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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意识设计理念的地铁车内扶手改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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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现有的三类典型地铁车内扶手使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观察乘客群体的无意识行为，

分析研究乘客群体在乘车过程中的无意识需求，从而提出一种扶手及抓握件的改良设计方案。方法 基

于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提出的无意识设计理念结合使用行为分析方法，通过分析站姿地铁乘客的无意识

动作和实现抓握行为的有效性入手，研究地铁车内扶手的可用性和舒适性，发现车辆运行方向的加速度

带来的瞬间冲击是地铁抓握件应当主要克服的作用力。结论 提出地铁车内扶手及抓握件应当首要解决

的实际问题，并按照这种思路尝试提出一种符合乘客群体无意识需求的合理改良设计方案，该方案具有

较好的人机使用特性，对于地铁车内扶手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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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Design of Subway Interior Handrail Based on Unconscious Design Theory 

YAO Wang, LI Fang-yu, ZHI Jin-y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unconscious demands of the passenger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rid-
ing by observing the unconscious behavior of the passenger group and then propose an improved design scheme of hand-
rails and grasping part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use of three types of typical subway handrails. Based on 
the unconscious design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Japanese designer Naoto Fukasawa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be-
havior analysis method, the usability and comfort of subway handrails were studied by analyzing the unconscious actions 
of subway passengers in standing postur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sping behavior.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stantaneous 
impact caused by acceler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vehicle movement was the main force that subway grasping parts should 
overcom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olved first for the handrails and grasping parts in the subway are put 
forward, and a reasonable and improved design scheme that meets the unconscious needs of passengers is proposed based 
on this idea. The scheme has good man-machine performance and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sign of sub-
way handrails. 
KEY WORDS: unconscious design; subway; handrail design; man-machine engineering 

地铁作为城市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在城市

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解决城市高

峰期拥堵问题上作用显著。地铁车辆是地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肩负着载运旅客的重要功能[1]。地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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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内饰扶手是车辆的重要配件，其设计要求符合人体

工程学数据基础，可保证列车在任何操作状态下（包

括紧急制动时）均能承受乘客任何的冲击力[2]。 
近年来，已有研究人员对地铁扶手和抓握件进行

了研究：卢艳玲等以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地铁

内饰扶手设计为例，详细介绍了其连接结构和优劣特

性及其材料的演变历程，指出其主要借鉴大型客运汽

车、无轨电车及国外地铁客运车辆；魏峰等提出地铁

扶手的使用体验主要取决于人体身高和手臂功能上

举高的差异，遵循国家标准计算并论证出吊环高度为

1710 mm 且横杆高度为 1860 mm 时，舒适性评分最

高[3]；肖军等从人机工程学和数理统计中概率 95%置

信度的角度出发 [4]，就西南地区成人身高标准为依

据，得出吊环高度为 1600 mm 且横杆高度为 1800 mm
时，可以满足西南地区 95%的乘客对扶手高度的要

求；姜良奎等从能实现“抓得到，不碰头，抓位多”

的角度研究出一种车内扶手布置设计方案[5]，提出使

用横杆乘客呈“一”字形分布，使用竖杆的乘客呈圆

形分布，通过人机尺寸论证出一系列扶手设置的数据。 
尽管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地铁的扶手以

及抓握件等的演变、材料、人机尺寸、布置位置和数

量等进行了研究，但目前依然缺少从乘客行为分析和

心理感受出发进行的专门研究，因此将从乘客群体的

无意识行为出发，尝试研究一种扶手及其抓握件的设

计方案，并通过仿真模型来论证其合理性。 

1  无意识设计理念 

1.1  定义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人的精神意识被

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6]。无意识行为是人不经

过缜密思考和判断所做出的一类本能行为[7]。它通常

来源于生活的积累，又深深地融入在生活中。 

1.2  内在意涵 

“无意识设计”又称为直觉设计，是深泽直人首

次提出的一种设计理念，即“将无意识的行动转化为

可见之物”[8]。在当今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产

品的造型设计常常流于一种表象，产品的使用过程成

为了用户慢慢适应产品的过程。无意识能影响人的躯

体感受，也能影响人的社会行为[9]。而“无意识设计”

理念，是以人的行为和感觉为基础，做出服务于人的

设计的理念。产品的使用过程变成了用户的行为和情

感被产品接受和服务的过程。这样的设计处处体现着

理解和包容，用户会对产品一见钟情，使用过程中产

品和用户之间不断产生交流和共鸣，从而提升用户

体验。 

2  无意识设计理念在地铁车内扶手设计中

的应用 

2.1  地铁车内扶手分类 

我国地铁最主要的三种地铁车辆扶手形式见图

1，可将其概括为：第一类为车厢中央位置的纵向“低

位”扶手；第二类为车厢上部的横向“高位”扶手；

第三类为固定在横向扶手上的抓握件三种主要形式。

本文主要针对第一类和第三类，即车厢中央位置的纵

向“低位”扶手和固定在横向扶手上的抓握件设计进

行研究。 

2.2  基于无意识设计理念的车内扶手设计流程 

在本次的设计过程中，归纳了基于无意识设计理

念的车内扶手设计流程。深泽直人认为，产品设计更

大程度上并不是在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在寻找人们意

识里既有的存在[10]。 
首先归纳了无意识设计理念中使用者和产品之

间的关系变化过程见图 2。在使用者初次见到产品时，

会根据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对产品进行初步判断，从

而形成属于自己的使用方式，这个判断过程在使用者

触碰产品之前完成。具体到案例中，乘客在使用扶手

之前会依据扶手的形态、位置、颜色和材质等在脑中

形成一种抓握方式。此时扶手也在乘客的脑中形成初

步印象的情感输出。 

 

 
 

图 1  我国地铁最主要的三种地铁车辆扶手形式 
Fig.1  Thre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subway handrai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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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使用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 
Fig.2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s and products 

 
在经过初步感知之后，使用者开始使用产品，从

而出现舒适和不舒适两种大方向的概念。舒适度在这

里主要受扶手的温度、触感、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在

不舒适的情况下，使用者或作出一定行为上的调整，

规避一定程度的不舒适感，这意味着产品本身在设计

过程中考虑不周。使用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

对使用者来讲是无意识的，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但它

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产品的印象，从而左右着

人们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无意识设计理念是一种主要面向

改良设计的理念。其特征是在前一代产品基本满足刚

需的情况下，根据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针对

性改进的设计方法。 
经过分析认为：在诸多研究方法中，传统的观察

法能够最直观地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形成

无意识行为背后的动因。 
从前期调研阶段开始，直到解决思路的初步成

型，优先选择了更加直观体现使用者行为活动的设计

研究方法，力求设计方案“从行为中来，到行为中去”，

为更好的服务使用者的行为而设计。 
另外无意识设计理念和核心是以人的行为和感

觉为基础，两者中行为的表现更加直观和具体，因此

行为分析是设计流程中的重中之重。由此得到了本次

的设计流程，基于无意识设计理念的车内扶手设计流

程见图 3。 

2.3  地铁车内扶手使用行为分析 

根据乘坐地铁的经验，车内扶手及其相关抓握件

对车内乘客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影响。在离站

加速和到站减速时，站姿乘车旅客会因惯性作用而一

定程度地失去身体平衡，尤其是在高峰期，只能使用

扶手和抓握件来保持身体平衡的乘客占很大比例，这

时，扶手的安全性和易用性对乘客整体舒适性的提升

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2.3.1  观察法和行为分析 

观察法是发现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观察的基

础应该建立在真实的使用情境上。人与情境之间相辅

相成，具有协调性和复杂性。无意识行为是人基于自

身需求和环境所作出的不经缜密思考和判断的反应。

人们根据长期形成的经验，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下产生

的行为也不尽相同 [11]。这里以成都市地铁二号线为

例，观察人们在高峰期和非高峰期乘车时的无意识行

为，并针对其行为的具体数据统计结果进行分析。通

过分析得到这些无意识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为地铁

车内的扶手改良设计提供了一个良好基础。本次调研

团队由三人组成，分为两次观察，样本数量共计 1338
人，为消除被观察者疑虑，本次调研不采用数码相机

记录，采用笔和纸在每两节车厢连接处记录。 
初步观察中，调研团队对车内进行观察区域划

分，团队分工后，分别对车厢各区域的乘客进行基础

性观察，跟踪记录乘客从进入车厢到离开车厢的行为

动作。观察时间正值客流高峰，在车厢拥挤的状况下，

乘客站立位置和抓扶位置的变量相对较小。因样本数

量较大，相对三人的调研小组而言难于跟踪其全过程

的动作变化及其所占时间比例。在车厢拥挤的状况

下，乘客站立位置和抓扶位置的变量相对较小。经过

初步观察和分析，决定只选取在观察瞬间乘客的行为

动作。 
为调研样本更具分析价值，尽量缩短调研时间，

两次调研时长均为 20 分钟左右，期间调研人员从第

一节车厢用最快的速度穿梭至最后一节车厢，同时要

记住所有乘客的瞬间状态。 
调研团队共计调研两次，第一次调研拥挤程度尚

可，调研过程较为顺利，故时长较短，共获得 328 个

样本。第二次调研正值客流高峰，调研人员几度陷入 

 

 
 

图 3  基于无意识设计理念的车内扶手设计流程 
Fig.3  Design process of interior handrails based on unconscious desig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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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被迫中断观察，故时长较长，共获得 1010 个有

效样本。 
经过讨论，共发现有特点的行为三十五项，分析

这些行为与无意识行为形成的促因是否匹配，共得出
八项与倚靠和抓扶有关的无意识行为，无意识行为统
计见表 1。 

这两组数据的样本总量接近于三倍关系，即在不
同时段采集的样本数量差异较大，对地铁高峰期与非
高峰期的扶手使用情况有一定代表性。 

在对两者八项数据进行一一对照后发现：在拥挤
情况下，一双手各抓一个扶手、跷二郎腿两项人数明
显降低；依靠着门、握低位扶手两项人数明显增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车厢的拥挤与否和乘客状态
之间的关系。 

在客流高峰期时段，车厢内人数增多，每位乘客
可占用空间相对变小，狭小的空间不再适合一人占用
两个扶手。这时两个扶手带来的抓握稳定的需求受到
抑制。跷二郎腿同样不适于狭小空间，此时心理距离
需求受到抑制，这是造成双手各抓一个扶手、跷二郎
腿两项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编号握高位扶手和握低位扶手的人数在两

组样本中均较高，说明高/低位扶手的使用舒适度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乘客的整体乘车舒适性和满意度[12]。

在对比了不同时段的两组数据后发现，这一点在拥挤

状态下体现得尤为明显。 

2.3.2  成因分析和解决思路 

在前期无意识行为统计中，发现握高位扶手和握

低位扶手两项主要反映乘客对抓扶以保持稳定的需

求度，另外六项对后期高/低位扶手的设计帮助较大。

通过分析，按照无意识行为类别以及行为可用性分析

对表 1 中的行为集进行筛选排序，无意识行为排序见

表 2。 
车厢内几类典型的无意识行为见图 4，经过对乘

客无意识行为的初步分析和筛选，得到了行为成因和

初步解决思路，双手各抓一个扶手起因是一个扶手不

够稳固，这来源于目前地铁高位扶手采用扁宽的尼龙

绳将工程塑料制造的把手与高位扶杆连接起来。这样

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得更大面积内的乘客可以使用把

手，但相较而言，其带来的弊病更明显。扁宽的尼龙

绳行程长，阻尼小，可控性弱，车厢的晃动被放大到

乘客身上。同时，为保证较高的运载效率，地铁加速

起步和减速停车时的加速度远大于公交车，这样的缺

点更显得尤为突出。连接部件难以有效消解车辆运行

方向的加速度带来的瞬间冲击，也给抓扶的乘客保持

身体平衡带来了难度。 
 

表 1  无意识行为统计 
Tab.1  Unconscious behavior statistics 

第一次 16:42—16:54 第二次 17:00—17:21 

迎宾大道—中医大省医院 中医大省医院—成都东站 编号 行为 

次数 次数 

1 双手各抓一个扶手 6 2 

2 在睡觉 18 29 

3 依靠着门 4 26 

4 依靠着竖向扶杆 13 20 

5 手提物品同时扶着扶手 2 5 

6 握高位扶手 32 103 

7 握低位扶手 14 48 

8 跷二郎腿 56 32 

 总人数 328 1010 
 

表 2  无意识行为排序 
Tab.2  Unconscious behavior order 

编号 行为 行为形成的原因 解决思路 

1 双手各抓一个扶手 一个扶手不够稳固 调整扶手结构和材质 

2 在睡觉 困倦和劳累 提高扶手舒适性 

3 倚靠着门 倚靠更舒适 提高扶手舒适性 

4 倚靠着竖向扶杆 倚靠更舒适 提高扶手舒适性 

5 手提物品同时扶着扶手 物品过重，需要借力 调整扶手造型 

6 跷二郎腿 放松，拉开心理距离 调整扶手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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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车厢内几类典型的无意识行为 
Fig.4  Several typical unconscious behaviors in the subway 

 
在睡觉、倚靠着门、倚靠着竖向扶杆三项无意识

行为的形成原因类似，主要来源于扶手的舒适性不

足。目前的扶手抓握件由工程塑料注塑而成，表面光

滑，握感较硬且摩擦力小，这些特性一定程度上给乘

客的体验带来了影响。同时扶手的稳定性欠佳也是导

致这三项行为的重要原因。 
手提物品同时扶着扶手和跷二郎腿两项无意识

行为在解决思路上比较一致，应当一起分析解决。手

提物品同时扶着扶手是由于物品过重，乘客需要借助

扶手才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提起重物。目前的抓握件

把手部分是水平于地面的，重物在借力过程中会经历

车厢的晃动从而产生水平方向的位移，不利于长期借

力，因此乘客需要在提起重物的同时紧紧握住扶手。

在设计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物品水平方向的位移，同

时减轻抓握负担。从表 1 中可以得出：握高位扶手主

要出现在车厢相对不拥挤的时段，行为主要来源于放

松和拉开心理距离两方面。目前地铁高位抓握件距离

座位较近，是为拥挤时段考虑。在极限状况下，相对

而坐的两排乘客之间至少有三排乘客站立，此时，保

持心理距离的需求受到了抑制，因此在修改抓握件造

型的过程中，不应忽视拥挤时段的需求，应当使抓握

件造型既有利于保持合理心理距离，同时又避免在拥

挤时段造成使用不便。 
通过对握高位扶手和握低位扶手的分析，得到一

种初步设想：将抓握件抓握部分改为向站立抓握者一

侧倾斜，重物受力容易集中于一点，且容易保持心理

距离，同时考虑到拥挤时段的需求，还应充分考虑倾

斜角度。 
进一步分析产生行为的深层原因：目前我国地铁

的扶手设计大多从公交车借鉴而来，但地铁和公交车

在行驶特性上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影响到扶手

的使用。公交车在路况不佳的情况下行驶存在较明显

的纵向颠簸，转弯时又受到离心力的影响出现横向倾

斜。同时相对地铁来讲，启动加速和减速停车的加速

度较小，这时，抓握件和高位横杆之间采用软性材质

连接可以过滤掉一些来自多个维度的震动和拉扯，同

时又保证了较低的成本。地铁的速度快，运载量大，

建造标准较高，线路在建造过程中不受原有地面交通

线路的影响，不允许出现类似公交线路的 90°转弯和

较大的瞬间落差，这就意味着纵向颠簸和横向倾斜很

难出现在地铁运行过程中。 
综合上述分析，由于地铁和公交车在设计目标、

运行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因此，来源于公交车的公

共交通抓握件设计存在改良空间，地铁扶手应当针对

其独特的定位进行改良。 
睡觉和依靠扶手都是乘客在疲累和困倦的情况

下作出的无意识动作，这样的动作不利于大量乘客的

乘坐舒适性。设计师在设计扶杆之初是为车厢内的多

位乘客维持身体平衡和提升舒适性着想，依靠的动作

无异于打破了设计师的构想，使得乘客在一个不尽合

理的状态下乘车。 

3  地铁车内扶手布置设计方案 

3.1  关键人体尺寸 

在低位扶手和高位扶手的抓握件设计中，人机工

程学的数据对产品最终的使用舒适性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魏峰等通过高度测试得到实验数据，抓握件

在 1610 mm 至 1710 mm 之间，且横杆高度在 1810 mm
至 1860 mm 之间时，测试结果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抓握件在 1710 mm 时舒适度评价最高，横杆高度在

1860 mm 时可保证绝大多数人不会碰头。 

3.2  初步方案与草图推敲 

综合分析，考虑到乘客在抓握过程中产生的无意

识动作成因，将改良方向主要针对为以下几个部分：

减少抓握件与扶杆之间的位移，在车辆晃动情况下，

避免连接结构在晃动过程中起到放大效果；抓握件的

抓握部分适当倾斜于抓握者，以利于抓提重物时的借

力以及在相对不拥挤的情况下保持与坐姿乘客的心

理距离；只保留抓握件的抓握部分与车厢之间的纵向

（即车辆前进后退方向）位移，并设置阻尼对正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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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进行消解，利于乘客保持身体姿态较为稳定。在

对设计目标的充分理解以及对抓握件的主要受力方

向的分析之后，得出了初步方案，初步方案和草图推

敲见图 5。 

3.3  设计方案及其关键尺寸 

在初步分析站姿乘客的无意识动作和勾画草图

之后，得到了高位扶手抓握件的初步设计方案见图 6。 
在这个方案中，抓握件由固定架、抓握杆及带有

平行于行车方向的缓冲装置三部分组成。固定架由螺

丝固定在高位扶杆上，两者为硬连接，行车过程中无

论车厢发生任意方向的晃动，两者均保持相对静止，

从而避免连接结构在车辆晃动过程中起到放大效果，

有利于乘客保持身体稳定；抓握杆由有轻微弹性的橡 

胶制成，采用符合人机抓握的造型，从材质和造型两

方面增加其使用舒适度，从而减轻乘客抓握负担；抓

握件的抓握部分适当倾斜于抓握者，以利于抓提重物

时的借力以及在相对不拥挤的情况下保持与坐姿乘

客的心理距离；缓冲装置通过阻尼的设置，可以对大

部 分 来 自平行 于 行 车方向 的 加 速度冲 击 和 震动有

较好的过滤效果，阻尼位移距离相对较小，尽量减少

晃动。 
高位扶手及其抓握件尺寸采用了文献中已作论

证的人机工程学尺寸，上述文献中的尺寸已在新一代

产品中使用效果良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这里不予

论证。在制作初步方案时已充分考虑文献中的人机工

程学尺寸。文中抓握件高度为 1710 mm，横杆高度为

1860 mm，横杆采用∅32 的不锈钢空心管制成。 
 

 
 

图 5  初步方案和草图推敲 
Fig.5  Preliminary scheme and sketch 

 

 
 

图 6  初步设计方案 
Fig.6  Preliminary desig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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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无意识设计理念是在产品已经充分满足刚性需

求的情况下，以使用者的无意识动作为分析对象，对

产品的造型和细节进行改良设计和再设计的过程。 
长期以来，地铁车内扶手的设计遵循传统交通工

具的扶手设计原则。在案例中，通过对乘客无意识行

为的充分分析，结合地铁运行的特有状态，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三个改进方向：减少抓握件与扶杆之间的位

移以减轻结构晃动；抓握部分适当倾斜于抓握者以利

于借力和保持心理距离；只保留抓握件与车厢之间的

纵向（即车辆前进后退方向）位移，并设置阻尼对正

负加速度进行消解。 
研究对地铁车内扶手设计提供了一条比较有可

行性的思路，同时展示了一种基于无意识设计的理念

指导。难度较低、效率较高的实际设计流程，有条理

地发现、分析使用者的无意识行为与现有产品之间的

矛盾以及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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