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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地铁地图的设计范式，推进我国城市地铁地图的优化设计。方法 从以人为本的信息设

计原则出发，对东京和京都地铁地图设计进行分类研究，分别从线路绘制原则、线路色彩关系、站点 ID

信息、线路时间图、站点可视化、城市轨道交通地图一体化、地铁地图和旅游文化结合的几个方面展开研

究。结论 优良的地铁地图设计有利于信息的传达，并且能够更好地疏导公共空间及推广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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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and Kyoto Metro Map Design 

ZHANG Yan-xiang, GUO Yan-long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design paradigm of subway map and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urban 

subway map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eople-oriented information design, this paper investigate the map design of 

Tokyo and Kyoto subway respectively from line drawing principle, line color relationship, site ID information, line time 

chart, site visualization, urban rail transit map integration, subway map and tourism culture. The excellent subway map de-

sign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can better guide the public space and promote the c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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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铁是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交通工具，是一

个国家发展的加速器，带动了城市间的综合实力发

展。各国纷纷进行城市地铁的大建设，规模的扩大和

功能设施的健全，但是相应的地铁地图信息设计没有

跟上发展的节奏。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汇聚

于此，文化障碍、语言障碍等多种因素交加，造成重

复路段乘车，制造不必要的人流重复。另一方面，会

导致大量乘客咨询线路乘换乘情况等，造成工作人员

负担，导致工作人员数量需求扩增，增加地铁运营成

本。更为重要的是在拥挤的城市中，一次顺畅无阻的

旅程，使乘客对整个城市的好感度迅速增加，对整个

城市的主观印象也会提升。同时也避免因交通耗时而

损失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市民乘坐地铁出行，减少

车辆尾气排放，净化城市空气环境。 

1  东京和京都地铁地图的典型性 

东京地铁地图是全球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 具

典型的案例之一。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较大、人口密

度高、文化背景迥异、线路数量繁多等几个方面。东

京城市化进程发展处于亚洲首位，城市规模和城市化

进度导致了地铁线路的数量增多。东京城市国际化程

度居全球城市排名的前列，被誉为世界城市，来自全

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口在此活动，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此

碰撞，但是东京地铁依然能够井然有序地运营，完善

的地铁地图体系是东京地铁良好秩序的保障。 

京都作为日本典型的中型城市代表，在城市地

铁、城际地铁、火车站点地图一体化程度较为完善。

由于城市化面积中等，城市化进度发展的相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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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点和地铁站点的数量适中，能够很好地在地图

设计中统一协调。京都中型城市一体化的地图，可以

为我国大部分的二线城市交通发展现状做参考。面对

大城市的复杂旅途线路系统，在短期假期旅行中，会

使得游客更愿意选择优质道路服务的中等城市旅游，

带动城市旅游业发展。 

2  东京地铁地图设计分析 

东京地铁指示信息系统庞大，线路数量错综复。

东京地铁地图主要以东京地下铁、都营地下铁、日本

铁路的线路为主，其余地铁线路大都有重合，少部分

分布在东京特殊地段，还有一些旅游景区线路。东京

地铁那么多的线路被主要归类成 13 条，分别用 13 种

颜色来代表。具体的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2.1  多版本地图线路绘制比较 

通过东京地铁地图实地考察和网络搜集，发现有

多个不同版本的地图，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笔

者选取了 3 张代表性的地图，3 种东京已经注册地铁

地图局部对照见图 1，均为东京地下铁株式社发布且

正规注册的地铁地图。以池袋这个地铁站为例，进行

线路图的提取。A 地图的线线路条较粗，线条以直线、

圆弧线、45°角、360°角为主构成，转折点以圆弧处

理；站点以圆形白点为节点，文字在一旁标明，多条

线路交叉的节点用顶层大字白底注明；B 地图的风格

线路较细，线条以直线、45°角组成，折点以圆弧处

理；站点为圆角矩形突出，内心为站点编号，文字信

息在一旁标明；多条线路交叉的站点，以站点组的形

式在圆角矩形框中显示；C 地图的风格线路比较曲

 

 

图 1  3 种东京已经注册地铁地图局部对照 
Fig.1 Three Tokyo subway map has been registered partial control diagram 

折，线条的粗细均有，线条角度多样，站点名字的标

注多样。 

通过谷歌地图截图，提取池袋站点周围的地铁线

路图，发现地理空间线路与以上 3 个版本的地铁地图

存在较大的差异。经过 A，B，C 地铁地图的对照比

较，他们主要以几何形呈现，存在站点之间的联结关

系、换乘关系、线路信息的层级关系。对于站点的实

际地理位置关系较弱，存在地理空间的挤压、变形、

简化等方式处理。 

一般意义上地铁地图的绘制有多种做法。采用比

较多的是匈牙利聚类方法，从匈牙利分级聚类方法得

到的层次结构，用一个大集合的图像来呈现[1]。集群

的代表进行图像绘制，用他们的得分的标准决定，利

用站点之间的关系来绘制。另外一种是研究图像变形

的地图，作为一种工具来调和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不同

比例[2]。还有通过算数的方法，一比一的映射点被定

义，以引导不同点的变形，中间过渡图像误差记录下

来进行优化，然后利用 小二乘法拟合成直线，辅助

地铁线路图空间扭曲，来完成地图的制作[3]。这些绘

制地图的思路是尽量科学的诠释地理空间信息，同时

能够尽量满足人们的视觉需求，能够清晰、易懂、易

寻找的原则，线路一般采用直线和斜线，转折处采用

45°圆角的形式处理。以上东京地铁地图中，只有 B

地图符合这一思路，其余两个版本存在一些的辨识度

的延时，不能快速地给乘客带来便捷。 

2.2  线路色彩层次分明、易分辨 

关于色彩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领域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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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视觉领域。心理学采用刺激机体反应框架模型来解

释人的复杂行为，其认为人的行为是在受到身体内部

和外部刺激后做出的反应[4]。视觉刺激分为 3 个部分：

刺激、机体和反应，刺激来自色彩属性、色彩面积、

色彩形状，之后会刺激到机体产生情绪、认知、行为

的反应[5]，因此不同的色彩因素对理解线路的时间和

辨识度直接相关。其中刺激部分，人眼是依靠光谱的

反射来识别地铁地图中色彩。日本学者 Yasuyo G 

Ichihara 的研究组在色盲人群通用色彩设计研究中，

发现人们的眼球吸收色彩速度偏向暖色系，红色为

佳的反射色彩。在同一时间下，偏向红色光谱的色彩

进入眼球会比较快，人们接受到的色彩信息也比较

快，能够快速的分辨色彩之间的关系[6]。 

在地铁地图线路色彩层次关系中，根据人眼色彩

反射率的程度来进行色彩层次设计。以东京地铁城际

轨道地图的局部为例，提取地铁地图的线路色彩，将

色彩在空间中呈 45°角立体显示，然后分层处理，

后形成地铁色彩层次关系模型，地铁地图色彩层次示

例模型见图 2。红色系反射率 大，在地铁线路色彩

中 先进入人的眼球，因此将红色系放在地图的 上

层，根据色谱反射率依次将线路色彩排在地图上。人

眼对于色彩的反应有时间快慢，就会产生色彩层次空

间感，比较快速地寻找到目标线路。线路交叉的部分

微调，使用对比色来处理，避免重叠色彩出现混色现

象，能够快速地区分节点处的换乘关系。 

2.3  站点 ID 信息简洁、醒目、易懂 

在多个版本地图之间，地铁站点信息存在不同的

表示。尤其是在外国游客使用地铁地图的时候，会存

在语言障碍。多数站点是音译过来的，英语的字符都

比较长，部分站点相似度比较高，外国游客听到和看

到都比较难以辨析，因此产生了地铁地图站点 ID 信

息[7]，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寻找站点。 

地铁地图站点 ID 信息诠释地铁站点的顺序、方

向、辨识度信息，地铁地图站点 ID 信息见图 3。以

池袋／Ikebukuro 地铁站点为例，分为文字信息和指 

 

图 2  地铁地图色彩层次示例模型 
Fig.2 Subway map color gradation sample model diagram 

 
图 3  地铁地图站点 ID 信息 

Fig.3 Site ID information map subwa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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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信息，其中指示信息包括单个指示信息和指示信息

组。具体来讲，单个指示信息包括 3 个指示指标，即

色彩＋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多条线路站点的交叉

点组成指示信息组，其中阿拉伯数字是按照顺序排

列，来指明方向。文字信息包括本国语言或国际语言，

以上共同构成地铁地图站点 ID 信息。这样可以跨越

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外国游客可以根据色彩、字母

和数字的顺序来判定自己去的站点和方向，给国际游

客带来方便。 

地铁站点指示信息用符号框来作为载体，在地

图中醒目易于寻找。地图符号能够抽象地描述一个

具体的地理环境，建立地理实体的行为和地图符号

的映射，能够快速的反应实地地理的信息[8]。单站点

符号框是站点的单个指示信息载体，框的颜色和线

路的颜色保持一致，便于乘客寻找站点。可换乘符

号框是两个及以上站点的交汇处，用黑色的矩形框

作为指示信息组的载体，乘客可以根据黑色矩形框，

判断自己的线路换乘情况，能够快速地在地图中寻

找到作出选择。 

2.4  线路和时间相结合  

地铁地图在时间上也有所结合，方便游客安排自

己的路途时间。东京的地铁地图当中时间线路图，可

以总结为 3 种样式：单变量时间线路图、双变量时间

线路图和多变量时间线路图。单变量时间线路图（地

铁时间线路见图 4）是在一条线路上进行时间呈现，

每到一个站点线路中间白点会显示所需时间。缺点在

于不在起点乘车，不能快速看出抵达目的地站点所需

的时间，需要两个站点时间进行减法运算获得。 

 

图 4  地铁时间线路 
Fig.4 Time subway route map 

双变量时间线路图采用网络的布局形式，图表模

型类似于网格地图，以一个点为变量，对应寻找到另

外一个变量，两个变量交叉网格中的数值，就是两点

的乘车时间。优点在于能够适用于往返线路所需时

间，且不需要计算，便可知道路程所需时间。该时间

地铁图是基于一个固定的时间规律模式，来描述地铁

站点之间的时间变量关系，方便乘客能够快速的计算

路程花费的时间，也便于地铁工作人员的管理运营。 

多变量时间线路图是采用多个变量来控制。在一

条线路存在多辆不同类型地铁，且需要同时显示乘车

所需时间时，一般会采用这种模式呈现。图 4 中以东

京的京王线为例，同一条线路上有速度不一样的地

铁，这时候用色彩和字符来区分不同速度类型的地铁

到达每个站点所需要的时间。 

2.5  复杂地铁站点可视化 

复杂地铁站点的内部信息可视化，可以清晰显示

不同站点出口的信息，便于乘客寻找出站口。以东京

地铁站为例，东京站是火车、城际轨道、地铁一体化

多种类型的站点交汇处，站内结构极其复杂，内部空

间比较大，方向感比较弱，寻找起来也不方便。通过

三维建模的方式，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物体，

来显示站点地下空间的相互关系，用概念化的几何形

体来概括每个物体及其空间位置，着重显示道路关系

和基础应急措施，确保地下空间乘客的基本逃生安

全。在商业空间地方着重标出，往往是多条线路的交

点，汇聚不同方向的人流，以突出空间节点信息[9]。 

复杂站点的外部信息可视化，便于从节点出来寻

找周围的道路信息和地点信息，确保出站后能够精准

的寻找到目的地的方向。通过等距的测量来建立三维

抽象模型，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关系，来表示实地的

地理属性[10]。站点外部空间可视化，都是基于平面图

的基础上进行诠释的，站点站口位置关系明确，由站

点向外越来越概括，信息量依次相应减少。 

3  京都地铁、公交、火车“一体化”地图 

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一种交通工具无法

直接到达目的地，需要地铁和公交相结合。城市道路

系统一体化是由城市规模和城市服务发展水平综合

决定。京都是日本典型的中型城市，市区轨道地图中

包含着公交和地铁线路图，结合周边的地铁站点显示

附近的公交线路。显示了全部的公交站点信息，以交

叉的站点为主，带动整条线路的脉络。到达的目的地

周围没有地铁站点，可以通过地图来进行安排公交线

路，用数字在地铁线路上标明公交的线路。每条线路

的色彩都有区分，相邻色彩之间的色相跨度较大，便

于快速寻找不同线路。 

城际地铁地图和火车站点相结合。城际地铁是未

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填补了高铁和地铁之间的需

求，是城市化进程中交通系统的重要一环。相邻城市

之间地铁系统能够融会贯通，省去换成、出站购票的

繁琐程序，节省乘客的时间。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东京

市内的地铁线路信息，也能够满足周边城市乘客与东

京城市的联系，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有利于城市化

规模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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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铁地图与旅游、文化推广相结合 

地铁地图不但可以指导乘客的乘车线路，同时附

带城市文化推广的使命。一方面推动城市文化传播，

让外地陌生的游客了解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借鉴旅

游地标理论，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针对城市旅游过

程中所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基本旅游行

为，文化旅游要素和站点要素相结合[11]。在距离文化

旅游较近的站点，会有一些图形或文字性的标示，不

仅仅只有地铁线路索引，而且也增强地铁地图的文化

属性，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另一方面结合商业活动提

供给游客便捷，为游客增加信息获取途径，同时也会

给地铁单位带来一些经济收入，进入一种市场机制下

的发展模式，更好地促进地铁地图的推广工作。 

地铁地图中旅游和商业符号性要素多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呈现，快速吸引乘客的视觉。地铁地图的版

面大小有限，旅游、文化推广等相关的附属信息的版

面空间更小。一般采用标志性的符号来代表某一地

点，来连接观者对目的地意向空间认知符号[12]。标志

性符号的呈现分为图像式呈现和图形式呈现。图像式

呈现的优点是真实的场景再现，能够直观地感知周围

的环境，缺点在于图像过于美观，实地的环境因素干

扰比较大，造成图像和实地观赏的心里期待落差。图

形式呈现是通过插画、抽象图形等来代替真实的场

景，优点在于可塑性比较强，可以夸张、可爱、温情、

幽默等。 

5  结语 

截至 2015 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有 25

个城市拥有地铁，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会有 45 座以

上城市将建地铁。我国地铁轨道系统越来越健全，同

时意味着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但是人们日常的城市

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城市轨道交通，尤其是亚洲对高品

质地铁系统的需求越来越大[13]。在这样一种双向刚需

的发展形势下，一张好的地铁地图将会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更重要的是，我国大部分的城市地铁处于发

展阶段，多数城市地铁线路的制定仍处于雏形，根据

具体城市类型和城市化发展现状，可以借鉴东京和京

都地铁地图设计的优点，避免后续不必要的问题发生。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道路系统拥堵

问题越来越严重，通过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健全，缓

解道路拥堵，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促进城市综合水平

的发展，间接提升城市整体的文化形象和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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