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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新的视角去研究公交站台座椅使用率较低的问题。方法 通过公交站台座椅使用环境和使

用人群心理的调研和分析，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个人空间对公交站台座椅设计的影响。公交站台座椅的使

用者地处开放空间中，个体之间存在着心理上的安全距离，他们不愿意与陌生人紧密地坐在一起，因此

座椅的设计必须考虑心理修正量带来的影响。结论 公交站台座椅不仅要满足使用者生理尺寸需求，还

要考虑到个体心理所导致的空间距离因素。 

关键词：个人空间；开放空间；心理修正量；人际气泡；心理距离；人体尺寸百分位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7)16-0221-04 

Influence of Personal Space on the Bus Stop Sea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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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2.Guangdong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Innovatio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on the problem of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bus stop seat from the new angle of view.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rowd psychology, it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space to 

the design of bus stop seat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urban open space, there is a psychological safety distance between 

individuals, they don't want to sit together with a stranger close contact, so the seat design must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orrection. Bus stop seat is not only to meet the users' physical size requirements, but also to consider the 

space distance caused by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KEY WORDS: personal space; open space; psychological correction; space bubbl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ercenti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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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科技化和人性化，人们

越来越多的感受到这种服务体系所带来的便利。公交

站台座椅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一部分，为站台上候

车的人群提供休憩的场所，它的形态和结构不仅要体

现出一定的艺术效果和实用要求，而且还需要满足人

群使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因此，设计师在考

虑使用场所、美观、结构、维护和安装、人体尺寸等

因素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使用者行为心理所要求的

个人空间因素。 

1  公交站台座椅使用人群的心理分析 

公交站台座椅是户外公共座椅的一部分，它

是人们在候车出行时的重要辅助设施，它地处城

市开放空间之中，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个体相

互之间比较陌生，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心理空间并

不是敞开的，反而自我保护意识更强。使用者并不喜

欢紧密地与陌生人坐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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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身体周围都存在着一个因人而异的私有空间

范围，称之为个人空间或者人际气泡[1]。个人空间起

着自我保护的作用，是一个针对来自情绪和身体两方

面潜在危险的缓冲圈，以避免过多的刺激，私密性不

足或身体受到他人攻击。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使人类

需要心理上所需的最小空间作为保障。个人空间像一

个围绕着人体的看不见的气泡，随着人体的移动而移

动，有着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不允许“闯入者”

进来[2]。当陌生人靠得太近时，可能侵犯了别人的个

人空间，个体会感到焦虑和不安，这时候个体会做出

防卫的姿态，例如心理上的戒备和动作上的自我保

护，或者远离侵犯者，离开原来那个位置。 

大多数公交站台座椅能完全满足使用者的生理

尺寸要求，但是开放空间之中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心理

意愿却经常被忽视，大多数个体并不愿意与陌生人靠

的太近或者紧密接触，距离太近会让人感觉有压抑

感、不安全、无私密性，这些心理情感体现在个体的

行为上就是不愿意与陌生人坐的太近，因此在设计公

交站台座椅的时候还要考虑个体之间的空间距离。 

人类学家霍尔把每个人的周围区域按距离划分

为 4 种类型：亲近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众

距离[3]。这种由个人空间导致的人际距离受到环境因

素、个体之间熟悉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个体关系和不

同环境因素都能导致人际距离的大小不一。而实际

上，公交站台座椅使用者之间产生的空间距离，不能

完全照搬霍尔的人际距离理论。例如，霍尔理论中社

会距离和公众距离都大于 1.3 m，而实际生活中，公

交站台座椅相邻座位之间的间距是不可能达到这个

值的，因为空间是有限的。由于受到民族、宗教信仰、

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影响，不同人群的人际距离也

各有差异。霍尔的人际距离是以美国西部中产阶级为

研究对象，它是基于个体之间进行交往时保持的距

离，而公交站台座椅处在有限的空间内，使用者并不

直接相互交流，不需要触觉的感知、视觉的直接碰撞，

并且他们逗留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公交站台座位之

间的间距没有人际距离那么大，但是也必须保证一定

空间隔断。 

2  公交站台座椅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公交站台座椅的最大用处就是体现坐具的功

能，它的好坏要以使用者的的评价来作为标准，而不是

设计师的主观臆断。公交站台座椅所处的环境因素、座

椅的人机学因素、使用者的状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使用

者的选择意愿。座椅是否挡雨遮阳、座椅是否干净、座

椅高度是否合适、座椅宽度是否符合生理尺寸、使用者

是否携带重物等这些因素都是设计师在正常设计中考

虑比较多的，但是还有一个因素经常被忽略掉，即个体

之间的心理因素所形成的个人空间距离。 

公交站台座椅大多数是无靠背条凳、带靠背条

凳、单人座椅这 3 种主要结构形式。前者居多，因为

在实际生活中，公交站台座椅是没有专门清洁人员打

扫卫生的，一般的都是顾客自己自带纸巾擦拭，即使

有靠背，他们也不情愿把后背交给这个卫生情况未知

的靠背。有时候使用者可以亲自解决卫生问题，但是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坐？人适应产品，产品适

应人这是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公交站台座

椅应该让产品尽可能适应人的需求，作为公共服务设

施，应该更人性化，从顾客的心理需求上着手解决。 

人的行为心理感受体现在座椅的位置选择和布

局方式上，只有尺度合理、环境宜人的公共座椅才能

够受到人们的欢迎[4]。常见的公交站台座椅形式见图

1，一个长条凳子，座位之间没有任何的界限区分，

当第一个使用者坐下后，另外一个使用者会选择双方

间隔一定的距离坐下来，使彼此之间有相对独立和轻

松的空间缓冲范围，这样的选择两个人都能接受，也

不会形成空间上的压抑和不安，但是他们中间的空位

被浪费掉了，后来的人宁愿站着也不情愿坐在他们中

间的位置。长条靠背椅见图 2，根据公交站台的空间

来设置，为了让双方不产生心理上的负担，彼此双方

会选择合适的距离坐下来。一旦别人闯入人际气泡范

围，会造成心理压力而进行位置调整[5]。 

 

图 1  条形座椅 
Fig.1 Bar seat 

 

图 2  带靠背座椅 
Fig.2 Seat with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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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时段对公交站台座椅的使用情况分析，

使用者喜欢坐在椅子的两端，让中间有足够的距离与

对方间隔开来，即使在人口密度比较大的时候，使用

者也会尽量避免与人肩并肩的坐在一起，而是保持一

拳之隔，因此，在设计座椅时，合理分配座椅座位的

宽度，满足使用者的心理空间需求，才能让使用者愿

意使用这些座椅。 

3  公交站台座椅设计构想 

座椅设施的布局必须考虑空间的使用功能和人

的行为心理特征，合理定位座椅设施，这对提高座椅

的使用频率，提升空间的吸引力尤为重要[6]。在人机

工程学中，产品的设计尺寸通常是根据产品的使用特

点，选择合适的人体尺寸数据，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

理需求，同时还需要考虑使用者的着装和手臂活动尺

寸。公交站台的座椅在满足生理尺寸外，还需要考虑

个人空间产生的距离，只有满足了个体之间的心理距

离，才能让处在开放空间中的陌生人愿意并排坐在一

起。 

3.1  人体生理尺寸需求 

公交站台座椅要实现功能上的满足，首先必须符

合人体的生理尺寸要求。要让人坐的舒适，必须根据

人体工程学中人体尺寸数据综合考虑。人坐在椅子

上，足部能够自然地放在地面上，椅子面的宽度必须

满足人体臀部宽度，肩膀不会接触到相邻的人，手肘

自然摆放时不会影响到相邻座位的人，这些生理上的

尺寸要求必须设计到位。根据人体的臀宽、肩宽、小

腿高、肘部宽度，可以推算出椅子的基本尺寸数据。

然后根据人体测量数据去选取合适的人体尺寸百分

位，人体尺寸百分位是人机工程学中有关人体尺寸的

概念名词，它表示等于和小于某一人体尺寸的人占统

计对象总人数的百分比[7]。在设计上满足所有人的要

求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满足大多数人。 

上述生理尺寸数据都是裸测的尺寸，而座椅应该

保证人在正常活动时不受影响，因此还应该加上一定

的功能修正量。例如，着装修正量，因为穿衣服等外

在因素而增加的尺寸；动作修正量，人坐下的过程是

一个动态的，手臂的摆动应该也需要一定的空间范

围，由此也会增加相应的尺寸修正量。 

3.2  个人空间需求 

在设计中一些仅凭生理尺度构成的人与物的关

系并不一定符合人的心理尺度[8]。心理修正量是指为

了消除空间压抑感、恐惧感或为了美观等心理因素而

增加的尺寸修正量。而公交站台座椅处在开放空间之

中，个体之间不需要言语和眼神的交流，停留时间短

暂，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无形的个体空间距离，当别人

侵犯个人空间时，会引起反感和不安。这种心理上的

不安会影响到使用者对座椅的使用评价，因此，在设

计座椅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考虑。 

3.2.1  设计留有余量 

个人空间随着人体的移动而移动，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伸缩，在边界开放的环境中个人空间相对较小。设计

座椅尺寸时，选择符合人体的生理尺寸数据和着装修正

量后，还应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碰撞接触，因此应该适

当增大设计的尺寸数据，使座椅的宽度还留有余量。不

同人群受环境因素、文化程度、个性的影响，他们的个

人空间大小不能一概而定。在不同的公共环境中，人们

对于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要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而对

座椅的选择行为也具有不同的特点[9]。一般情况，使

用者在使用座椅的时候肢体尽量不会相互接触，同时

要保证人的手肘在自然放下时不会相互碰撞，这样的

间距才能给个人空间缓冲的余地。 

3.2.2  设置座位间隔标识引导使用者 

位于凹处、长凳两端或其他空间划分明确之处的

座位，以及人的背后受到保护的座位较受青睐，而那

些位于空间划分不甚明确之处的座位则受到冷落[10]。

在设计座椅时，应该有意识的设置一些座位间隔标

识，这些间隔标识可以帮助使用者找到属于自己的空

间范围，同时告诉别人不可侵犯。有座位间隔的条凳

和座椅，见图 3—4，座椅中间有空隙带作为座位间 

 

图 3  有座位间隔的条凳 
Fig.3 Interval bench 

 

图 4  有座位间隔的座椅 
Fig.4 Spaced seat 



224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8 月 

 

隔标识，使座位带有明显的边界，边界能够方便人从

心理上拉开与对方的距离，使自己处在一个相对较安

全的个人空间中，因此在设计座椅时，可以给座位设

置一些边界，增强使用者的领域感，强化使用者的个

人空间，让使用者能安心的坐在座位上。 

3.3  其他需求 

人们面对户外座椅，往往更加注重的是作品的形

式，而并非其本身实用功能的强大[11—12]。公交站台

座椅是城市街道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体现城市

形象和文化内涵的重要辅助设施，因此，在满足功能

使用的同时，公交站台座椅在材料、色彩、造型方面，

应该与周围环境相适应，与城市文化相协调，给人一

种美感的体验。 

公交站台座椅的材料除了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外，

还应该考虑使用环境的限制。由于受到风、吹、雨、

晒等影响，砖、石和混凝土这类材质在夏天太烫，冬

天太冷，让人不愿意在上面进行正常的休息活动，这

些都会影响到公交站台座椅的使用频率。目前，户外

座椅中采用穿孔金属和玻璃钢等复合材料的座椅使

用效果较好。由于户外设施的特殊性，座椅材料要兼

顾防腐、防水、防晒，易清洁等特点，还应该方便安

装维护，材料要合理舒适。 

4  结语 

公交站台的座椅是服务于人的辅助设施，它的设计

必须围绕着使用者来展开，要让它实现坐的功能，不仅

要满足人的生理尺寸需求，而且需要满足人的个人空间

需要。本文以营造合理、舒适的座椅环境，体现人性化

的设计思想为目标，着重研究了个人空间需求对公交站

台座椅设计的影响，通过满足个体的心理空间需要让使

用者愿意坐下来，发挥座椅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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