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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弘扬红色文化的时代精神，构建后疫情时代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模式。方法 以后疫情时代

为背景，以雄安红色文化为切入点，借助两者之间的关联在公共设施的产品外观和功能设计上将其进行

融合，从而强化城市公共设施的文化表达，深化用户对当代红色精神的理解及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正确认知。结果 得出红色文化的当代叙事性表达方法在城市公共设施中的应用策略，并通过“红色文

化融入造型和消杀功能设计、红色文化融入防疫情境设计、平疫结合的弹性设计和引导性设计”等雄安

公共设施的设计模式来展开产品开发。结论 通过后疫情时代红色文化在雄安公共设施中的表达的研究

和实践，来将抗疫精神和红色文化进行设计融合，从而在雄安新区构建“未来之城”的城市形象，弘扬

红色文化，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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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time of red culture and developing the design mod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the red culture of 

Xiong’a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deepen 

us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red spirit and the correct cognition of sudden public health events. This paper 

figures out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contemporary narrative expression of red culture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hrough 

the design mode of Xiong’an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red culture integrated into modeling and sterilization function de-

sign, red culture integrated into epidemic prevention situation design, flexible design of combining peacetime with epi-

demic time and guiding design”, product development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expression 

of red culture in Xiong’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design integr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association of anti-epidemic spirit and red culture, and the city image of “future city” of Xiong’an New Area can be es-

tablished, so as to carry forward the red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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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对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有

着重要的影响。雄安新区作为建设中的新型城市，为

了符合长远发展的需求，其公共设施应尽可能完善。

红色文化是雄安地区的代表文化之一，对雄安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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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影响深远，同时红色文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公共设

施文化表达的方式之一。受到从 2019 年开始的新冠

肺炎疫情的启示，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全民共享的物质

形态，在产品设计中的防疫需求不容忽视。有必要依

据抗疫精神与红色精神的跨时代关联[1]，在城市公共

设施的产品设计中寻求红色文化基因在后代疫情 [2]

视角下的表达策略。 

1  现有城市公共设施中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公共设施是满足人们公共

需求的设施[3]。其涉及的产品范围很广，主要包括垃

圾桶、路灯、标牌、公共候车亭、地铁站台、公共座

椅、凉亭、公共卫生间、公共饮水装置等。 

现阶段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在公共卫生和文化

建设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如在人群密切接触型公共

生活服务设施中，公共交通等候设施和游憩设施在这

2 个方面的问题尤为重要。 

1.1  现有方法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不足

之处 

在 2019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城市

公共设施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普遍存在以

下问题： 

1）配套功能方面的缺失。疫情的发生具有不可

预判性。作为城市公共设施，使用者可能携带病毒细

菌进入公共空间，同时也可能将存在于公共空间中的

病毒细菌带走。这一过程缺少消毒杀菌环节，因此无

法判断使用者是否沾染了公共设施内的病毒细菌。从

新冠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

境之间均存在较高的交叉感染风险[4]，而消毒杀菌能

够降低这一风险，有效防止病毒传播。对于公共设施

而言，被不同人所接触是其基本特性。但很多病毒细

菌在不同的介质表面都有一定的存活期，不同的人在

相同或不同的时间段接触和使用公共设施必然存在

很大的交叉感染风险，因此消毒杀菌是疫情防控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现阶段公共设施的消毒杀菌

工作多以临时指定人员进行人工操作的方式进行，这

种方式不仅加重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

也很难保证消杀频率和消杀效果。 

2）心理引导方面的空白。疫情导致人们的心理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恐惧、焦虑、不安等情绪

会导致人们在公共环境中的行为模式产生相应改变。

人们的行为会变得谨慎，但久而久之也会变得压抑、

疲惫甚至消极。民众长期处于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压

力下，很容易由于恐慌而引发抢购物资、暴力防疫等

极端行为，不仅不利于防疫的总体布局，也会在社会

上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因此，心理引导的重要性显 
 

而易见。科学合理的心理疏导有助于人们对疫情引发

的负面情绪进行排解，并可以引导人们采取理智、冷

静的态度和科学有效的方法应对疫情中的人和事，使

民众增强对集体力量和政府决策的信心[5]。然而，目

前的城市公共设施中普遍缺乏针对心理方面的有效

引导。 

1.2  文化表达方面的问题 

1.2.1  中小城市中的公共设施千篇一律 

在一些中小城市中，例如雄安周边的城市，其公

共设施几乎千篇一律，既没有文化的表达，又没有当

代时尚和科技的加入，缺乏设计感。在中国工业设计

行业正在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6]的转变

而努力奋斗的今天，这种与用户需求和环境需求脱节

的产品显然是会被逐渐淘汰的。在已明确城市发展定

位的雄安新区，更需要这些能够与城市面貌相协调

的、具有前瞻性和文化内涵的公共设施在城市空间中

发挥重要作用。 

1.2.2  文化基因混乱 

多数城市的公共设施在设计风格上表现出的文

化特征存在不明确或不成熟的问题，如“欧陆风”和

“复古风”的风靡一时，即是设计向“文化”良性过

渡的尝试。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融合

了继承与更新、保留与创造，但其在一定的时空内又

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的核心内容是红色文

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而红色文化在不同地域

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叙事载体，同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

表现形式。这种具有地域特性的核心文化最能激起人

们的文化认同，将其用于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中也有

助于地域文化的表达、传播和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

但是目前包括雄安新区原有县市在内的很多城市的

公共设施不仅缺少对地域文化的表达，更没有固定的

文化风格体现，见表 1。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具有浓郁文化底蕴的城市

中，其公共设施在产品外观风格上具有一定的文化特

色，而在开放性强、时尚前卫的大都市中，其公共设

施在整体设计风格上比较现代、时尚，或者在一定程

度上与当代科技相结合，但地域本土文化并不突出。

绝大部分城市的公共设施均欠缺有关疫情防控的相

关设计。 

2  在雄安新区公共设施中加入疫情防控设

计要素的必要性 

从调查结果可知，超过 8 成的人认为使用公共设

施有交叉感染细菌病毒的风险。这说明在经历了大型

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民众对交叉感染的认知度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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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主要城市公共设施情况分析表 
Tab.1  Analysi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major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所在城市 产品使用功能 文化基因表达 防疫功能 样本图片 

北京 

在具备基本使用功能的

同时，部分新建项目投放

的产品增加了智能化功

能 

文化表达在公共设施中

的体现不到位 
欠缺 

苏州（古城区） 

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并能

与环境建筑相协调，从而

起到美化市容的作用 

文化表达有比较明确的

地域特色 
欠缺 

南宁 仅具备基本使用功能 
文化表达缺少明确的基

调 
欠缺 

韩国首尔 

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并能

与景观相协调，从而起到

装饰美化的作用 

表现出明显的现代都市

文化，但地域本土文化

表达不足 

欠缺 

石家庄 仅具备基本使用功能 
风格不统一，地域文化

表达不明显 
欠缺 

雄安新区（在建区

域） 

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并能

与景观适当结合 

文 化 表 达 缺 少 明 确 基

调，并缺少与城市发展

定位相协调的设计 

欠缺 

 

提高，同时有将近 7 成的人在使用公共设施的前后有

消毒或清洁的意识，且仅 4 成多的人有携带消杀产品

外出的习惯。因此对于细菌病毒的消杀工作可能会由

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实施，例如嫌麻烦或者没有随身

携带消杀产品等。由此可见，在公共设施设置消杀服

务有其必要性。第 4 项正验证了这一观点，有约 6 成

的人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提供消杀服务，仅少部分人认

为可以回家后再进行消杀工作。 

由以上统计结果反映出，在后疫情时代，雄安城

市公共设施亟待解决以下问题： 

1.  病毒细菌的快速传播带来交叉感染的隐患 

国内城市的规划多为中心组团式布局，即围绕商

业综合体分布多个住宅小区的形式，极易造成商业、

消费、就业和居住人口的重叠聚集。一旦发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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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通过问卷星对 1160 个雄安地区相关人员 

进行了公共设施与疫情防控的相关调查。 
Tab.2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facilities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1160 people in Xiong-an area (2020) 

序号 选项 小计 比例

1 认为使用公共设施有交叉感染风险 985 84.91%

2 
使用公共设施前后有消毒或清洁的

意识 
796 68.62%

3 有携带消毒或清洁产品外出的习惯 527 45.43%

4 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提供消杀服务 697 60.09%

5 
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有简易紧急医疗

救助 
463 39.91%

6 认为公共设施没必要设置防疫功能 76 6.55%

7 有效填写人次 1160  

 
病毒细菌会随着人群的聚集和流动迅速扩散，同时由

于建筑布局的高密度特性，很容易因交叉感染造成大

范围的快速传播[7]，后果严重。 

2. 消杀困难 

疫情发生后，以社区为单位的疫情防控方式暴露

出明显的消杀问题。城市规划中的集约化管理使得住

宅区人口非常密集，生活配套设施也相对比较匮乏。

比如社区内绿地广场的游乐设施、公共座椅、健身器

材、电梯等，这些公共设施的人为消杀工作在实施频

率上远远比不上其被使用的频率，因此很难避免交叉

感染。即使是非住宅区的商业、文教等公共场所，在

疫情未达到居家隔离的严重程度之前，也容易因为公

共设施的消杀工作不到位而加重疫情发展。 

3  将红色文化融入雄安新区公共设施设计

的必要性 

3.1  红色文化与抗疫精神的内在关联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人民面临着巨

大的考验。在抗疫斗争中，大量新时代的英雄涌现出

来，他们之中有专家学者、有军人和战警、有默默无

闻的一线医务人员、有各行各业无私奉献的无名英

雄，当然也包括了每一位具有抗疫大局观的民众。由

革命年代的先烈们英勇奋斗、流血牺牲铸就的红色精

神在抗疫斗争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8]。这些新的

时代内涵主要体现为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战斗精

神，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的无私奉献精神，守望相助、

众志成城的团结奋斗精神，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先

锋气魄，以及精准防控、依法治理的科学理性精神。

所有这些都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红色

精神在此次抗疫斗争中再次散发出新的光芒，红色基

因在抗疫中也得到了良好的传承。 

事实证明，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异常珍贵，红色

精神的强大动力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困难、通过考验。

因此有必要理清红色文化和抗疫精神的关联，借助城

市公共设施载体，使红色精神融入人民的生活，并得

到“活态”传承，进而使红色精神在城市空间中形成

叙事性传播的方式。 

3.2  雄安红色文化融入公共设施设计的必然需求 

城市公共设施也被称为“城市家具”，是满足人

们在城市公共环境中活动需求的用具，同时也是城市

环境的重要构成元素和影响因素。城市公共设施不仅

能够为城市服务还能影响城市的机能和形象气质[9]。 

每个城市在长期的发展中都会形成并表现出独

特的文化，城市的历史越久远，文化底蕴就越浓厚。

而且不同城市会由于发展历程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

的文化底蕴[10]。雄安一带在历史上是一片革命圣地，

雄安新区最突出的文化则是红色文化。雄安红色文化

主要表现为以《荷花淀》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以“雁

翎队”为代表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事迹[11]，以及以狼牙

山五壮士为代表的英雄事迹等。雄安红色文化所表现

出的是冀中平原特有的朴实、英勇、乐观和无私无畏

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与抗疫中所表现出的红色精神

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具有时代的差异性和传

承性。将红色文化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相结合，即在

生活环境中融入新时代的红色元素，使人们在红色文

化的叙事空间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红色精神

的传播与传承，进而形成雄安特有的城市文化气质。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在抗疫精神和公共设施之间

担负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此以公共设施为载体，

以红色基因为媒介，使其成为后疫情时代抗疫精神的

有效表达和传承方式。 

4  后疫情时代雄安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在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12]中以蓉城、安新两县交

界区域为起步区，其位于新区北部，也是新区的主城

区。起步区又分北城、中苑和南淀三个区域，分别依

据地势和位置特征发展成为以高端服务、信息智能和

军民融合产业为主的小城镇。功能空间由北往南基本

划分为居住带、产业园和公园，而 CBD 商务区紧邻

居住带和产业园，因此北部区域的建设基调以高新科

技和商业为主。 

新区南部的建设主要是以现代农业、生态保护、

生物科技、文化创意等产业为主的特色小城镇。功能

空间上主要围绕白洋淀沿岸穿插分布着居住带和特

色文化小镇，因此南部区域的建设基调以文化传承和

生态保护为主。 

根据以上规划情况，雄安新区的公共设施主要涉

及四类功能空间，分别为居住带、商业区、城市公园

和文化活动区域。未来十五年雄安新区制定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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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雄安新区规划主要指标（部分） 
Tab.3  Main planning indicators of Xiong'an  

New Area (part) 

分项 序号 指标 2035 年

1 蓝绿空间占比（%） ≥70

2 森林覆盖率（%） 40 

3 耕地保护面积占新区总面积比例（%） 18 

4 起步区城市绿化覆盖率（%） ≥50

5 起步区人均城市公园面积（平方米） ≥20

6 
起步区公园 3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 
100 

7 起步区骨干绿道总长度（公里） 300 

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绿色

生态 

9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资源利用率（%） ＞45

10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覆盖率（%） 100 

11 
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平

方米） 
0.8 

12 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平方米） 0.8 

13 起步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90

14 
起步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

（%） 
≥80

15 起步区公共交通站点服务半径（米） ≤300

16 起步区市政道路交通服务覆盖率 100 

幸福

宜居 

17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平方米） 2-3 
 

规划指标（数据摘自“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 

2035 年）”），见表 3。 

根据新区规划主要指标所示，城市公园和公共交

通的占比明显较大，可见在未来雄安新区的公共交通

和城市公园的公共设施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后疫情视角思考，对红色文化融入公交候车

亭、公园公共座椅、游乐设施等使用频率较高的公共

设施中这一需求有以下设计策略。 

4.1  红色元素融入公共设施的造型与消杀功能设计 

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出发，城市公共设施在产品功

能上可以采用“加法”设计，将消杀功能添加到产品

的创新设计中。从文化表达的角度出发，可以将雄安

红色文化的物质元素以符号的形式融入产品造型和

功能的设计中。如在公交候车亭的设计上，整体造型

融合了“雁翎队”中枪插雁翎的羽毛造型和雁翎船的

木船造型，在细节上巧妙运用了红色文学《小兵张嘎》

中的“嘎子”形象，见图 1。在功能上借助嘎子的形

象提示和语音提醒完成消杀的这一交互方式，这种方

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人们在使用候车亭和乘坐公交

车时由于手的接触而引起的交叉感染风险，还能够在

嘎子的微笑和鼓励中获得情感鼓励，勇敢面对疫情。

语音设置分为操作前与操作后两种，分别为提示语音

“上车前要消灭手上的敌人哦！”和鼓励语音“你真

棒，一定会打败敌人！”。这种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 

 
 

图 1  公交候车亭设计 
Fig.1  Design of bus shelter 

 
消杀功能的设计，能够在传递红色文化的同时影响人

们的行为和精神，从而起到生理防疫和心理疏导的双

重作用，有助于提升疫情防控的成效。 

4.2  红色元素融入公共设施的防疫情境设计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就出现了以传

统游戏为基础，融入战争内容和抗战精神的儿童抗战

游戏，并流传至今。这些儿童抗战游戏就是依据儿童

这一群体好动的天性，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宣传教

育[13]。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中，有很多看不见的“敌人”

在威胁着人们的生活，比如病毒、细菌、疾病等。抗

击疫情的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与抗疫有关的

宣传教育也同样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开展。 

儿童游乐设施是现代城市游憩空间比较受欢迎

的一类公共设施，如滑梯、秋千、城堡等各种形式的

产品。同时，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域在战争年代也流传

下着许多脍炙人口的有特色、有趣味的战争故事，由

此而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不在少数，其中著名电影

“地道战”中展现了华北平原特有的游击战术，“荷

花淀”中也描写了雁翎队凭借水上优势炮打包运船的

经典战法。将这些战斗故事与儿童游戏相结合，把

“敌人”定义为和平年代的“细菌病毒”，从而创作

出既迎合儿童喜好，又能宣传教育红色精神和抗疫精

神、寓教于游戏之中的情境式公共设施。如儿童城堡

迷宫游戏跟地道战结合，将疫情防护相关的细节以生

动形象的互动设计[14]嵌入到红五星造型的公共游乐

设施中，给用户提供一种在地道中与病毒斗争的游戏

情境，见图 2。考虑到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内

部细节设计中，加入传声筒、隧道、滑梯等元素以增

加互动性。同时通过加入抗疫有关的消杀引导、磁吸

式抗毒游戏画板和病毒模型等设计，来起到普及抗疫

知识的作用。这些细节设计分布在迷宫的不同节点，

儿童需借助地面的图形指示来引导行进方向。在安全

防护方面加入 LED 线型照明、滑梯扶手和软橡胶攀

爬辅助等，同时在空间尺度上也允许家长陪同，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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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道战”抗疫迷宫外观设计 
Fig.2  Appearance design of “Tunnel War” anti-epidemic labyrinth 

 

 
 

图 3 “地道战”抗疫迷宫内部设计 
Fig.3  Interior design of “Tunnel War” anti-epidemic labyrinth 

 
进一步保障游玩的安全性，见图 3。这种情景体验式

设计能够使用户在游戏中学会有关疫情防护的知识

和方法，同时也在无形中接受了红色文化的熏陶。另

外，这种形式不仅适用于儿童，也可拓展到青少年甚

至更多的群体。这种情境体验式设计是有情怀的设

计，帮助用户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健康、积极、乐观、

自信、奉献的家国情怀。 

4.3  平疫结合的弹性设计 

现有的公共设施之所以无法有效地预防疫情发

生或无法在疫情发生时有效地进行防控，主要是因为

现有产品在设计初期未考虑到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爆

发的情况。但是，疫情具有突发性特点，并不是常态，

不能因为添加防疫相关功能而使现有产品的使用增 

加不必要的障碍。因此，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法，

在保留产品原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增加消杀功能模

块。在结构形式上可以采用隐性的设计，使增加的功

能模块能够在不被使用的时候隐藏起来。这样既避免

了附加功能模块对产品外观的影响，又能适当保护相

关设备。比如，在公交候车亭的设计中将消杀模块隐

藏在产品的侧面结构中，通过红外感应启动开关，从

人机工程学角度上较为符合人的坐姿操作范围[15]，可

以满足用户在坐姿状态下使用的操作需求。再如公共

座椅的设计，在造型上结合“雁翎船”的形态元素，

并将消杀模块隐藏在座椅侧面，同样通过红外感应启

动开关，使用户可以在从站到坐或从坐到站的姿态切

换中使用此功能，同时也能够避免在坐姿状态下无意

识触发开关的不便，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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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共座椅设计 
Fig.4  Design of public seat 

 

 
 

图 5  引导性设计分析图 
Fig.5  Analysis chart of guiding design 

 
同时，防疫相关模块与日常模块可以进行选择性

组合或拆除，以便根据疫情的使用需求增加或减少功

能模块，以及进行后期的维护升级，从而增加产品的

可持续使用性。这一方式既可以达到对现有资源设计

利用的最大化也可以实现使用成本的最小化。根据

“平疫结合”的理念，在“平”时拆除或关闭疫情相

关功能模块，在“疫”时则安装或开启疫情相关功能

模块，既能做到“平疫结合”，也与可持续的发展理

念相契合。正如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奉献精神—平静时

期默默奉献，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4.4  雄安新区公共设施的引导性设计 

公共设施的功能性设计和文化基因的表达若想

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需要通过引导性设计来提升用

户对设计的利用率，发挥设计的最大功效。 

引导性设计主要包括行为引导和精神引导 2 方

面内容，见图 5。 

4.4.1  行为引导设计 

行为引导有限制性和非限制性 2 类方法。基于人

性化视角，不论是从用户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更

倾向于采用非限制性的引导方法。 

非限制性引导方法包括 2 种，第一种是利用人的

常识性和本能性，将公共设施使用中的认知、学习难

度和时间降到最低，使引导过程能被更多人所理解。

即以人的认知和感觉能力阈限的低值为参考标准，将

用户年龄范围设置为 7~70 岁，并以满足这一范围内

95%的人的需求来设置认知和行为阈限，必要的时候

可以加入一个可调节尺度的结构。使得城市公共设施

的消杀功能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在满足需求的同时

达到有效传播红色文化的目的。第二种是通过设计刺

激来激发用户的主动思考与参与，从而引导用户行为

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16]。形态、色彩、材质包括声音、

画面等都可以被作为刺激性信息进行设计。如公交候

车亭的消杀功能采用了语音提示的方式，对上车前已

进行手部消毒的用户发出语音表扬，对未进行手部消

毒的用户发出语音提醒。另外，视觉刺激的引导也是

直观且有效的，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视觉形式的引导

性设计中，能够利用好奇心引发人的注意并使用。 

4.4.2  精神引导设计 

精神引导设计主要包括审美性和人文性的文化

引导。公共设施的审美引导不仅能通过产品本身的艺

术性设计来提升民众的审美意识，还能借助产品之美

塑造城市美景，使人们发现并感受到城市的美好，增

强主人翁意识。人文性引导通过地域文化的表达唤醒

人们对人文传统的记忆与认知，强化对城市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并通过人文关怀设计强化用户对“家”的

温馨感受，促进社会和谐。对于雄安新区公共设施的

精神引导要根据区域定位来确定审美基调，同时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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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为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展开创意设计，使民众

在排解负面情绪的同时，能够从红色文化所传递的红

色精神中获取鼓励和信心，以良好的心态来面对疫情。 

5  结语 

城市公共设施既是市民日常生活的社交媒介又

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雄安新区作为未来城市建设

的样本，其公共设施中的文化基因表达不可被忽视。

红色文化作为雄安地域文化的代表性内容，要想进一

步弘扬和发展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就需要与城市建设

相融合。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启示，通过在公共设

施造型上融入红色元素与功能、情境上增加防疫相关

的设计，为红色基因和抗疫精神寻找共同的物质载

体，并以此为当代红色文化的叙事性传播开辟新的途

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民众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

防范意识和战胜困难的心理素质。在设计策略中还要

考虑功能的平疫结合以及对用户行为的恰当引导，实

现成本的降低和使用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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