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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具有主题特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方法。方法 通过分析主题的特征要素，建立关键

词汇信息，视觉化分析将其转化为具象化视觉意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取典型设计语言，结合地铁列车内

环境的相关约束因素与设计原则，对典型设计语言进行二次重构与补足，在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重点

区域与辅助区域进行设计表达，实现主题特色与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匹配与耦合。结果 通过设计实

践案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结论 通过对主题的视觉化分析，提取典型设计语言并对其

二次重构与补足，建立具有主题特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思维模型与方法模型，并结合设计实践案

例进行验证，该方法能有效提升地铁车内环境的主题特色，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的设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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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Environment Design of Subway Train with Them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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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struct the design method for the inner environment of subway train with thematic 

featur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the themes, the key word inform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visualized analysis translated themes into concrete visual images, based on which the typical design language was 

extracted.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constraint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subway train's internal environment, the sec-

ondary reconstruction and complement of the typical design language were conducted. The design express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key and auxiliary areas for the design of subway train's inner environment to achieve the matching and coupling 

of thematic feature and design of subway train's inner environment. The effectiveness and oper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as verified by the practical design cases. Through the visual analysis of the themes, the typical design language 

is extracted, and the secondary reconstruction and complement thereof are conducted. The thinking model and methodo-

logical model for the design of subway train's inner environment with thematic feature are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com-

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design case.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hematic features of the subway 

train's inner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design quality of urban rail transi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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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交通作为现代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于其快捷、安全、低污染等特点，成

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之一[1]。在地铁交通体系中，

地 铁 列 车 内 环 境 是 与 乘 客 关 系 最 为 密 切 的 部 分之

一。将主题特色与地铁列车设计相结合是凸显地铁

列车设计艺术个性的有效手段。常娜认为地铁车厢

内环境的创新设计是功能、文化、艺术的集成[2]；支

锦亦探讨了列车内环境的色彩设计与舒适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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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芊蕙等从动漫主题的角度研究主题公园列车个

性化设计[4]。随着国内地铁建设的发展，富有主题特

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

中如何解决主题在地铁列车内环境中的设计表达，

构建具有主题特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方法是目

前地铁列车工业设计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这里

拟从主题的角度出发，以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为研

究对象，构建具有主题特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

方法。 

1  主题的意义及其视觉化分析 

1.1  主题的概念与意义 

“主题”一词源于德文，其最初是一个音乐词语，

指乐曲中最具特征并处于主导地位的那一段主旋律。

随着人文与艺术学科的发展，主题一词广泛用于一切

文学与艺术创作中[5]。在设计过程中，主题是设计师 
 

对现实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以及对材料的处理、

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是最高的抽象[6]。设计师在

设计创作时，就如同文学家与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一

样，主题赋予设计作品灵魂。近年，主题地铁已成为

热点，上海开通了与迪士尼乐园配套的迪士尼主题专线

地铁，成都打造了具有熊猫主题特色的地铁列车[7]，日

本和歌山电铁贵志川线推出“猫咪电车”，将猫咪主题

植入电车环境设计中，营造了具有卡通主题特色的车

内环境设计[8]，见图 1。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已

有 20 余个大中城市开通了地铁交通，建成了地铁线

路约 100 条，总里程约 3800 公里[9]。随着城市地铁

线路的复杂化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延伸，打造富有主题

特色的地铁交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铁列车主题

的确立基础是时代特点、城市或线路发展趋势、文化

特色等。主题一方面为地铁线路的个性化设计提供了

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地铁全面建设提供了规划依

据，常见设计主题类型分析见表 1。 

 
 

图 1  主题列车车内环境设计 
Fig.1 The design of thematic train’s inner environment 

 
表 1  常见设计主题类型分析 

Tab.1 Analysis of common design topic type 

主题类型 主题含义 

文化主题 以线路或城市文化特色为主题来源，常作为城市或线路文化宣传的窗口 

科技主题 以现代科技为灵感来源，展现科技魅力，体现地铁列车的时代感与速度感 

自然主题 以自然生态为主要内容，体现自然，城市的和谐统一 

纪念性主题 针对特定的节日、事件、庆典等为内容，具有一定的宣传功能 



第 39 卷  第 24 期 谢玄晖等：具有主题特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研究 311 

 

1.2  主题的视觉化分析 

明确而富有特色的主题有利于提高设计作品的

最终艺术效果，明确设计思路。主题渗透、贯穿于设

计的全部过程中，设计师通过对主题的理解与认识，

运用设计语言进行表达，主题是设计最突出、最中心

的表达内容[10]。主题的呈现需要将较为抽象的主题特

色通过视觉化分析转化为具象的视觉意象，再通过设

计语言在设计实践过程中表达。对其视觉化分析的前 

提是对主题内涵与意义的深入理解，从显性特征和隐

性特征两个维度对主题特征进行解读，得出其关于视

觉形象、主题内容、情境的关键词汇信息，在此基础

上收集相关视觉意象，实现主题由抽象词汇语义转化

为具象的视觉意象，然后通过对视觉意象的分析提取

设计语言，主要包括：造型、色彩、材质，最后通过

将语言协调统一，进一步与主题特征相匹配，主题视

觉化分析过程见图 2。 
 

 
 

图 2  主题视觉化分析过程 
Fig.2 Analysis of theme visualized process 

 

2  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构成要素 

地铁列车内环境是地铁交通与乘客接触最为密

切的场所之一。列车车内环境的构成要素由车体装备

与各类设施组成，主要包括：（1）车体（主要包括车

辆墙体、车窗、车门）；（2）客室座椅；（3）立柱、

扶手及吊环；（4）车内导视信息及设备等[11]。从视觉

的角度分析，在地铁车内环境中，凡是人视觉扫过的

地方，都构成地铁车内环境设计中的视觉元素[12]，其

主要包括：造型，色彩，材质要素。车内设施与视觉

元素之间相互统一，共同构成车内环境设计。 

地铁列车内环境的主题设计受到技术、人因、美

学、文化因素的制约[13]，其中技术因素对设计的约束

最大，是其他约束因素的基础。现代地铁车辆车体通

常采用合金或不锈钢作为材料的模块化车体结构，侧

壁及地面造型设计的自由度较低，结合乘客乘车的视

觉习惯与乘车行为分析，车内环境中的座椅、车顶通

风口及灯饰、吊环及立柱区域设计约束较小，可自由

造型，作为重点设计区域。侧壁和地面受技术约束较

大，作为辅设计区域，车内设计区域分析见表 2。 
 

表 2  车内设计区域分析 
Tab.2 Analysis of train's interior design area 

车内设计区域 设计约束因素 区域 面积/% 区域化分 

座椅 15 

吊环及立柱 10 

车顶 25 

 
重点设计区 

侧壁 30 

 

技术因素 

人机因素 

美学因素 

文化因素 
地面 20 

辅助设计区 

 

3  主题地铁列车内环境的表现手法与设计
原则 

3.1  主题地铁列车内环境的表现手法分析 

针对国内各大中城市的主题地铁内环境分析，主

题地铁的表现手法主要包括车内环境色彩涂装和车

内各区域的设施设计。车内环境涂装主要是将与主题

相关的题材进行视觉形象加工，涂装于车内，车内设

施的设计主要是通过对车内设施的造型与色彩设计

来体现主题特色，主题表现手法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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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题表现手法 
Tab.3 The expression of theme 

车内区域 表现手法 设计实例 

座椅区域 

座椅整体造型与色彩设计 

座椅椅面图形分割与色彩设计 

侧板造型与色彩设计 

吊环及 

立柱 

吊环造型与色彩设计 

立柱造型与色彩设计 

车顶 
通风口造型与色彩 

涂装，灯带造型 

地面及 

侧墙 
色彩涂装，宣传信息牌设计 

武汉运动主题地铁列车             广州动漫主题地铁列车 

成都银杏主题地铁列车           成都银杏主题地铁设施设计 

 

3.2  主题地铁列车内环境的设计原则 

3.2.1  车内设施功能设计的协调统一 

具有主题特色的地铁车内环境设计的基础是良

好的车内功能设计，在满足乘客乘车功能需求的基础

上，营造主题氛围。由于地铁列车内环境人流量较大，

车内设施的造型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人的相关生理因

素，同时也需要考虑乘客生理与视觉上的舒适度，车

内设施的造型设计一般为光滑圆角，色彩设计体现良

好的舒适性，地铁车内设施尺寸分析见图 3[14]。 

 

 
 

图 3  地铁车内设施尺寸分析 
Fig.3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subway train's facilities 

3.2.2  车内视觉元素与现代审美特点的协调统一 

地铁列车内环境的视觉元素设计是凸显主题氛

围的核心，地铁交通作为现代高效、便捷的城市公共

交通方式之一，其车内环境设计应体现时代审美特

点。车内设施的造型、色彩与材质的设计通过节奏与

韵律，尺度与比例，变化与统一，对比与协调等美学

法则相互统一[15]，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 

3.2.3  车内整体环境氛围与主题的协调统一 

地铁车内设施的造型、色彩、材质设计的最终目

的是为了营造具有主题特色的车内空间，使乘客感受

到车内浓郁的主题特色。车内环境“具象”的设计传

递出“抽象”的主题氛围。如卡通主题的车内环境设

计较为轻松、活泼，文化性主题的车内环境需要符合

文化的特色。地铁车辆的内部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系

统，各要素相互协调，共同营造主题特色。 

4  主题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方法模型构建 

4.1  主题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方法模型 

通过对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构成要素及相关

约束因素与原则分析，可进一步形成基于主题的设计

方法模型，主题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方法模型见图

4。主要包括主题的视觉化分析、设计语言整合、设

计表达 3 个主要任务过程。首先，设计师通过对主题

的理解与分析得到相关的视觉意象；然后，在此基础

上结合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相关约束因素，对视觉

意象进行筛选，视觉意象应选择特色鲜明、识别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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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题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方法模型 
Fig.4 Methodological model for the design of thematic subway train’s inner environment 

 
的意象，进一步提炼设计语言，针对其造型、色彩、材

质结合语义描述进行二次的“重构”与“补足”；最终，

结合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区域分析，满足地铁车内环

境设计原则，进行设计表达，突出地铁列车的主题氛围。 

4.2  主题特征二次重构与补足的思维模型 

主题特征的二次“重构”与“补足”是形成主题 
 

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关键，其过程是将主题特征元

素重新解构与整合，实现主题的造型、色彩、材质、 

语义特征在满足地铁车内环境设计各方面要求的前
提下，与地铁车内环境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匹配与耦合
的过程，主题表达思维模型见图 5。其思维过程是主
题特征集合与车内环境的构成要素设计之间反复匹
配、不断迭代的过程。 

 

 
 

图 5  主题表达思维模型 
Fig.5 Theme expression thinking model 

 

5  基于主题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创作 

5.1  主题的确立及其分析 

主题地铁的设计与地铁线路、城市发展定位有密

切的关系。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均在开展人文城市

的建设工作[16]，人文城市是当下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之

一，上海、重庆等城市相继以人文风情、民间艺术文

化等主题规划地铁线路。 

这里以“人文成都”主题为例，构建富有成都人

文特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主题视觉化分析见图

6。首先对“人文成都”主题深入理解，“人文成都” 

的主题是为了展现成都独特人文缩影，其特征元素应

以成都的典型人文特色为基础。其形象包括城市发展

的文脉、文化遗产、民俗艺术等，具体内容包括成都

的古器物、传统建筑、文学艺术、戏剧等形式，成都

巴蜀文化给人神秘、厚重、雅致的感觉。然后针对关

键词汇语义信息，收集相关视觉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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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题视觉化分析 
Fig.6 Analysis of theme visualization 

 

5.2  主题特征元素的提取及设计表达 

在视觉意象收集的基础上，通过对视觉意象归类

与筛选，提炼典型主题特征语言并进行二次“重构”与

“补足”。首先，结合“人文成都”的词汇信息描述，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川剧变脸戏中脸谱及服装为主要视

觉意象。其次，通过对川剧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选取特色鲜明的多种人物脸谱及服饰作为意象来源，

在归类与筛选过程中，既要体现“人文成都”的宏观特 
 

征，又要有自身微观特征，构成意象看板，以便分析
共性与个性特征。然后，通过对比与分析不同脸谱意
象的特点，提炼每种脸谱特征因子，将意象来源转化
为具象的造型特征线、色彩组合、材质特征、语义词
汇，在特征提取的过程中不断与意象来源进行匹配与
比较，简化识别性弱的细节，提炼典型特征。最后，
在多种特征因子的基础上总结其造型、色彩、材质、
语义的总体特征规律，主题特征提取及分析见表 4。 

典型主题特征需要结合地铁列车内环境的设计 

表 4  主题特征提取及分析 
Tab.4 The theme features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样本收集 造型特征线 色彩特征 材质特征 语义特征 

  

  

 
 

  

  

  

造型线以

曲面为主，

相互对称，

给人优雅，

神秘的感

觉 

色彩以冷

色调为主，

色彩搭配

明快，白色

和黑色为

高频辅助

色彩 

 
材质特征以亚

光磨砂金属材

质与光滑材质

组合为主 

神秘，魔幻，

厚重，雅致



第 39 卷  第 24 期 谢玄晖等：具有主题特色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研究 315 

 

原则及约束因素进行二次“重构”与“补足”。以上

面提取的特征因子为基础，选择蓝色系脸谱及服装为

主要视觉意象，对意象特征的局部及整体进行整合，

以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的相关约束因素与原则为基

础，结合车内设计的区域分析与设计原则，以车内座

椅、立柱、吊环为设计的重点区域，实现设计特征与

“人文成都”主题的匹配、耦合，其重构与补足过程

见图 7。 
 

 
 

图 7  重构与补足过程 
Fig.7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and complement 

 

5.3  设计案例 

在前面提取的造型、色彩和材质语言基础上，结

合地铁列车内环境的设计原则进行设计表达。座椅造

型以提取的脸谱特征线为基础，磨砂金属材质为座椅

侧板的装饰材料；地面以深灰色为基础，黄色为装饰

色；车顶与侧墙为白色。车内设施均为光滑圆角设计，

体现主题特色与功能、现代审美、车内氛围的相互统

一，彰显巴蜀文化神秘、厚重、雅致的语义特点并具

有时代感。以上元素相互协调统一，形成设计效果见

图 8。 

 
 

图 8  设计效果  
Fig.8 Design rendering  

6  结语  

随着现代城市地铁交通建设的不断发展，地铁列

车不止承担单纯的载客功能。从主题的角度出发，不

仅有利于对城市地铁交通网络进行宏观的规划，而且

也为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提供了设计依据。主题地铁

设计应结合地域、时代、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体现特

色。通过建立主题的视觉化分析方法，结合地铁列车

内环境的特点，分析设计过程中的关键逻辑程序，构

建基于主题的地铁列车内环境设计方法模型，从而提

升地铁列车内环境的艺术特色与氛围，避免设计的趋

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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