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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语境下的地图创意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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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信息可视化的语境下，探析如何通过地图创意设计有效地传达信息，并突出其文化和艺术属

性。方法 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借鉴信息可视化的设计方法，完成对信息地图的设计创作，同时对

信息地图的主题、符号语言、信息的多维整合等方面进行创意解析。结论 通过对信息可视条件下的地图设

计进行探究，提出了信息地图的创意性设计的具体方法，以及在延展应用方面地图设计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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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ign of Map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OUYANG Meng-yuan, XIAO Qin, GAO Jia-shi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how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through map crea-

tive design and highlight its cultural and artistic attribu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we draw 

lessons from the design method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complete the design and creation of information map, and 

creatively analyze the theme, symbol language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map. Through the under-

standing of map design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methods for the creative design of maps 

and the new path in the extension of map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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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类主要将图像和影像作为获取信息的

主要渠道，信息可视化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性，就如

同摄影和录像在 20 世纪的地位。地图作为一种复杂

信息的载体，与信息可视化设计有着必然的联系，并

已成为信息可视化的研究范畴。 

1  信息地图的概念 

目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多学科的交叉融

合，促使地图的设计和生产周期明显加快，其严肃和

单一的表现形式也逐渐呈现转型的趋势。信息地图融

合了可视化的新技术和多元的设计形式，运用插画、

图表等视觉形式来表现空间的内在信息。信息地图的

设计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地貌的符号图形

化，而是扩展到了人文、艺术和经济领域的信息表达。

地图创意设计也不再局限于地图学领域，而是综合设

计学、符号学、美学等领域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发

展，信息地图在设计与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成为一

种新的视觉文化现象。 

2  信息地图的设计特征 

信息地图运用信息设计的方法来组织内容，它从

信息表达的本质出发，强调阐释地图设计中的创意

性，在突破地图“标准化”的制图思路的束缚下，既保

持传统地图的应用功能，同时强调地图的趣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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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文化价值。 

2.1  主题知识化 

当今社会从经济竞争逐渐转向文化竞争，人们对

信息的多元化需求，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地图设计的知

识化发展。除了关于旅游、历史等常规的主题外，大

到历史事件、热点话题等宏观社会主题，小到气味、

生活习惯等微观的生活经验，都可以通过信息地图进

行视觉表现，体现信息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和特征，

从而反映社会、经济、地理现象，以便读者能在现象

中发现规律从而获得知识经验。 

传统的专题地图以单向知识内容为主，地图作为

一种图表工具，目的是使信息表达更为直观。信息地

图将零散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将地图作为完整的信

息图，以图解的方式来传达知识。专题地图与信息地

图的对比见图 1。 

 
图 1  专题地图与信息地图的对比 

Fig.1 Thematic map VS Information map 

2.2  情感体验性 

信息地图利用在视觉语言中与人的情绪、感觉有

关的符号，唤起读图者听觉、视觉、味觉、触觉的不

同感受，激起读图者与设计者之间的创意互动体验，

是对地图理性信息的引导和补充。在信息时代，人们

更倾向于以直观、便捷、轻松的方式接收信息，越简

单易懂的信息越能带给人们好的体验。信息地图通过

创意性设计，融入艺术和情感，使地图更富有趣味和

亲和力，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 

例如设计师 Kate Mcleam 的作品《新港嗅觉地

图》，见图 2。设计师对人们在新港接受到的不同气

味进行可视化，包括从海滩玫瑰的气味到汽车尾气，

或烘培坊的气味。人们在阅读地图上的信息时，就会

联想到当自己闻到不同气味时的感受，达到情感与体

验上的共鸣。 

2.3  融合交叉性 

信息地图的应用形式应该以创新为出发点，与一

切适合的新技术和设计形式相互结合、相互吸收、融

合发展，既可以以二维图形的形式应用在传统地图的

载体上，又可以结合不同的技术，将信息地图的应用

范围进行扩展，从而使地图逐渐由一种工具，演化成

一种文化的符号，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在可视化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现实技术，其通过头盔式的三

维立体显示器、数据手套及立体声耳机等工具，在环

境模拟中进行应用，使人们完全沉浸在计算机创建的

图像里，同时使信息交互变得更便捷、高效。各种有

关地图的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实际上是地图与产品

设计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用创意去激活地

图文化，使地图设计的表现更具时代感。 

 
 

图 2  新港嗅觉地图 
Fig.2 Xingang olfactory map  

3  信息地图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今图古风”是笔者主持的一项信息地图的设计

项目，该项目通过对中国古地图的视觉语言进行整理

和分析，提取出古地图的视觉语言，结合中国古地图

叙事的方法来进行地图的信息化表达。在设计过程中，

笔者围绕中国不同省份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核心内容，借鉴信息设计的创作方法，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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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信息的主题进行定位梳理，对信息符号进行分层构

建，对多维信息进行系统整合，丰富地图所表现的内容

层次，形成充满文化气息和东方古韵的信息地图。 

3.1  信息主题的定位 

《今图古风：甘肃篇》（作者梁艺、萧沁）是以

甘肃省为地理区域的地图，表现了“陆上丝绸之路”沿

线的宗教和人文景观等文化风貌，见图 3。设计师以

历史上甘肃境内的“路上丝绸之路”作为叙事主线，以

石窟的艺术遗迹作为信息主题，从区域信息、地貌信

息、主题信息 3 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同时将沿线的重

要景点结合地形地貌一并融入，充分展现了当地的地

理和人文特色。 

 

图 3  今图古风：甘肃篇 
Fig.3 The ancient style of the present picture: Gansu 

3.2  信息符号的构建 

信息符号的逻辑构建是对信息的分析、归类与总

结，通过视觉转化来构建地图信息与图例符号之间的

联系，达到地图信息与图例符号之间逻辑的一致性。

为了更直观、清晰地表现和传递地图信息，在视觉转

化过程中，依据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可以将图例符

号分为相似符号、概念符号和象征符号。符号的分类

同时也体现了信息的层级关系，越写实的具象符号就

越突出，适合传递主题信息，越概括的抽象符号则适

合作为主题信息的补充。 

相似符号，是指对具体形象或事物的直观表达，

这类符号主要通过概括形象特征来表达设计内容，见

图 4。概念符号，是指对象个体是有形的，但在宏观

上没有具体形象。这类符号往往用于描述地点概念，

例如表现行政层级、景点分布等，可以选用有代表性

的个体形象作为总体概念的符号，见图 5。象征符号，

是指对事物进行抽象表达。这类符号利用对事物的理

性认知，以联想和象征的手法，建立起视觉的象征形

象。例如设计师对甘肃省气候、能源等信息的表达，

是利用风车的疏密来表示风能的强弱和集中与否，利

用黄色渐变的面积变化，来表示沙漠的分布程度、范

围等。3 类符号通过合理的组合，构建成了主次分明

的信息层级，突出了地图的文化主题，传达了地图的

各类信息内容。 

3.3  多维信息的整合 

地图信息维度包括空间、时间等多个维度，与地 

 

图 4  相似符号 
Fig.4 Similar symbol 

 
图 5  概念符号 

Fig.5 Concept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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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有关的信息，都具有空间维度，而事件与叙事

则体现的是时间维度。地图信息承载的复杂性与地图

信息传达的简易性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信息地

图需要通过可视化的方式与科学的视觉语言相结合，

并要把握好整体与局部信息之间的系统关系。在地图

设计的过程中，想要把握好多维度的关系，必须梳理

好“图层”的概念，将空间和时间信息按照主题内容，

分为不同的图层，以图形的方式叠加在一起，最后呈

现出完整、清晰的地图。例如在地图《今图古风：甘

肃篇》中就包含许多图层，包括人文景观层、地形层、

水系层、行政区域层等，每一个图层解读了一个系列

的信息。同时以线性造型来处理“丝绸之路”的整体与

局部关系，标明了甘肃段在整个路线中的位置，这是

对地图的主题背景信息的视觉强化。 

4  信息地图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信息地图也越来越

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前景。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中，人们对信息地图文化产品的需求和创新与日俱

增，信息地图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宽，未来的信息

地图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4.1  从静态到动态 

过去大家对地图的认识是“平面的图形表达”， 地

图常以纸质的形式出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

地图也从静态的信息传达到动态的信息互动发展。 

例如由设计师 Linakis Digital 和 Athens 设计的作

品《希腊旅游业——希腊海岸线之旅》，见图 6，该

作品体现了旅游业的重要性。莱西的海岸线被选为希

腊旅游的最佳代表，从北到南的虚拟旅行路径，是从

真正的地图上创建的。设计师分别选取了东海岸和西

海岸，然后把以图表的形式将数据呈现出来，只需要

滚动到相应的位置就可以探索希腊最复杂的海岸。 

  

图 6  《希腊旅游业——希腊海岸线之旅》 
Fig.6 Greek tourism: a trip along the Greek coastline 

4.2  从单一到综合 

在功能上，信息地图由单一的识别功能，逐渐向

综合的信息传播功能转变。在形态上，将单一的纸质

地图与文化创意产品相结合，以适应信息地图的发展

需求。地图文化创意产品的根本在于内容，而信息地

图作为承载知识信息的视觉化文化产物，避免了地图

与产品的简单附加，使文化产品更富有创造性和文化

内涵。例如 VIESCA 地图丝巾，见图 7。这是 VIESCA

品牌开发的地图丝巾系列，设计师将地图图形应用在

相关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将单一的方位指示功能向文

化信息的综合性功能转化。 

  

 

图 7  VIESCA 地图丝巾 
Fig.7 VIESCA map silk scarf 

4.3  从简单到智能 

信息地图的创新在于融合各种设计手段和创意

形式来推动地图文化的发展，让信息传达变得更加智

能。例如英国设计师设计的“智能”纸地图，见图 8。

该地图是根据天气标识景点的而绘制的智能化设计

项目，应用了一种特殊的热力墨水，根据不同的天气

和所在城市的不同位置，可以显示出城市中最适宜漫

步的地方。智能化地图更注重受众在使用地图时的体

验，在设计过程中，也更加尊重受众的用图习惯和使

用环境，这样可以使信息传达变得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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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智能”纸地图 

Fig.8 ＂Intelligent＂paper map 

5  结语 

在信息视觉化的语境下，地图设计的特点表现在

主题知识化、情感体验性、交叉融合性等方面。地图

设计与日趋成熟的信息设计相融合，注重地图信息的

主题定位、信息的分层与构建、各类信息的整合。设

计师通过这些方法将地图的设计主题、设计语言和拓

展应用由内置外进行分析、思考，使信息地图的创作

内容更加深入，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同时也推动了地

图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地图产品的创作，提供了更多

的设计衍生的增值服务，推动了地图设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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