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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规范与设计方法，提升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设计的规范性和标

准化。方法 通过分析符号的特性以及在地震灾区所发挥的作用，明确标识符号设计规范化和标准化的

重要性，对国内外现有公共标识符号的设计规范进行研究，并展开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设计实践。

结论 规范化、标准化图形符号具备构建秩序的特性，基于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设计规范进行了设计实

践，总结出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常用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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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 and design methods of public seismic symbols,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public seismic symbols desig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ole in 

the earthquake stricken areas, it clearly identifies the importance of symbol design and standardization, studies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xisting public symbols, and carries on the design practice of public seismic in-

formation symbols. The standardization graphic symbol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der construction, the design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symbols, and the common design methods of public 

seismic information symbols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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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突发性和强破坏性会直接打乱受灾区域

原有的社会秩序，建筑物损毁、通讯中断、交通受阻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这必然会导致灾区现场更

加混乱，失序的震灾现场对地震救援工作有着巨大的

负面影响，严重降低了救援效率。规范化的地震公共

信息标识符号可以快速建立灾区秩序，因为符号元素

以图形为主要特征，用以传递某种信息，它可以指导

人们的行动，提醒人们注意或给以警告等[1]。 

1  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特性及作用 

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是无声的指挥员和信息

员，可以有效地引导受灾民众的疏散与安置及救援工

作的开展，是构建灾区秩序的有效手段。 

1.1  标识符号辅助建立震后灾区秩序 

标识符号设计理念的核心内涵是标准化和规范

化，标准化的目的体现于“获得 佳秩序和社会效

益”[2]。在这里所讲的“ 佳秩序”是基于符号的标准化

特点提出的，标准化的图形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意

义，对象之间存在形象、逻辑或维度关系上的联系[3]，

可以突破国界与语言文字的限制，以直观易懂的图形

快捷有效的指引人的行动，从而可以在一定范围规范

内建立行为准则，形成秩序。比如地震发生后，灾民



第 38 卷  第 4 期 彭麦福等：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规范和设计方法 193 

 

若能有效利用标识符号引导进行有序地自我疏散，可

以稳定灾民情绪，减轻现场的混乱与恐慌。另外，由

于地震救援需要不同国家、地区、组织的各种救援力

量，各救援单位间的信息传递也是影响救援效率的关

键因素之一，用标准统一的标识符号在救援现场进行

标记，会有效地实现国内外救援工作的衔接，避免重

复搜救，提升救援工作的有序性和救援效率。 

1.2  标识符号的“最佳社会效益” 

标识符号可以节省很多社会资源，同时具有跨文

化性，不受文化程度和语言国界的限制，可以产生

佳的社会效益。比如，在地震救援中，利用标识符号

的跨文化性，辅助不同国家救援队伍的信息传递及不

同文化背景的受灾民众疏散安置。 

2  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图形设计规范 

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设计具有规范性，不能单纯

追求设计者个人的喜好或设计风格，在设计过程中必

须具备公众意识，这样设计的标识符号才具有通识

性。欧美地区在标准化标识设计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很多公共信息标识符号已在世界各国推广使用，并且

形成了标准。因此，在设计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时

应该全面了解并掌握现有的规范和标准，这样既可以

提高设计效率，又方便与世界接轨。 

2.1  标识符号的形状 

对于标识符号的外部形态，国内外有几种通用的

形状：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5]，见图 1。目前大部

分国家的道路交通标志把圆形作为一种禁止图形，如

交通禁令标志[6]；把方形作为一种指示性图形，主要

表明信息的引导、告知等指示性指令；把三角形的作

为警告、警示图形。这些标识符号的外部形态决定了

内部图形的性质，因此在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设

计中尽可能沿用这一规范，否则影响标识符号的适用

性。 

另 外 在 标 识 符 号 中 还 有 一 种 常 见 的 符 号 形 态

——箭头符号，这种模拟“箭”的象形符号对于指引方

向有着极高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充分使用。在

方位的指引中箭头符号有着不可替代的高效性，在地

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设计中，箭头符号也是不可缺少

的，对于箭头标识符号，我国也制定了部分箭头符号

的设计说明，见图 2。 

2.2  标识符号的构成要素 

标准化的标识图形符号（见图 3）一般都会采用

边框、图形符号和底色，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通过

边框的形状，可以明确区分标识符号是指示符号、警

告符号还是禁令符号；通过边框内的具体图形，标识

符号所指出的具体信息。 

2.3  标识符号的色彩 

对于标识符号的色彩我国也有相关规定，比如用

红色表示“禁止”“停止”“危险”等，用黄色表示“警告”，

用蓝色和绿色表示指令、安全等，蓝白色组合大多用

于提示类的信息标识，绿白色的组合多用在应急指示

信息如紧急通道、应急出口等。 

 

图 1  通用标识符号 
Fig.1 General symbols 

 

图 2  箭头符号 
Fig.2 The arrow symbol  

3  国内外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设计中存

在的问题 

目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已设计发布了少

量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我国北京天津、河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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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警告标志 
Fig.3 Warning signs 

出台了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通过对现有标识符号

的分析比较，发现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1）地震公共信息符号不统一。缺少设计规范，

没有形成标准，不同的国家不同救援机构所标注的标

识图形各异。以应急避难场所标识符号（见图 4）为

例，国际搜救组织使用的标识符号与日本发布的符号

存在很大的差异。 

  

   a 国际搜救组织                b 日本 

图 4  应急避难场所 
Fig.4  Comparison of emergency shelter 

2）把专业符号作为公共标识符号使用，认读性

差。现有的地震信息标识符号大都是救援队和灾害评

估专家使用的专业符号，不具备通识性，只有受过专

业训练的特定人群才能准确认读，比如救援人员会在

建筑物喷涂的搜救标识符号（见图 5）。 

 

图 5  建筑安全等级标识 
Fig.5 Building safety level identity  

3）以文字代替标识符号，局限性大。目前国内

建筑安全等级评估标识大都是文字（见图 6），这样

标识符号的信息传递将会极大的限制。 

 

图 6  搜救结束标识 
Fig.6 The rescue end logo 

4）标识符号数量少，不能全面覆盖地震公共信

息节点。地震灾害是综合性的，不但破坏性广泛还会

产生新的次生灾害，导致地震公共信息节点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地震灾区仍普遍存在文字提示标语（见图

7），缺少相对应的标识符号。 

 

图 7  提示标语 
Fig.7 Prompt slogan 

4  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的设计方法 

图形是一种传达视觉信息的符号，图形语言虽然

不像文字语言那样有严格的社会约定性但具有很强

的意指作用[7]。利用图形进行信息符号设计，把信息

和图形符号进行有机的关联编码，将信息内容图形

化，从而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笔者通过对大量通用

公共信息符号的分析以及设计实践，对地震公共信息

标识符号的设计方法做了一些总结。 

4.1  标识设计要体现应急性   

基于地震救援的特点，地震公共标识符号分为应

急疏散标识、灾民安置区标识、应急医疗标识、建筑

物安全评估标识和搜救标识几个模块，其中应急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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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在地震发生时或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使用，因

此，如何让民众在短时间内就能找到标识并进行持续

引导是这一类标识符号的设计关键。为此，笔者从 3

个方面展开设计：首先对标识符号进行色彩编码，采

用绿、白色，绿色作为底色，白色为图形色；其次采

用组合型设计，在标识设计中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图形组合，比如采用箭头和应急避难场所标识的组合

作为“应急疏散指路标识”（见图 8），从而强化标识的

指引功能；再次多元化的应用设计，地震灾区的基础

设施往往会被破坏，所以标识设置就需要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设计了悬吊式、漂浮式、喷涂式等多种标

识符号应用形式，还可以在路面、建筑物表面利用标

识模具进行标识符号的喷涂。 

 

图 8  指路标识 
Fig.8 The way identity  

4.2  图形设计要形简意准 

在标识符号的设计中只保留关键作用的图形，尽

量减少图形的数量保障标识的直观易读。在图形的细

节处理方面，抓主要特征，忽略修饰或不必要的结构，

将复杂图形分解，再用其 典型的细节进行图形表现
[8]。比如 1987 国际标准化组织确定的紧急出口标识

符号（见图 9）[9]，标识符号是有“人”和“门口”两个

要素构成，没有加入其他视觉图形，“人”只保留了

重要的细节——奔跑动态，以此意指紧急；为表现

“人”的形象，只保留了头、躯干、四肢这些形成人形

的关键细节，删除了手、脚、五官等细节。笔者在针

对“应急医疗救助”（见图 10）这一信息进行标识设计

时，考虑到应急医疗救助属于临时医疗处置，是在地

震现场对伤员的受伤情况进行大致判断和简单处置，

之后会根据伤者情况送往安置点医院或转移到大型

医院。基于这一特点，笔者对整体图形的设计采用了

“担架”和“人”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由“担架”意指紧急、

临时，在细节处理方面删除了手、脚以及绷带等，保

证图形的清晰度，突出主体信息的表达。 

4.3  利用直观形象的记忆优势 

地震发生后，人的心理处于恐慌状态，对事物的

分辨力下降，需要在短时间内解读标识符号的内容，

这就需要地震信息标识符号必须具备更强的视觉冲

击力和更高的识别度。一般来讲，人们总能够在短时

间内识别出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形象，对陌生的或不常

见的实物形态的认读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进行

地震标识符号的图形设计时，选用人们熟知的、生活

中常见的典型事物形象作为蓝本将会提高标识符号

的识别度。比如应急供电标识符号设计，在陕西省地

方标准应急供电符号设计中采用柴油发电机的造型

（见图 11）[10]，但普通百姓很少见发电机，即使偶

尔见到也不容易记住发电机的样子。所以我们在设计

应急供电信息符号时，放弃柴油发电机的形象，转而

采 用 更 容 易 让 人 联 想 到 “充 电 概 念 ”的 “电 池 ”（ 见 

图 12），在设计时选用“汽车”、“电池”和“灯”3 个视觉

元素，用电池提供电来照明，肯定是临时供电，带警

灯的汽车图形则强化了紧急、应急概念，相比发电机

的标识符号更容易被识别，更易理解。 

 

图 9  紧急出口 
Fig.9 Emergency exit 

 

图 10  应急医疗救助（草图） 
Fig.10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图 11  应急供电 
Fig.11The emergency power supply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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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应急供电草图 
Fig.12 The draft of emergency power supply 

4.4  线面结合以面为主的扁平化设计 

标识符号的设计要考虑到视觉识别度的问题，整

体的、大块的形象具有较高的视觉度。用“面”来造型，

也就是实心图形，与“线”和“点”相比视觉冲击力和清

晰度（见图 13）会更好。若图形必须要有“线”或呈现

出“线”的形态，则应该用粗线条，粗线条既可以减少

细节，同时可以保证远距离的视觉识别度。设计中采

用形式追随功能的扁平化设计理念，注重图形的功能

性，以信息传递的本质性元素为图形设计主体，减少

认知障碍，有效提高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快捷性。 

 

图 13  急救箱标识 
Fig.13  First aid box 

4.5  科学合理的画面比例增大标识面积 

图形符号的长度和宽度应该尽可能的接近，长度

与宽度对比反差过大的标识图形在识别和辨认中容

易产生问题，特别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等比例扩大或缩

小画面时容易造成符号变形，中国标志设计研究中心

主任牟跃教授经过长期研究指出，图形符号的 大长

宽比例不宜超过 4︰1，这样的比例限制会使图形更

为紧凑，所以科学合理的比例既能保证符号的视觉识

别度又方便制作和使用。另外，在实际应用中地震公

共信息标识牌的面积要比普通导视标识牌大很多，标

识牌与周围环境会形成一定的反差，从而保证标识的

视觉识别度，更好地起到引导作用。 

4  结语 

地震公共信息标识符号在地震救援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作为公共信息标识符号，其设计不能像普通

的标志那样强调差异化，恰恰相反，公共信息标识符

号在设计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符合目前已有的通用

标识设计规范，这样才能拓宽使用范围。通过近几年

本项目组的不断研究，尝试着总结了标识符号设计的

方法，以此对部分地震公共信息进行图形符号转化设

计，在标识符号的认读实验中也得出了一些体会。 

1）标识符号的设计要符合我国的民族文化习俗。

美国应急食品供应标识用刀叉图形，在我们的标识符

号认读实验中，我国偏远山区的高龄百姓和低龄儿童

对这一标识的识别率很低，而对碗筷图形的应急食品

供应标识符号轻松认读。 

2）文字标识尽可能转化为图形符号。文字有其

自身的局限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字有着很大

的差异，阻碍信息传递。比如 2010 年我国青海玉树

地震发生在藏民居住区，由于语言、民族习惯与我国

的其他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灾救援过程中信息

的交流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大部分藏民对用汉字书写

的提示信息看不懂，一度造成疏散困难，救灾秩序得

不到维持[11]。 

3）地震救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救援人员在展

开救援前、救援过程中以及救援结束后都要做相应的

喷涂标记，因此，在设计此类标识图形时要考虑到标

识符号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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