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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影响导航地图信息的因素，结合数字时代导航地图信息的特征，探讨数字时代下导航

地图进行信息有效传达的方式。方法 以推动导航地图信息发展变化的因素为出发点，面向数字时代，

对导航地图信息设计策略进行总结归纳，剖析以地图为载体的信息传达与受众感知之间的关系。结论 数

字时代的导航地图信息设计应建立层级清晰且目标明确的信息架构、以易读性为中心进行信息视觉化呈

现、注重信息动态化表达与多维度展现、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个性化信息定制，设计出符合用户需求且体

验良好的地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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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 Map Information Design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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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navigation map information, and discuss the effectiv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 of navigation map in the digital ag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vigation 
map 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aking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navigation map in-
form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facing the digital ag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navigation map information was summari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ith map as the carrier and audience perception was analyzed. In 
the digital age, navigation map information design should establish a clear and targeted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visually 
present the legibility-centered information, pay attention to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ustomize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as to design map produc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and have a goo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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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是表达空间分布、事物联系以及变化状态的
信息载体，提供位置服务始终是其核心功能之一，换
句话说，导航地图是地图基于其核心功能衍生出的重
要分支。古往今来，导航地图作为一种服务于利益的
工具长期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根据人类需要的不断
细分与变化，它所承载的信息形态也在不断变更。新
媒体和网络的普及改变了社会的整体面貌，人们对空
间感知、交互行为、信息传达有了新的理解和要求，
导航地图依据用户需求有选择性地将世界呈现出来，
向用户提供最直观的空间导向性线索，帮助其规划和

寻找路线，并提供相关位置服务。在面向数字时代的
导航地图信息设计中，需要用新的策略、框架和方法
模型[1]，帮助设计师设计出符合用户需求且体验良好
的数字应用产品。 

1  推动导航地图信息发展变化的因素 

地图本身不会成长[2]，其发展变化必然受到外力

的影响，纵观地图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导航地图是

艺术与技术的产物，主观感受、人类活动以及认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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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信息形态的发展变化

呈现出其对文化与技术双重映射的印记。 
导航地图信息的呈现反映出人类对既有事物的

主观感受和对世界的理想化臆想。人类对地图最初的

认识来源于脑中关于日常行动范围内地形及地表物

体位置关系和联系的记忆。后来，人类将“脑中地图”

以简单图形的形式刻画在地面、木头等物体上以便传

播和共享，这构成了最原始的导航地图。地图发展变

化的动机不单纯也不唯一，所有驱动力的重点都在于

迅速扩张的群体对社会控制的过程，随着人类活动的

增多，如地域扩张和航海运动，导航地图服务范围渗

透到人们构建和探索世界的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认

知与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导航地图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及多样性，文字的出现标志着图文并茂的信息形态诞

生[3]；GPS 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使准确定位成为可能；

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地图信息的传播与发布突

破了空间的限制[4]。 

2  数字时代导航地图信息特征 

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迅猛提升，使得信息

的呈现与共享突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这为导航地图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传统地图由于信息滞

后、信息提取和分析能力有限、传输载体类型单一、

用户只能被动接受信息等问题[5]，已经远远不能满足

人类和社会的需求。数字时代导航地图将传统地图的

核心功能作为重心，并以其为中心全方位拓展，使地

图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不再呈现储存与被储存的单一

模式，而是集发布、存储、分析、查询、反馈于一身。

同时，新时代用户不但对信息的体量和更新速度有了

要求，还对导航地图信息传达的体验与效率提出了更

严格的标准。 

2.1  信息量大且更新速度快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突飞猛进，不断拓

宽地图信息的涉及领域，其承载的信息量也越来越

大。站在数字时代导航地图背后的是强大又成熟的数

据库，地图以数据库技术为基础，结合信息储存功能，

将体量庞大的空间和属性信息井然有序地呈现给用

户。同时，数字时代导航地图一改传统地图信息滞后

的局限性，在 GIS 的背景下，利用 GPS、互联网等高

新技术，灵活快捷地对地球表层空间中关于地理信息

及其衍生的数据在逻辑上进行连续采集和分析，将数

字时代日新月异的海量信息悉数展现，并且不断刷新

信息推陈出新的周期。 

2.2  信息传输渠道增加及信息层级复杂 

随着信息量的迅速增长以及信息更新周期的高

速缩短，单一的纸质渠道呈现并传递地图信息已经无

法满足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要求，与此同时，科技与

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地图信息的多渠道传输提

供了更多可能。在这个背景下，数字化导航地图孕育

而生，地图信息开始以计算机屏幕、移动端设备、互

联网平台等数字媒介为载体进行传播与共享。数字时

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展示平台的增加不但直观

地丰富了导航地图信息的表达内容，还使其信息层级

变得错综复杂，地图不再只是简单的储存与共享信息

的媒介，而是集信息采集与发布、储存与分析、描述

与反馈等功能于一身的多层级信息载体。 

2.3  地图信息提供了更优越的交互体验 

信息传递中最核心的设计就是交互设计，因此，

在导航地图信息传达的各个环节中用户拥有更优越

的交互体验至关重要。一方面，数字时代导航地图的

传输载体大幅度增加，信息呈现形式多种多样，数字

媒体技术与数字媒体艺术将地图中枯燥无味的数据

集变成了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为用户带来了沉浸感

十足的地图体验。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地图中用户

与信息的被动关系，数字时代导航地图信息的交互性

使用户拥有了更多的主权，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

动接受者，而是数字媒介信息交互过程的主动参与者。 

2.4  地图信息满足了更高效的信息传递要求 

美国作家欧格雷迪曾在《信息设计》一书中提到

“技术革命的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正在变小，客户面

却在变大”[6]。数字时代是信息化和全球化并存的大

数据时代，在更多的信息、更强的媒介以及更好的体

验面前，受众群体与信息载体（导航地图）都在寻找

更好更高效的交流方式。面对流量巨大内容繁杂的地

图信息，用户需要尽快的接收更多有益于己方的信息

内容，导航地图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良性结合，使地

图与受众建立清晰直观的信息交流关系，充分了解受

众的需求、行动和期望，给其直戳痛点的信息数据，

并提供更多的智能化信息服务。数字化导航地图的快

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大数据分析充分了

解服务对象的主要诉求点，在双方都互相熟悉的情境

下，产生了双赢性质的良性循环。 

3  数字时代的导航地图信息设计策略 

数字时代导航地图是人们认知空间信息的基本

工具、记录实践活动的得力助手、共享事物联系的最

佳载体[7]，它以强大的数据库为依托，向人们提供未

知空间的导向线索、位置属性和相互关联。数字时代

导航地图信息设计主要通过信息内容组织与信息层

级构建、信息视觉转换、信息动态化表达与多维度展现、

个性化信息定制 4 个方面有序高效地进行信息传达。 

3.1  建立层级清晰且目标明确的信息架构 

信息架构在地图信息设计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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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它上面连接着地图的用户需求层和产品范围

层[8]，下面影响着地图的视觉表现层，从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整个地图信息设计流程中的核心环节。在

地图信息传达时，对于信息内容的组织直接影响了

用户接受信息的程度，注重信息彼此之间的联系、

信息内容的条理性、关联性和情感因素，往往能形

成优秀的信息架构，使受众快速掌握信息的核心，

满足用户需求和产品目标；相反，如果信息内容冗

余、结构混乱，必然会导致用户的阅读链断裂，造

成信息接收的缺失，也会影响用户使用地图的体验。

以“高德地图”信息框架为例，见图 1，信息的数量

和可及性影响了特定传媒的适合程度。因此，此导

航地图产品采用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以及层级结

构的组织架构，从用户需求层出发考虑内容分类，

将能达成用户需求和产品目标的所有功能和内容进

行了逻辑上的分类。 
 

 
 

图 1 “高德地图”信息架构 
Fig.1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Amap" 

 
另外，地图信息架构中信息超载会导致用户接收

信息时产生信息焦虑现象。在地图信息内容处理时，

应避免传递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如广告、过多功能扩

展等，引导并确保信息遵循一个明显清晰的层级结

构，以保证受众群体能迅速高效获得满足其痛点的信

息内容，高德导航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地图用户的核心

需求（导航诉求）上。围绕这一痛点纵向挖掘其信息

层级的深度以及信息架构的延展性，而非过度夸张

的进行产品线的扩张，有效避免了信息冗余的现象

发生。 

3.2  以易读性为中心的信息视觉化呈现 

将信息转化成简明、直观、易识别的图形符号元

素。数字时代导航地图继承了传统地图图文并茂的信

息形态，但就信息传达的全面性、高效性和国际性而

言，文字远不及图形符号有效，它既能代表观念性，

又能代表现实体事物[9]。在导航地图中根据信息所指

涉地理对象的属性与特征，将形状、颜色等视觉因素

与其进行关联、编码，使之形成特定的图形符号系统，

使用户在认识和理解地图信息的过程中，更加直观易

懂。以移动端导航软件“高德地图”为例进行简要分

析，见图 2，将地理信息以点线面形状区分和颜色对

比区分的形式，依照环境特征进行图形化视觉转换，

用户可以清晰直观地辨别出地图内的现实体事物篮

球场、停车场的位置，快捷易懂地接收地图所传达出

的信息。另一方面，高德地图的观念性事物“实时路

况信息”用形似红绿灯的符号进行表现，尽管没有文

字介绍，用户仍然能理解和认可其代表的含义，图形

符号使受众用所需的最低限度清晰准确易懂的获得

地图信息。 
 

 
 

图 2 “高德地图”导航软件 
Fig.2 "Amap" navigation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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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呈现地图信息所指涉对象的属性与特征。

数字时代，市面上的导航地图软件层出不穷，在信息

供给量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更加贴合现实环境特征的

信息视觉表现，会为用户理解方向与位置带来无形的

助力，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深化导航地图的主题，给用

户带来区别于传统导航地图的视觉冲击力，形象直观

个性化的阐述地图信息。例如，江南大学数字媒体研

究团队正在研发的基于增强现实的景区导航软件“小

鱼游游”，见图 3，使用准确度高的 GPS 定位技术配

合 3D 手段将景区用高还原度的卡通三维模型等比例

呈现，依据现实世界景区的建筑特色、相互位置关系，

用卡通三维模型的表现方式将物质世界与虚拟空间

结合，通过具有美感的形体造型增强信息可视化的叙

事性，提高用户在使用产品时的易读性。 
 

 
 

图 3 “小鱼游游”导航软件三维地图局部图 
Fig.3 The local 3D map of "Xiaoyuyouyou" 

 
利用文化因素加强地理内容和信息表达的关联。

人类之所以能够读懂导航地图，是因为这个群体在同

一文化环境中认知、交流、成长，因此，导航地图信

息的视觉呈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继承

性。可以根据思想认知、宗教信仰等文化范畴的内容

轻松看出古代导航地图蕴含的大概含义。信息的交流

从来都不是静态单向或独立存在的，必然包含文化大

环境的遗传因子，这就要求地图信息视觉化呈现时必

须考虑地域文化和环境差异的相关性将会如何影响

受众群体对于信息的诠释。如巴黎地铁图，见图 4，

通过主观创造，将表示法国文化特点的元素“埃菲尔

铁塔结”融入到地铁地图中，有效降低了地图信息的

认知难度，还提升了地图的形式美感和审美价值。 

3.3  注重信息的动态化表达与多维度展现 

数字时代多媒体技术推进了信息表现形态的优

化与转型，其中包括信息的动态化呈现与多维度展

现，地图信息从静态式、单项式、平面式的表现形态

向动态化、多向性、立体交互式呈现形态优化转型。

当前多数导航地图都是以数字设备为载体，这为信息

的动态化展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多种数字

媒体技术的交叉融合，进行数据动态呈现，强调用户

读图时的情感和体验。如"HotStepper" AR 导航软件，

见 图 5， 当 用 户 输 入 目 的 地 后 ， 一 个 立 体 三 维 的 

 
 

图 4  巴黎地铁图 
Fig.4 Paris metro map 

 

 
 

图 5  "HotStepper" AR 导航软件 
Fig.5 "HotStepper" AR navigation software 

 
跳舞滑稽大叔会将用户引导到目的地，全程信息都是

通过动态图像进行传达，这种新颖的方式使用户参与

并融入到信息构建的情境中，更清晰、准确地理解地

图提供的导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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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用户对方向感知的敏感性和信息传递

的接受度各不相同，在满足用户核心需求的基础上，

提高用户使用地图时的沉浸感成为数字时代导航地

图信息设计的细化目标。与传统二维展示相比，信息

通过多维度的展现可以更接近真实效果，从而能与受

众更好的交流，如上文提到的具有 AR 导航功能的 
"HotStepper"和“小鱼游游”，利用 AR 技术、3D 模

型、地理定位等技术将传统的线路直线化导航方式转

变成结合虚拟现实的三维动态导航方式，通过主观空

间构建，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有机结合，提高用户沉

浸感，增强方位感知能力。百度地图、谷歌地图等导

航软件的街景模式，以用户定位为圆心进行 360 度的

全方位图像展示，这种表现维度的扩展，不但给用户

更好的视觉效果，还使其更直观的获得空间关系信息。 

3.4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个性化信息定制 

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中提到：当今乃至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核心是

深度学习[10]。深度学习的两个前提条件分别为强大的

计算机能力和高质量的大数据，这也正是数字时代与

信息传达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导航地图背后是海

量、复杂的信息数据库。因此，进行有效的大数据分

析和深度学习从而实现个性化信息定制，可以将大量

冗余的信息处理成针对用户需求的、有意义的可用性

信息，提高信息传达的效率与质量。如车载导航中，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自动记忆用户常去地点

甚至还能通过历史记录进行地点推测，并以此为据向

用户提供导航路径与相关位置服务。再如车载导航中

的语音识别功能，行程中用户在不方便手动输入的情

况下对数字化载体进行语音录入，诸如此类快捷智能

化的信息服务，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信息的高效率传

达，实现了真正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交互设计。 

4  结语 

基于地图始终服务于人类的本质，以及其深入人

类衣食住行乃至生活各个方面的现状，如何持续提高

其信息传递的效率与受众获得信息的体验是一个长

久性且必要性的研究课题。随着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

以及展示技术的不断丰富，面向未来，地图仍需要大

量的研究、分析和改良，增强地图信息受众的沉浸感、

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结合效果、处理好图像时代与虚

拟现实的良性过度等问题成为地图信息设计领域所

要面对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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