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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地铁空间内的盲人导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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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盲人的认知出发，以盲人的感知设计为导向，提出以多感官代偿为核心的研究思路，解

决盲人在乘坐地铁时遇到的系列识别问题。方法 通过分析视觉以外的各种感官的识别代偿方法，以及

盲人乘车遇到的问题，将地铁空间的盲人导识系统划分为“识别无障碍”和“行为无障碍”两部分。从

识别的内容入手，又将“识别无障碍”划分为“方向识别无障碍”和“信息识别无障碍”，并通过分析

各个部分的结果，最后提出设计建议。分析地铁空间的“地标知识”、“路径知识”和“场景知识”，从

而为“行为无障碍”的设计提出理论依据。结论 从“导视”到“行为”是一个连续的识别过程，不能

只设计“识别无障碍”和“行为无障碍”，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提升盲人的导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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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d Guides the Design Suitable for Undergrou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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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ianjin Chengjia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2.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School of Design, Tianjin 30014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identify the origin of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ind, the multi sensory compensation as the 

core, research ideas to the blind perception oriented design,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identified in the subway of the 

bli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sensory organs except vision, the compensation methods, and the problems en-

countered by the blind people, the blind guidance system of subway spac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dentifying barrier 

free" and "behavior accessibility". Starting from the content of identification, the "barrier free" is divided into "direction 

identification barrier free" and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barrier free", and the desig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c-

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part. Starting from the spatial knowledge needed during the walk, it analyzes the 

"landmark knowledge", "path knowledge" and "scene knowledge" of the subway spac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behavior barrier free". From the "guide" to "ac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recognition. Not only unila-

teral design "identification barrier free", nor unilateral design "behavior barrier free"". Only two combinations can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bility of the blind guidance system. 

KEY WORDS: blind guidance; subway space; sensory compensation; barrier free 

根据我国第二次对残疾人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

显示，全国视力残疾者有 1263 万人，占总人数的 1%，

虽然部分视力残疾者通过盲校教育已经掌握了定向

行走的基础方法，具备了单人外出的能力，但在现实

生活中，通常盲人还是采用与明眼人结伴而行的出行

方式，避免外出过程中遇到阻碍。美国在其针对盲人

外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盲人外出经常会发生撞头和

失足跌倒等事件，在发生这些情况后，盲人变得不愿

独自出行。我国盲人外出面临的困难和美国有所不

同，在国内，盲人出行面临着找地方、过马路、搭乘

交通工具等困难，特别是搭乘公交车和地铁所面对的

困难尤为突出。就地铁而言，问题主要体现在目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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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容易迷路、看不见指示牌、容易错过乘车信

息、行走路径不明确、乘车时容易撞到他人、盲文指

示符缺乏实用性、台阶不够规范等方面。由于设计师

只从单一的方面进行导视的设计，这便导致了相关环

节的脱节，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盲人无障碍导识的

设计是一个系统化的设计过程，无障碍标志的导识建

立在建筑物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基础上，因此好的盲

人导识系统应该是一个具有完善基础设施与明确的

无障碍标识的综合体系。 

在形式上，盲人无障碍导识系统应包含多感官的

信息。在行为上，应表现为连续的动态过程，即先识

别无障碍，后行为无障碍。一旦识别出现问题，会直

接导致后续的行为错误。识别无障碍主要指的是在地

铁环境内，盲人所获得的信息无歧义并且易识别，一

般包括方向识别无障碍和信息识别无障碍。行为无障

碍多指盲人在行为发生过程中的感知和判断，保证其

顺畅的行走。设计师应从方向识别无障碍、信息识别

无障碍以及行为识别无障碍 3 个方面关注地铁空间

内的盲人导识设计，并且进行全面的探究与思考。 

1  方向识别无障碍设计 

方向识别贯穿于盲人的整个乘车过程中，是无障

碍导视识别系统设计的基本内容。国内外通常采用感

官代偿的方法进行方向指引，原理就是通过刺激盲人

除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在其视觉中枢形成关于环境

关系的空间表征，从而指导其行为的过程。通过以下

3 种形式，可以进行感官识别无障碍设计的系统增设

与改进。 

1）听觉识别设计。盲人有较高的听觉注意力、

听觉记忆力和听觉选择力。由于听觉和触觉都是盲人

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所以在道路节点处，可结合触

觉标识有意识地布置铃声、钟声等单音节的听觉指

示，以此帮助盲人分辨方向。例如天津地铁 1 号线的

东南角地铁站的 A，B，C，D 出口示意图，见图 1。

此站是换成车站，有 4 个不同的出站口，这种较复杂

的位置布局对明眼人而言，尚且容易造成走错出站口

的情况，而盲人要想找到正确的出口则会更加困难。

如果可以在 A，C 出口和 D 出口处分别安放上具有不

同韵律变化的单音节铃声或钟声播放器，就可以起到

帮助盲人确定路线的作用。其他的声音提醒装置可以

安放在行走路径的定位标识上或触觉地图上，这种声

音提醒的内容和铃声、钟声不同，是用语言叙述的方

式来指引方向。行走路径上的声音提醒装置见图 2。

这里所涉及到的描述形式有两种：路径角度描述和场

景角度描述。前者是以自我为中心参照框架进行指

引，类似于地面导航仪，例如“直梯就在你的左手边”。

后者从地形角度进行描述，涉及东西南北的主方向或

是场景之间相互关系的阐述，如“直梯就在休息座椅

的前面”或“直梯就在你的南面”。研究表明，盲人偏

好接受从路径角度出发的方向指引，这样能使他们快

速做出行为判断，因此，设计师在设计指示语言时，

更应该从路径角度出发进行方向指导设计。 

 

图 1  天津 1 号地铁东南角站 A，B，C，D 出站口示意图 
Fig.1 Tianjin No.1,A,B,C,D DongNan Jiao Station subway 

station sketch map 

 

图 2  行走路径上的声音提醒装置 
Fig.2 Sound reminding device on walk path 

2）是触觉识别设计。在五感中，触觉对盲人的

感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盲人大多通过指尖触摸来

获取指引。设计师在设计方向图形时，首先，应尽量

产生大量的压觉刺激对比。有很多盲人都有这样的经

历，在对一些图形进行触摸时，分不清触觉图像中的

等腰三角形和等腰梯形的图形特征，这是因为触觉图

像触点不突出而造成的图形特征不明确的结果，因

此，加大压觉刺激从而提高触点的高度可以突出图形

的特征，见图 3。其次，要提取重要的区别性特征。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带有尾巴的箭头，箭头上的尾巴对

于盲人而言是没有必要的触觉元素，它不仅不能强调

信息的内容，反而影响盲人对图形的识别，让盲人感

到迷惑。带尾巴的箭头见图 4。设计图形时要关注图

形的信息，尽量提取最简化的图形符号进行设计。最

后，图形表面的设计必须平滑。由于盲人的触觉能感

知大部分信息，以及感知目标物体的表面性能和物理

特征，而指尖是手上含有触觉细胞最多的部位，所以

盲人的指尖如果被刮伤或擦破，则会直接影响盲人的

信息判断。 



58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12 月 

 
图 3  等腰梯形与等腰三角形触点 

Fig.3 Lsosceles trapezoid and isosceles triangle contact 

 
图 4  带尾巴的箭头 
Fig.4 Arrow with tail 

3）是嗅觉识别设计。嗅觉是盲人除触觉和听觉

以外的重要感知手段，盲人善于利用嗅觉辨认不同味

道。在品尝东西时，盲人能把闻到的气味传递给大脑，

从而指导大脑记忆。嗅觉产生的记忆系统与视觉产生

的认知完全不同，它更接近被嗅物体的特征，而不是

视觉所记忆的色彩、材料与形态。当今国内外设计师

很少利用嗅觉进行无障碍设计，但并不表示这种感知

不适合盲人。200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Richard Axel

和 Linda B.Buckt 通过研究发现，目前可以用来合成

气味的气味受体（即气味元素）约有 1000 个，虽然

数目不多，但它们组合生成新的可被识别的气味，而

目前可被人类识别的气味约达 1 万多种，这就意味着

设计师可以利用市面上已有的嗅觉材料和气味合成

技术来进行嗅觉无障碍的尝试，例如市面上已经有了

利用香味油墨进行食品包装和邮票印刷的技术。将某

一方向的换乘通道墙面刷上带有特定香味的香味油

墨或印上带有香味的图形，并形成统一的气味规范系

统，这样不仅可以为明眼人的识别带来方便，还可以

帮助盲人借助嗅觉锁定自己要去的位置。 

设计师还可以将不同的感觉代偿系统复合在一

起使用，比如触觉和听觉代偿视觉，听觉和嗅觉代偿

视觉，嗅觉和触觉代偿视觉。盲人方向的无障碍识别

就是要通过多种感官的干预，从而帮助盲人寻找正确

的方向，这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信息构筑过程。 

2  信息识别无障碍设计 

盲人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包括触摸阅读和听取

信息。触摸阅读是盲人深度阅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

法能够给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帮助盲人获取信

息的有效方法，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盲人教学。在无

障碍导识的系统中，设计师需要注意的影响触摸阅读

获取信息的因素主要有三种。首先，是用户头脑中的

经验。盲人分为先天残障和后天残障两种，后天残障

人群曾经拥有过视觉经验，所以当阅读到相应的信息

时，他们能够理解、辨认。先天残障人群对事物的认

知都是通过他人的描述进行记忆的，有些抽象的阅读

内容很难被先天残障的盲人理解、辨识和记忆，因此

在进行地铁内部信息的设计时，要注意盲文的信息沉

余度，尽量避免多余信息的出现和抽象信息的干扰。

其次，是用户的触摸习惯。盲人在触摸图形或图像信

息时，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扫描方式，而触摸文字时

通常从左往右进行触摸，这就要求设计师在编排信息

时，必须按照盲人的习惯进行编排。最后，是信息触

觉 的 分 辨 率 。 人 的 手 指 尖 之 间 的 分 辨 阈 最 大 为

2.5mm，这个参数就相当于触觉的分辨率。触觉的分

辨率要比视觉的分辨率低很多，因此在进行盲文或图

像的触觉设计时，要注意图像和文字不要过于密集，

尺寸的设计不能过小。盲人的听觉不仅具有被动接受

信息的功能和作用，还具有主动辨认方向和记忆认知

事物的功能，例如盲人能够通过声音永远记住发声者

的名字。根据盲人的这一特点，国内外设计师开发了

大量的听觉辅助产品，例如盲人手机设有的语音阅读

信息和电话号码的功能，在上网时盲人可以通过声音

阅读网络内容，在地铁站内相关信息可以在站台内被

广播出来，盲人听到声音信息就能了解到站地点或乘

车车次。盲人的听觉功能也有减弱的时候，当同类型

声音发出同分贝值的大小时，盲人的听觉功能就会严

重减弱，因此在地铁内的声音导引应该力求安排差异

性的声音信息，避免同质化的信息同时发声。设计师

可以为盲人设计一款蓝牙耳机，使盲人只接受为其定

制的专属声音信息。例如一款叫做 Eye Stick 的光手

杖，见图 5。这款手杖的特点就是利用蓝牙耳机进行 

 

图 5  Eye Stick 光手杖 
Fig.5 Eye Stick light 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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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它的工作原理是结合光和超声波来探测前方的

障碍和地形变化，再通过震动和蓝牙耳机两种方式进

行反馈提醒。手杖还配有图形传感器，手杖上的镜头

具有扫描功能，系统对纸币、条形码、二维码等代码

防伪技术能够自动识别，并通过蓝牙连接再以语音的

形式朗读出来。 

3  行为无障碍设计 

地铁空间中的行为无障碍目的是要给盲人一种

安全、顺畅的行走环境，主要涉及地标知识、路径知

识和场景知识 3 种空间知识。地标知识是指在盲人行

为过程中遇到的具有特殊气味、声音等区别于其他物

体而存在的空间标志物。路径知识是在地标知识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地标之间的线路连接，它由一串有序的地标

组成。场景知识是随着这些地标知识路径的增加而逐渐

构筑起来的对整体空间的认知。因为空间知识的构建是

按点、线、面的顺序构成，即场景知识是在地标知识与

路径知识有效建立的情况下构建，所以建立行为无障碍

设计应该围绕地标知识与路径知识开展。 

在地标知识的无障碍设计方面，地标物的设置没

有严格的规定，在地铁中任何空间布局都可以作为地

标物，例如地铁中的触觉导向牌、装有特殊材料或发

声装置的站台廊柱、印有无障碍信息的休息座椅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地标物。地标物在布局上要遵循连续

性和秩序性的原则，秩序的布局是指以人们的行为动

向为依据，将无障碍地标物放置在盲人容易触摸到或

者方便预测到的位置。连续性的布局是指将地标物设

施进行连续设置，使之成为序列，由此形成强大连续

的知识系统，从而让盲人在行走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

的信息断点，最终引导盲人顺利到达目的地。 

目前国内地铁内部的盲道设计并不规范，盲道被

占用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些站点的盲道甚至会突然中

断，种种不规范的设施会造成盲人对行走方向的错误

判断。盲道是否通畅是行为无障碍的基础，它是连接

地标物、识别导向、站台和站厅的重要途径，是盲人

定向行走的唯一路径。想要盲道发挥积极作用，这就

要求设计师应该严格规范盲道的设计，例如日本的盲

道在铺设之初就有效地避开了可能出现的障碍物和

复杂线路，见图 6。其盲道的色彩非常显眼，避免了 

 
图 6  日本地铁盲道规划 

Fig.6 The Japanese subway blind tracks planning 

与地面颜色相似而被其余乘客所占用的困扰。日本还

采用铁氧体材料铺设地砖来进行磁性导向，盲人通过

带有磁性传感器的盲杖，可以与地面铺设的标识原料

相适应，从而确定正确的行走方向。 

4  结语 

笔者将无障碍导识系统划分为方向识别无障碍、

信息识别无障碍与行为识别无障碍三个部分，充分呈

现了目前地铁的无障碍导识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对

这些问题进行梳理。这有助于设计师从全方位的视角

对地铁导识的无障碍设计进行研究与改良。识别无障

碍和行为无障碍既是一个连续的识别过程，又是一组

相互关联的无障碍体系，无论是单独从识别角度出发

进行设计还是单独从行为角度出发进行设计都是片

面的，只有整体全面地进行统筹设计才能有效地提升

地铁空间的识别性能。 

地铁无障碍导识设计有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环

境，每一位设计师与研究者都有责任与义务，用严谨

的数据分析、系统的思考、细心的设计不断完善无障

碍导识设计，为盲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无尽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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