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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内部设施的情感化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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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高乘客对于乘坐地体的体验，让乘客更加愉快地接受和乘坐地铁。方法 基于情感化设计

理论，从本能、行为和反思 3 个层面出发，结合乘客对地铁内装设计的情感认知来分析对乘客的影响。

结论 将情感化设计理论融入地铁内饰设计中，并结合乘客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功

能体验、视觉体验，而且能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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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Design of Metro Interior Facilities 

XU Jing, ZHANG Bing-chen, WANG Yan-qu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improve the experience of passengers for the ride, so that passengers can be more pleasant to ac-

cept and take the subway. It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instinct, behavior and 

refl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passengers on the passenger's emotional cogn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metro in-

terior design. Emotional design is integrated into the metro interior design, combining passenger physiological, psycho-

logical needs can help passengers get good functional and visu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good emo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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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交通工具具有运量大、速度快、污染小、运

营效率高等特点而快速融入各大型城市中。当人们在

一天的高压工作之后，渴望从周围的环境中得到身体

上的休息和心理情感的关怀。另外，在“情感化经济

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品的情感价值[1]。地铁内饰

设计也是一样，不仅要在功能性、安全性上满足乘客

需求，更要满足乘客的心理情感需求。 

1  国内外地铁内部设施设计现状 

国外地铁内部设施已经相对成熟和完善，例如法

国的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日本的川崎等机车

制造企业都在地铁功能价值和情感价值等方面有显

著的成就，并拥有自己的强大的综合设计团队。比如

日本地铁特殊人群座椅见图 1，颜色根据不同的人群

需要而有所区分，材质上采用布艺和金属相结合。可

见国外地铁内饰设计师早已开始重视乘客的人文情

感、审美文化、感性体验等心理需求，其产品情感化、

独特化的设计风格也赢得乘客认可 

 
图 1  日本地铁特殊人群座椅 

Fig.1 Special seat on the subway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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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而言，地铁建设起步较晚，地铁的功能

性、安全性等技术问题已经日益完善，但在地铁内部

设施设计上是满足其使用价值，相对缺乏人文情感关

怀。目前国家已经意识到要加大铁路行业的竞争力，

客车设计已经开始注重乘客需求，旅客的心理需求探

究也逐步展开，但是针对客车内饰的设计研究仍然相

对滞后，因此，在我国地铁未来的建设事业中，在满

足运能、运量这些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更应较多投

入到地铁内饰情感化设计研究中。 

2  地铁内部设施与人的情感化分析 

2.1  情感化设计概念 

所谓情感化设计就是通过各种形状、色彩、肌理

等造型要素，将情感融入设计产品中，在消费者欣赏、

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激发人们的联想，产生共鸣，获得

精神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满足[2]。 

唐拉德·A·诺曼将情感化设计分为 3 个层面，第

一层面是本能层面，它对应于人类情感的感官水平，

涉及到人的感官知觉作用。第二个层面是行为层面，

它对应于产品的舒适性、易用性、人性化。第三个层

面是反思层面，对应于用户使用产品后获得的体验，

这与个人体验和回忆有关。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 3

个层面是层层递进又相互作用并联系的关系。 

2.2  地铁内部设施与乘客情感 

黑川雅之曾说：在标准化设计被终结之后，商品

存在的意义就转变成为以取悦社会大众形态为主了，

这一系列变化也让设计理念发生了改变，由原来沙利

文提出的“形式追随功能”过渡到了青蛙公司提出的

“形式追随激情”。地铁内饰设计也是一样,一个得到乘

客认可的地铁内饰设计不仅是功能上的满足，即使是

短暂停留的室内空间，也寄托着人们的精神、情感追

求，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空间。有人情味

的室内空间会让更多的紧张、疲惫的灵魂得到慰藉。 

情感化设计理论运用到地铁内饰设计是从乘客

情感体验出发，结合乘客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精神文

化需求，再从地铁内部基础设施入手，从材料、结构、

功能到产品的可用性、易用性和人性化以及地铁内部

空间整体格调、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都试图让设计元

素成为情感激发的原点和依托[3]。 

3  地铁内部设施的情感化设计策略 

在当前中国地铁内饰的发展现状下，以情感化理

论和用心理需求为依据，乘客情感体验分析见图 2，

结合人性化设计特点，从提升感官体验、设施更加人

性化和增强地域文化这 3 个方面来帮助设计出具有

情感价值的地铁内饰空间。 

 
图 2  乘客情感体验分析 

Fig.2 Passenger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alysis 

3.1  提升感官体验 

设计教育家克劳斯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物

质的世界，人们存在的意义建立在感官之上。感官体

验是人们最基础的乘坐体验，良好的感官体验可以激

发乘客情感体验。提升感官体验重要的是以下 3 个方

面来激发乘客产生愉悦、轻松的本能情感。 

3.1.1  造型样式  

研究表明，有 87 %的外界信息是通过视觉获取

的，美的形态可以让人为之感动[4]。在列车内饰中，

柔润的造型意向会让乘客有更好的视觉舒适感,它与

造型中的曲面形态和弧线有关，让人产生柔顺、易接

触的视觉意向[5]。地铁内饰中应较多采用直线和富有

人情味的曲线，造型应当新颖别致，能够帮助人们建

立和地铁的友好情感关系。日本地铁手环见图 3，其

就极具创意，首先在视觉上捕获乘客的芳心。爱心形

状激起乘客的兴趣，增加人们之间交流的渴望。其次，

这款拉环也缓解了客流高峰时的拉环数量紧张问题，

让短暂的地铁之旅因为手环而变得更加温馨。 

 

图 3  日本地铁手环 
Fig.3 Japan subway bracelet 

3.1.2  色彩搭配  

日本立邦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在同样环境下，成

功的色彩设计可以增加产品 15 %到 40 %的附加值[6]。

从色彩的视觉心理分析，色彩相对于形体和功能更具

有情感影响力，因色彩相对来说更加感性化。研究发

现，在冷色室内空间中，室温 15 ℃时人们会感觉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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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暖色环境下，11 ℃时人们才会感觉到冷[7]。地铁

内饰中更应该注意色彩搭配和协调均衡，提升乘客感

官体验，也能帮助乘客建立舒适、愉悦的本能情感。 

3.1.3  材质选取   

材质是制作产品的基础，天然的材质有助于乘客

产生舒缓柔和的视觉及心理感受[8]。地铁作为一种封

闭式交通工具，更不应该一味地运用金属、塑料等人

工材料，适当采用天然材料和柔软舒适材料，实现环

保的同时减弱高科技带给人冰冷、机械的感觉，达到

高科技和高情感的和谐统一。例如莫斯科地铁见图 4

和英国地铁见图 5，其座椅分别是皮革和布艺材质。

皮革材质让人们感觉质感更强，富有弹性，布艺让人

感觉舒适而亲切，这两种材质都会让人有家的亲切

感，能帮助乘客更快建立和地铁间的情感纽带。 

 

图 4  莫斯科地铁               
Fig.4 Moscow subway     

 

图 5  英国地铁 
Fig.5 British subway 

3.2  设施更加人性化 

行为层面的情感化设计不仅需要实现产品本身

的功能，而且还要提高使用者的满意程度，地铁内饰

中行为层面的情感设计涉及到乘客生理上的舒适感

以及心理上的愉悦感，生理上的舒适感通过提高产品

的使用性、易用性和可用性化来满足，也就是设施设

计人性化[9]。而心理上的愉悦感主要源于人们对于安

全感的需求，如人们对于个人空间、私密感、安全感

的渴望[10]，心理上的安全感需求同样需要地铁内部设

施的细节设计上更加充满人文关怀。 

3.2.1  生理上需求 

行为层的生理情感化设计旨在设施设计上更加

便利、舒适、人性化，从而达到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

求以获得情感上的安慰。下面从关注弱势群体、产品

尺寸更人机两个方面进行生理上的情感设计。 

首先在关注弱势群体上，目前我国 60 岁以上老

人已达 1.4 亿，我国残疾人口已达 8000 万人。面对

这样的群体，需要从他们的生理特点出发，设置一些

特殊空间、特殊座椅等。德国地铁专座见图 6，内部

专为残疾人设计的特殊区域就是很好的人性化设计，

座椅上方的柱状栏杆可以为特殊人群提供抓握，栏杆

上方的标识用来提醒和指引使用者，用红色作为一种

区分和指示帮助人们理解和使用。 

另一方面，在尺寸设计上要符合人机工程学，例

如在座椅设计中，避免大腿有过高压力，座椅高度应

取小腿加足高第 5 百分位的以上的人尺寸，再考虑修

正量，即座椅高为 400～440 mm 最为合适。椅深按

照国家 GB/T3326 标准为 340 mm 至 440 mm，椅面倾

角在 0º 至 5º 之间，以保证当地铁有轻微振动时乘客

能安稳坐在座椅上。另外，地铁座椅需要有腰靠保证

人体脊椎的舒适，且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足够的刚

性，腰靠倾角在 95º 至 105º 之间；腰靠宽度应不大于

415 mm，高度不低于 719 mm 为宜[11]。在为残疾人设

计的区域中，应保证轮椅转弯自由，结合轮椅尺寸，

为残疾人设计区域直径应不小于 1500 mm，最小宽度

应不小于 950 mm[12]。 

 
图 6  德国地铁专座 

Fig.6 German special seat 

3.2.2  心理上需求 

心理层面是对于产品人性化更高层面的发展，应

着重考虑地铁内部空间对于人们心理安全感的满足。

一方面要帮助旅客减少对环境的陌生感，另一方面要

保护旅客的私密感。当人们座位靠的太近时，人们心

理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敌对情绪[13]。可以通过在座椅座

位之间设置扶手帮助乘客建立自己的独立空间，也是

对乘客心理上的保护。另外，地铁上的拥挤常常会增

加乘客心理上的压力[13]，特别是当人们使用扶手或者

拉环时候，那么拉环之间距离设置应更加合理，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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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可以更加人性。法国地铁扶手见图 7 就缓解缓解

了这种心理压力，此种造型帮助降低乘客之间的拥挤

程度，减少了人们之间接触面积，帮助乘客建立个人

私密感和安全感，增加了乘客的心理舒适度[9]。  

 

图 7  法国地铁扶手 
Fig.7 French subway armrest 

3.3  融入地域文化 

在中国,“感”有两层含义，其一，“格也，触也”。

即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对外界的感知。其二，“感也，

动之心也”，感就是心有所动，即情感的触动。反思

层的情感满足与顾客长期感受、个人印象以及回忆有

关，而个人印象和回忆是乘客在长期日常生活和地域

文化氛围中建立的。所谓的地域文化是指在经过历史

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社

会习俗、生活方式等[14]。 从表面上看是指自然风景、

建筑文物、历史人物等，本质上却蕴藏着人们心底的

文化归属感和浓浓的人文情怀。融入地域文化元素的

地铁内饰设计有助于增加乘客对地铁的亲近感，从而

建立反思层面的归属情感关系。 

香港地铁见图 8，其在氛围、格调上赢得了乘客

在乘坐后的体验和感受。整体造型设计与迪士尼卡通 

 
图 8  香港地铁 

Fig.8 HongKong metro 

人物的造型相呼应，窗户以及吊环设计都吸取了米老

鼠的形象元素，座椅的独特转角布局排列方式给人一

种温馨感，转角处摆放的精致的立体迪士尼卡通雕像

更是牵引着乘客的心中的美好记忆。充满地域文化和

人文情怀的内饰设计让地铁极具人情味和亲和力，引

导人们仿佛置身于迪士尼乐园中，有一种贴近生活的

真切感。香港迪士尼的地铁内饰设计体现的是一种科

技与文化的融合，让人们在享受便利交通的同时也能

回归到灵魂深处，达到情感共鸣，自然也赢得了乘客

的认可。 

4  结语 

对地铁内部设施的情感化设计研究和探究，是力

求把地铁内部设施与人的生理、心理、情感等因素的

一种融合和平衡，在情感化设计理论的指导下为地铁

内饰的造型、材质、色彩等方面设计出满足人们情感

需求的产品。这里分析了乘客情感体验的重要性，指

出了影响乘客情感体验的地铁内部设施要素，提出了

地铁内部设施情感化设计策略，为地铁内部设施设计

提供了参考，有助于乘客在选择地铁这一交通工具时

获得更加愉快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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