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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地铁导视系统存在的问题，结合交互设计的方法，提出解决方案。方法 通过分析武汉

地铁用户在站内的系列活动，得到用户在出行过程中存在的用户需求和痛点，用数字化思维对传统地铁行

业进行再设计。结论 构建全新交互式数字化移动地铁导视系统，将移动互联网手机 APP 移动端作为载体，

改变传统地铁出行方式，结合移动数字化概念，对现阶段中国地铁导视系统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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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teraction of Modern Metro Sign System 

FANG Xing, TIAN Ying-hui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etro sign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s com-
bined with the interactive design method. By analyzing the series of activities of Wuhan metro users in the station, the 
users' needs and pain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traveling were obtained. The traditional metro industry was redesigned based 
on the digital thinking. A new interactive digital mobile metro sign system is constructed. With APP terminal of mobile 
internet as the carrier, the traditional travel way of metro is changed.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mobile digitalization, 
the feasible and optimum suggestions on China's metro sign system at the present stage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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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规模急

剧扩张，超大城市的形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资源以及

机遇，同样还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化问题，其中交通问

题是最大的挑战。地下轨道交通的出现，不仅极大程

度上缓解了现代城市中的交通压力，也逐渐成为一个

城市文脉的象征。地铁导视系统在分流和引导乘客上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实际的调研中发现，随着

地铁线路的逐渐复杂化和乘客的多样化，传统的导视

系统在引导乘客方面会出现各种问题，影响乘客的乘

车效率。随着数字媒体的广泛应用，移动端等设备彻

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

将地铁导视系统以移动端交互导向的形式推广，会更

加便利人们的出行。 

1  地铁导视系统概述及数字化趋势分析 

地铁由于特殊的地理和空间环境，使得其导视系

统的设计更为特殊。目前国内外传统的地铁导视系统

主要分为识别、方向、空间、说明、管理导向系统设

计。其设置目的是让乘客清晰地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

动作。为乘客提供明确的方向，使之顺利完成进站、

售票、检票、候车、乘车、下车、换乘、出站等一系

列活动。地铁站内的导向系统一般用导向牌的方式表

现，常设于主要道路的交叉点上，常见的有悬挂式指

示牌、贴于墙面指示、贴于地面指示等[1—2]。 
自从英国伦敦于 1843 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地

铁系统后，各个国家也陆续修建了自己城市的地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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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铁的导视系统作为地铁交通系统中的重要部

分，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并不断完善，以提高整个

城市的服务系统水平[3]。 
地铁导视系统发展至今，国内外大部分仍是以传

统的平面导视系统为主。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各行

各业都呈现数字化趋势，并且势不可挡。交互设计的

方法强调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研究目标对象以及

其行为，获取用户真实痛点，并以达到用户需求为目

标导向。根据交互设计理念，本文对武汉市地铁导视

系统进行研究与分析，尽管传统的平面导视系统已非

常成熟，但在调研中发现仍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用

交互设计的方法调研分析，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4]。 

2  武汉地铁导视系统的用户分析 

2.1  用户群体分析 

为准确定位武汉地铁的主要用户群体，2017 年 4
月在武汉地铁站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发放了 200
份问卷。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发现，武汉地铁

的主要用户群体有两类：（1）上班族以及学生族等武

汉常住人口，大约占 72%；（2）武汉出差、旅行或者

探亲的外地访汉人口，大约占 38%。第一类乘客中，

约 30%对地铁导视系统需求较强，需求中等的占

50%，需求较弱的占 20%。第二类乘客中，需求较强

的占 80%，需求中等的占 20%，在这类群体中，需求

较弱的乘客几乎不存在。 
由此可以得出，由于外地人口对于武汉的地理情

况不太熟悉，对于地铁导视系统的需求十分强烈。而

对武汉常住人口来说，可能经常搭乘同一条或几条固

定线路，对部分导视需求不强；但由于武汉市近几年

地铁轨道交通发展迅速，地铁线路所涉及的范围越来

越广，仍会有大部分本地常住人口对地铁导视系统的

需求较高。 
 

因此，武汉地铁导视系统的主要用户群体为外地

访汉人群以及部分常住人口。在调研中发现目标用户

群的目的地多集中在旅游圈、商圈、火车站、高校圈

等。同时，外地访汉群体地铁购票方式大多为自主购

票机，采用一次性车票进站。 

2.2  用户乘车行为分析 

从安徽来汉旅游的小秦，文化程度本科，职业幼

教，现年 30 岁。在汉口火车站下车，根据火车站内

的标识导视牌，寻找地铁站的方位。由于导视牌信息

传递不明确，以及突然中断等原因，小秦在行人以及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汉口火车站地铁口。由于处

于火车站人流高峰期，流动人口较多且大部分人对自

助售票机的操作流程不熟悉，导致自助购票机前排着

长长的队伍，小秦约 20 分钟后进行买票操作，购买

2 号线，乘坐 12 站，目的地宝通寺站。小秦文化水

平较高，能较快完成系统购票。随后，小秦跟着人流

以及导视标识，找到候车处，由于没有换乘路线，行

程较为简单。到达宝通寺站，随着人流出站。出站后，

小秦面临一个问题，宝通寺站有多个出站口，虽然每

个出站口都有地图缩略图标识，但由于小秦对于路线

的不熟悉，仍是一头雾水，最后到达地面后发现与目

的地较远。 
第二天，小秦决定到武汉欢乐谷游玩，事先查找

了换乘、距离目的地最近的出站口等信息。在换乘的

过程中，换乘与出口路口较多，造成短暂的停留，向

工作人员咨询后确定了准确的换乘方向。到达目的地

地面后，由于对目的地不熟悉，开启导航重新查找欢

乐谷路线，以及询问路人。最终到达目的地。通过分

析典型用户，得到的用户行为及体验历程，见图 1。

用户在不同的行为阶段会分别出现“疑惑”、“焦虑”、

“担忧”等情绪体验。用户不同的情绪体验，是发现

问题的着力点。 

 
 

图 1  用户行为及体验历程分析 
Fig.1 Analysis of user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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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阶段武汉地铁导视系统的痛点 

根据用户的行为及体验，现阶段武汉地铁导视系

统存在 4 个问题：（1）在人流量比较大的火车站、商

圈、旅游点等地铁站口，自动售票机前有大量的人员

滞留；（2）一部分用户对地铁换乘线路不熟悉，对地

铁导视标识不敏感，在站内换乘中容易造成方位混

乱；（3）由于出站口数量较多，对于不熟悉路况的用

户来说，很难选择最佳的出站口；（4）用户想要到达

目的地总是需要不停地多次查找导航攻略，没有良好

的用户体验。 

3  地铁导视系统优化建议及数字化分析设计 

3.1  优化建议原则 

通过对目前地铁导视系统的现状分析，提出 3 点

优化建议原则：（1）连续性及辨识度，国内大部分城

市地铁导视系统存在断连以及可识别性较差的现象，

地铁站内的固定导向系统在设计时需要整体规划，提

高导向的辨识度以及确保连续性；（2）人性化设置，对

于小部分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一个地区的设

计水平，地铁导视系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增

加无障碍设施以及导向指引信息；（3）城市特色文化，

地铁系统是一个城市的名片，也是展现城市特色及文

化的载体，武汉地铁 10 余条线路，在特定线路及特定

站点建设特色站，作为展现武汉城市文化的枢纽。 

3.2  交互设计分析 

根据前期的实地调研和用户行为分析，武汉地铁 
 
 

导视系统较为完善，但人们在出行时仍然会出现因获

取导视信息困难，需要寻求帮助而滞留在站台或者地

铁通道处。这为采取更好地方式让地铁站内的各种信

息高效、准确、有针对性地传达到用户的认知，提出

了课题[5—6]。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移动端等设备彻底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并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地铁导

视系统向数字交互可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逐渐明显。 
数字媒体设备如果运用到地铁导视系统上，可以

让乘客在进入地铁站之前通过手机 APP 移动设备快

速知道最佳换乘路线，并且可以利用定位系统为乘客

进行实时导航。用最直观的方式为乘客提供导视方

向，并及时提示乘客在乘车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如左右方位提醒、到站下车提醒、出口出站提前提醒。

乘客走进地铁站之前，只要输入目的地，就能快速知

道整个乘坐流程，为乘客带来更佳的用户体验。在未

来，出行交互的方式也会更加多元化，而不仅限于手

机 APP 端的点触交互，更多新的出行交互方式将出

现，例如语音交互、虚拟触控交互、眼动控制等等[7

—8]。 
根据对武汉市地铁的实地调研发现，在人流量较

多的站点以及时节，售票机前都会排长长的队伍。可

以让乘客通过移动设备等形式自助完成购票，为乘客

节省时间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地铁站内的购票滞留现

象。分析用户需求，通过对功能进行优化，分级做减

法，得出数字化移动导视系统的主要功能点为在线购

票、实时导航、站内外同步导航，见图 2。 

 
 

图 2  功能点分析 
Fig.2 Function poi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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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化地铁导视系统的概念设计 

利用移动交互设备开发地铁数字化导视系统是

地铁导视系统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9]。考虑到乘客乘

车过程中最实际也是迫切的需求，对不必要的功能做

减法进行优化，设置了换乘导航和在线购票这两大主

要功能模块。便利市民的地铁出行，让乘客提前掌握

出行信息，并提前购票。 
图 3 所示，对于数字化地铁导视系统的主要功能

进行了初步设计，一级界面主要有 4 个模块：线路图、

换乘、购票、我的。基于以上 4 个模块进行功能的扩 
 
 

展，通过二维码扫码进站，一键实时导航。 
新的导视形式的出现将极大地降低乘客乘车过

程中出现的“迷惑性”，减少地铁站内人员滞留现象，

同时为乘客带来良好的乘车体验。力求让使用者在无

需指引的情况下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导向信息的传达，

快速地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信息，并且准确、迅速地

找到目的地。对于这样一种数字化的导视系统指引方

式其实并不是没有先例[10]，像很多旅游景点的导视系

统都采用类似形式，只不过目前我国地铁的发展还较

为缓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地铁数字化导视方式将

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 

 
 

图 3  数字化地铁导视系统信息构架图 
Fig.3 The information framework of digital metro sign system 

 
4  结语 

数字化导视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设计，较传统导

视系统而言，更加注重关注人性，尤其倡导合作、互

利，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增强了乘客出行

的友好体验。现存的传统导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仍存

在许多的弊端，通过对武汉地铁实地调研分析和乘客

行为方式的研究，用交互设计的理念，结合数字技术

对地铁固定导视系统提出优化建议原则，进行数字化

地铁导视系统的再设计。这也是目前国内地铁导视系

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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