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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rules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sign system design of the urban public 
space. Throug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media,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core elements and design rules of 
sign systems in urban public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were derived and further verified with cases. The sign 
system design in urban public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is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informa-
tio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mode and innovativ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bring new vitality for the city brand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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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设计是城市建设的重要

内容，不但要具有视觉信息传达的功能性和舒适性，

更应具有识别性和差异性。新媒介元素的介入，为城

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提供了多元化的体验方式，具有

一定的交互性、创新性和动态性 ,不仅满足了人们  
越来越高的精神需求，也提高了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认

知力。 

1  新媒介与导视系统 

所谓新媒介，是个人使用的互动媒介，允许使用

者积极参与，使得使用者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而是内容和信息的积极生产者 [1]。在当下的时代语

境、媒介语境中，数字媒体成为 典型的新媒介。 
导视设计不是简单的标牌设计，也承担着整合品 

牌形象、美化建筑景观、保障交通安全的功能[2]。导

视系统通过数字化虚拟与人工智能，提供以体验方式

的新创意为核心的设计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不但能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且更富有生机和情趣。马歇

尔·麦克卢汉认为，可以改变世界和思想方式的是媒

介的形式而不是传播的内容[3]。 

新媒介语境下的导视系统在公共空间中，打破了

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主要靠数字技术、动态陈设、

声音、光线和色彩等形式来实现，变化丰富、信息量

大、内容细致，可以实现人机互动，使人们形成独特

的视觉感受，让环境与空间形象得到更深层次的认

知、认同和提升，因此，新媒介的介入是一种补足性

延伸，不仅弥补了传统媒介传播方式的不足，更对人

体的感官和思维进行了新的延伸，符合“以人为中心”

的设计大趋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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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的设计特征 

2.1  动态性 

城市空间具有动态的特征，只要在城市中生活，

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需求就会不断发生变

化。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由静态平面

视图所展现，形态简单，传播形式单一，时效性差。

数字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得现代化城市空间导视系统

逐步以静态和动态混合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既能丰

富其功能性，也可以弥补传统环境空间设计的不足。 

2.2  时效性 

导视系统的时效性是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中应考

虑的重要因素，它指引信息的正确性应随着城市空间

规划的变化而及时更新。 

2.3  系统性  

导视设计的系统性原则是指城市公共空间与展

示功能的体系化，要求导视系统在设计时将不同区域

的功能指示信息进行分类并合为一个整体，同一系统

中各信息构成元素彼此独立且相互联系，可以清晰地

展示当前位置与周边区域的相关信息。 

2.4  可识别性 

视觉可识别性是导视系统设计的必要条件，短时

间内通过视觉信息可以领会所处环境空间的地理位

置、区域类别和出行方向，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导视

系统从放置点位、造型大小上力求与空间环境统一和

谐，做到特征鲜明、内容简洁、识别性强。 

2.5  标志性 

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的标志性是在不影响指

引功能前提下实现的，在标准化设计的基础上对文字

和图形进行更多地域性、文化性的体现，能增添城市

公共空间视觉导视系统的文化内涵，使城市环境的形

象更加鲜明和突出[5]。 

3  新媒介语境下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的设计

要素 

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主要划分为传统要素与

新媒介要素两个类别，每种要素的顺利体现需要行之

有效的表现方式。 

3.1  传统要素 

3.1.1  造型设计 

导视系统的造型设计是导视载体的重要内容。在

造型比例上，高度大小与面积体量应根据公共空间所

在的环境区域或公共空间周边建筑的体量，同时兼顾

人流量与密集度综合考虑。此外，还需要文字、图形、

色彩、材料等比例关系的合理运用，做到整体关系的

和谐统一。 

3.1.2  色彩设计 

色彩作为一种感性的导向方式，具有文字和图形

所无法替代的功能，不单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还能够

营造气氛、创造和谐意境[6]。城市空间导视系统在色

彩运用时，要围绕着空间的地域文化和环境特点来设

计。如风景旅游区导视系统的色彩选择主要从景区土

地、植被、湖泊等自然色彩来考虑；城市休闲广场的

导视系统的色彩选择主要从城市建筑、历史文化等人

文色彩来考虑。 

3.1.3  材料选择 

导视设计是信息的载体，由于不同材料其质感属

性不一，表现力各异，所以材料选择直接关系到导

视设计所体现与表达的内在含义。新技术与新材料

的不断应用，对信息载体的选择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合适的材料选择对后续的加工、维护也会省去不必

要的麻烦。 

3.1.4  尺度把握 

人们所处的空间不同，自身活动的状态不同，观

察信息的视线、角度、观看时间都会有所不同。从宏

观上看，导视系统在空间布局上，注重布局上尺度的

均衡、统一、远近、重复与延展。从微观上看，每一

个指引信息标识都应该与整个导视系统有着关联性，

其放置空间的多少与位置的选择要做到恰到好处。 

3.2  新媒介要素 

新媒介要素的出现并没有否定传统要素的核心

要点，而是在传统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与拓展。与

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介要素为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

的展现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3.2.1  影像要素 

影像要素是新媒介要素发展的切入点，借助影像

传达信息的导视系统通过数字与网络渠道，消除了传

播方与受众方之间的距离，影像要素随着受众者接收

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动态效果，以此来弥补传

统要素的不足。与此同时，影像要素的双向性、非线

性、能动性、多样性等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影像的表现

形式[7]。 

3.2.2  声音要素 

声音要素在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中所占比重

较大。影像要素与声音要素是一个关联性的整体，若

没有声音，影像表达便不完整；只有声音信息，没有

影像呈现，人们感受不到环境的空间氛围。新媒介语

境下的导视系统在不同的现实环境中，是有各自的声

音特性，这就要考虑采用设置与环境相贴切的声效；

否则，便不能营造真实的环境感与现场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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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交互性 

交互性是指产品与用户的互动方式以及产品所

涉及的软件设计，决定和体现该产品的创新度与用户

满意度的重要因素[9]。与传统要素区别在于，新媒介

下的导视系统坚持以用户的互动体验过程为实现方

式，除了在 短的时间里通过简单明了的图示传达正

确的信息，还必须与特定的空间环境和谐相融。因此，

交互式体验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而数字媒体技术正是交

互体验的一种媒介，从而拉近导视系统与公众的距离。 

3.2.4  移动性 

传统的视觉导视系统根据空间布局安排，所处的

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视觉导视系统介入“新媒介”元

素以后，基于它们的可移动性，信息的接收者甚至信

息的生产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信息互动

与查找，以满足人们对信息的获取量逐渐增多，移动交

互性需求性逐渐变大的需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

载系统等都是以互动著称的移动设备，通过它们的移动

性技术，可以轻松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既可以识别当

前位置，也可在陌生的环境下找到准确的目标地址。 

3.2.5  即时性 

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为了更好实现其功

能，会着重强调即时性。新媒介是由数字化与模块化

促成多样化以及互动性、个人定制的社会语境，把印

刷媒介的存储功能和大众媒介的传播速度整合起来。

在导视媒介使用上，可以有效地针对不同人群，不受

时间、地点的限制，瞬间接收信息，掌握实时资讯，

彻底摆脱传统媒介的时空限制，实现了有效互动，人

情味十足的沟通新局面。 

4  新媒介语境下城市公共空间导视设计形式 

以往的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在没有运用数字

信息化的管理与整合情况下，容易造成城市导视信息

传达不及时、不准确，致使城市空间环境没有良好的

秩序性，而新媒介要素的融入是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

统设计的现代化体现。无论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

家，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扩大化，文化交流越来越紧

密，城市之间的交通越来越便利都促使城市人口流动

量增多。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的需求量增

大；另一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设计能够让人

们快速获取信息，寻找到需要的目标。由此可见，高

效、创新、信息化的城市管理成为城市规划发展的迫

切需要。以下针对新媒介语境下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

统的不同设计形式、应用方式、技术系统等方面进行

深入研究与分析。 

4.1  人机交互式 

人机互动被分为触碰感应、分析判断和反馈 3 个

体验阶段，观者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设计

师与观者之间开始互动、沟通和交流，观者的体验被

充分重视[10]。人机界面的设计在虚拟中营造现实，观

者从单一的视觉感官延伸到听觉感官和触觉感知，这

也是新媒介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在信息密集的城市

公共环境中，公众通过人机交互信息设备对信息内容

进行快速、准确的获取，将公众的注意力放在完全感

兴趣的话题和行为之上，同时在设计中也增添了人性

化的关怀，让新媒体摆脱单纯的机械化、电子化，做

到公众与信息真诚的沟通。 
每年有超过 50 万名游客去美国西北大学参观。

西北大学连接墙导视系统提供了智能管理触摸屏终

端设备，该终端设备能够在数分钟之内让校园参观者

快速了解西北地区以及校园环境的视觉探索：创新、

社区、卓越、传统、文化。一览图体系中，利用人机

交互信息设备显示出承载的信息与通俗易懂的画面，

见图 1。 
 

 
 

图 1  西北大学连接墙 
Fig.1 Connecting wall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4.2  互联网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云计算、数字媒体技术为

城市导视系统增添了新的载体，促使交互媒介以多元

化的方式介入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相比传统媒介下的

城市导视系统，“互联网＋”更具有时效性和公众需

求性。目前，互联网正在向数据流而不是网页方向发

展，人工智能化建设的不断完善与“互联网＋”的深

度应用，逐步实现城市公交导视系统与乘客出行需求

的无缝对接。 
天津公交系统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手段，不

仅推出“掌上公交 APP”，还设置了公交站电子信息

屏，初步完成了路线查询、数据分析、实时运营、周

边环境等信息。此外，在“互联网＋公交”的思路指导

下，以“人—车—线—时”为基本要素的公交数据库已

经建立，利用大数据为新开路线提供精准信息支撑，

优化科学路线图。乘客通过手机 APP 会在后台上进

行数据留痕，留痕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与技术传输推进

公交网络的智能化发展，实现“互联网＋大数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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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路线规划”的直接融合，使乘客需求与公交线路规

划的面对面衔接，为大众乘车带来新的体验。 

4.3  移动终端设备 

突破位置固定限制，移动终端设备成为人们出行

必备的导航工具。移动终端导航地图是第三方移动应

用程序，其设计形式与技术运用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与

逻辑性，实现多种数据信息采集、数据挖掘与分析，

实现多平台 iOS、Android、车载系统等应用，满足在 
 

线导航引擎、位置坐标、语音指引提示、AR 虚拟实
景等功能性。 

移动终端主要创建 3 个互动领域：寻找、指示、
发现，用户可以自主地选择出行规划路线与出行时
间，而不是在大量繁琐的视觉信息中去寻找目标地。
因此，移动终端导航可以全面解析大众用户的行为动
机与认知需求，通过技术开发与运作模式支持移动终
端界面的完美体现，简单易用的应用程序也为用户出
行和生活提供便捷，见图 2。 

 
 

图 2  移动终端设备 
Fig.2 Mobile terminal equipment 

 
4.4  光效设计 

城市夜晚，传统导视系统不会发光必然会削弱传

递导视信息的作用。然而，随着光效、LED、大屏幕

影像导视系统，人们在夜晚也可以清晰、快速识别导

视系统指示信息，见图 3。 
 

   
 

图 3  Golden Belt 导视设计 
Fig.3 Sign design of Golden Belt 

 
如今，视觉灯光设计利用新技术条件和已有成果

的创新构思，设计出具有科学和创造性兼备、美观实

用的导视系统。视觉灯光是设计的创新，也是时代的

要求，其目的是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产生艺术与科技元

素结合。 
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口处的动态路标，9.75 m 的

"LAX"3 个字母成为机场醒目的标志，15 根高 36.6 m
的路标塔组成一个高大而壮观的环形。每当夜晚降临

时，高高的路标塔的灯光全部亮起来，入口处呈现在

人们眼前的不再是白天凝固静态之美，而是灯光交织

的动态和炫目。这些大型路标灯柱已经成为洛杉矶的

城市标志，见图 4。 
 

  
 

图 4  洛杉矶国际机场导视设计 
Fig.4 Sign design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5  结语 

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设计在新媒介语境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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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物、互动影像和服务以生活方式的新创意为核心

的设计视野，是数字信息化时代设计发展的必然趋

势。一方面，新技术与新材料被广泛运用到艺术作品

中，多元化的呈现方式使视觉导视系统设计逐步向多

个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给设计师前瞻性的设计思路

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另一方面，新媒介带来的新

体验，以目标群体为中心，通过视觉导视系统与公众

产生互动交流，不但提高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

且丰富了整体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为城市形象注入

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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