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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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媒体类信息图表 

随着可视化技术的不断提高，信息图表的制作

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并呈现出动态交互的趋势。按

照信息图表设计的载体可以分为新媒体类(交互式

网络媒体等)、传统媒体类(纸质媒体等)的信息图表。

新媒体类主要包括基于网页设计的交互式信息图

表以及视频制作的动态信息图表。这类新型的信息

图表突破了传统信息图表静态单维的限制，从视觉、

听觉、触觉等多维度帮助观者更有效地获取并解读

信息。如图 12 所示(图片摘自 Interactive Things)，

采用日内瓦的人流通讯信息的数据，进行信息图表

和信息可视化的设计表达。 

 

图 12  活力日内瓦 

Fig.12 Geneva Dynamic 

4  信息图表设计流程与设计原则 

4.1  信息图表设计流程 

我们的生活充斥着信息的浪潮，我们必须通过

解释它来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8]。信息图表的设计

需要根据主题进行信息的获取，在准备数据，信息

分类之后确定信息单位，通过设计制表，将信息明

晰化和视觉化。整合信息的过程是设计信息图表的

基础。信息的获取是一个过滤原始数据的过程。根

据信息图表的主题，从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撷取相关

的数据。相关书籍、报刊杂志、数据统计网站、个

人博客、微信等是获取需要的个人数据或社会数据

的有效途径。信息分类意味着信息设计已经开始。

将搜集好的信息数据按照一定维度进行归纳整理，

建立信息结构。在内容上确保信息不流失、不失真、

不繁复、不矛盾；在空间结构上通过颜色或版式分

清信息主次和从属关系。通过对信息逻辑性的分类

使得观者解读信息时更加快捷清晰。如同地图的设

计一样，信息单位在信息图表的设计中有着不容忽

视的作用，尤其是在大数据统计的情况下，信息单

位的合理设定不仅对设计者来说是一种变相的节

约资源的方式，并且对观者正确解读信息图表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信息图表的绘制需要根据草图和原型不断调

整图表所代表的科学性及准确性的含义。绘制草图

可以迅速帮设计者构建出信息图表的整体框架和

大致结构，并且它的易修改性和不受技术限制的特

点有效地节省了时间和人力。草图的绘制是设计出

正稿前统筹信息图表设计的有效方式。完成草稿后，

运用技术手段，完成信息图表的设计。信息图表设

计是表达数据而又超越数据的设计，将数据逻辑关

系用合理的视觉方式表达出来，是信息图表设计的

重点，可以采用视觉设计的方法推演信息表达方式。

如图 13 所示(图 13 由作者自绘)，信息图表的设计

包括确定主题、获取信息、信息分类、确定信息单

位、确定草图、设计图稿、反复优化几个步骤。 

 

图 13 信息图表设计流程 

Fig.13 Infographics design process 

4.2  信息图表设计原则 

信息图表的设计需要易于理解，符合人们的视

觉思维习惯，匹配观看者的心智模型，并且要保持

数据的真实性，在实现方式方面更加倾向于交互式

的信息表达。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总结的信息图表

的设计原则具体如下： 

1) 符合视觉思维与心智模型，易于理解 

观者用五感感知世界，而视知觉是人们观察世

界的第一感。信息图表设计应该符合视觉思维。德

国著名心理学家 Rudolph Arnheim 提出思想是借助

视觉意象这种媒介进行的。“设计工作者把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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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过人类认知途径表达出来，使其成为具有丰

富的对设计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图像，创作更容易被

大脑容纳的信息，刺激大脑兴奋度”[9]，因此，设

计者往往需要用信息思维和视觉思维两种思维模

式对信息图表作品进行设计。即使信息图表的设计

符合一般视觉思维，设计者也无法绝对确定作品会

被观者理解。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基

于不同的教育程度、知识背景、职业分工，不同的

观者具有各自的心理模型，信息图表的设计是一个

一对多的设计，设计者和观者是否具有匹配的心智

模型，同样影响一个信息图表设计的成功与否。 

2) 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的前提下，采用隐喻等

方式直观形象地阐释 

在信息图表设计之初，原始数据和信息的收集

整合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

如何保证数据和信息的质量，如何从浩瀚的数据库

中筛选真实有效的数据，如何在繁杂的数据之间建

立联系等问题成为设计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即便信

息图表设计是个抽象的概念，其所用数据也必须是

真实有效的。如果作品不能恰当地研究主题或者提

供现在错误的信息和过时的信息，即使采用隐喻等

方式，将表达的信息表现得很形象直观，也会失去

设计的可信度，而目标信息的观者也不会接受这样

的信息图表设计[10—12]。 

3) 关注合适的信息图表制作方式，以及信息

表达与传达方式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图表的制作越来

越精美、复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设计者更容易

设计，也更容易制作繁杂的注解。简单的制作方法

剔除了对信息和数据的过度包装，更易于观者对主

题的解读。适当综合的可视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如

动态信息图表，也会使信息图表更富吸引力。 

5  结论 

信息图表对设计者来说是一个收集信息、整理

信息、可视化信息的设计过程[13]，对观者而言，则

是一个解读和传播信息的工具。如何使收集的素材

信息在整理后具有逻辑性和关联性，并保证完成的

信息图表对观者具有易读性、可理解性，是信息图

表设计的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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