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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轨道交通视觉导向应用研究 

晏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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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轨道交通中的视觉导向是乘客利用轨道交通达到出行目的的重要辅助工具，因此它的建设和研究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文章以重庆轻轨为实例，对其视觉导向系统的现状、形态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借

鉴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提出了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的科学化、信息化、人性化的思考与建议，以期提高乘客对城市

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的情感满意度，同时也塑造独具魅力的城市精神，构建国际化的城市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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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拥堵是一个世界性话题，随着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纷纷步入轨道交通时代，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世界各

国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城市形态、城市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巨大的变化。城市轨道交

通中的视觉导向是乘客利用轨道交通达到出行目的的重要辅助工具，轨道交通中的视觉导向建设和研究也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一方面，对于轨道交通运营商来说，通过各种类型的视觉导向能直接有效地疏导和组织客流，

传达给乘客关于环境、方位、咨询等信息，建立良好的进、出站秩序，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营效率，实现高质量的轨道交通服务；

另一方面，轨道交通视觉导向也成为了城市形象、地域文化和体现城市人性化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正处在轨道交通的快

速发展阶段，本文以重庆轻轨为实例，对其视觉导向系统的建设、形态以及应用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能为乘客创建舒适、现

代、美观、人性化的乘车环境，提高乘客对城市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的情感满意度，同时也塑造独具魅力的城市精神，构建国际

化的城市整体形象。 

一、国内外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的现状分析 

鉴于城市轨道交通视觉导向在各方面如此重要的功能，世界各国在发展轨道交通的同时，也越来越加大与之配套的轨道交

通视觉导向的建设与研究。作为典型的高密度人流聚集场所，轨道交通安全、舒适、高效的移动是乘客对车站设计的基本要求，

而车站视觉导向系统的合理设计和设置，则是达到此要求的必要条件之一。在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等轨道交通较

为发达的城市，轨道交通可以延伸到城市的各个方向，尤其是在日本，轨道交通几乎覆盖了整个日本，是日本人最重要的出行

方式。日本的轨道交通视觉导向也随着轨道交通几十年的发展日趋完善，在各个进出站口、连接通道、地上地下电梯处，引导

标记十分醒目、清晰，电子显示抬头可见，只要稍加留意这些导向信息，就不会迷失方向。 

相比于国外，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起步较晚，同时因以往人们对于车站中的视觉导向系统重视不够，从而影响了

轨道交通高效运输特性的发挥。近年来，随着我国轨道交通的飞速发展，在我国形成了以地铁、城市快速铁路、高架轻轨等为

主的多元化轨道发展趋势，进入了轨道交通加速发展阶段，同时，人们对于车站导向系统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如

北京、上海轨道交通站中早期的视觉导向系统，因无法满足乘客的信息需求，已经过多次的调整和改进，并日趋合理。 

二、重庆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的现状分析 

重庆轻轨自 2005年开通至今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到目前已经开通的线路有 1号线、2号线、3号线，即将通车的有 6 号线。

轻轨的通车成为了居民主要的出行方式之一，极大地缓解了重庆的交通压力，为人们的快速出行提供了便捷。而轻轨的视觉导

向系统是为了让乘客便捷地达到乘车、下车、出站、换乘的目的，将各种类型的标识按一定关系组成，以“导航”为目的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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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视觉信息系统，以视觉的方式传达关于环境、方位、咨询等信息，以帮助乘客安全、方便、迅速、舒适地完成整个出行。

然而由于重庆轨道交通建设时间较短又发展迅速，因此相应地与之配套的视觉导向系统的建设并不完善，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经过笔者实地调查和分析，目前重庆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系统有如下不足： 

1.视觉导向标识的设置多以静态的为主，不能及时进行信息的变换和更新。 

2.各出站口的相关位置信息不够详尽，不利于乘客快速离站。 

3.部分线路进出站口尚未开通，但视觉指示标识不明确，容易对乘客造成误解。 

4.换乘站内空间本身较为复杂，有长通道和众多的出入口，视觉指示标识不完善，使乘客不能明确方向和位置。 

5.站内地图、示意图等相关位置信息设置较少，不利于乘客快速查找。 

6.缺少人性化交互式的智能信息平台，不能为乘客进行自主综合信息的使用提供便利。 

虽然重庆轻轨交通视觉导向系统中有以上不足，但是从 2005年 2号线的开通到目前 3 号线的运行，我们能看出在视觉导向

系统的设置和内容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3号线的视觉导向增加了动态的报站信息、站点位置信息、车厢信息等，这些内容

极大地方便了乘客，提高了出行的便捷性。 

三、对重庆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的思考与建议 

对于轨道交通乘客来说，从决定乘坐轨道交通工具起，就开始处于寻找信息的状态，因此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系统的内容和

位置设置极为重要。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系统将站外路引、车站引导标识、运营公告标识、紧急逃生标识、车载信息等内容归纳

为一个标识系统，并与空间实体建筑的导向系统相配合使用，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导向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客流引导任务，使之

更具科学性和完整性。鉴于重庆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目前的问题，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 

（一）减少视觉障碍加快视觉传达 

视觉导向系统设计属于信息可视化设计，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目标就是要一方面尽量减少信息丢失，另一方面传递最有价值

的信息，即所谓信息传递的高效性。同时，进行信息可视化设计，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想要表现的信息内容应该如何实现。在

减少视觉障碍加快视觉传达方面，重庆轨道交通应强化线路标志色的概念。所谓线路标志色，就是每条线路赋予一种特定的颜

色，并强化其线色属性，当乘坐或换乘时，用色彩的特殊性来表达。 

色彩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已经被世界的轨道行业在线路的标志色中广泛使用。国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轨道标志色的标

准，但当一个城市拥有多条轨道线路，通常采用线色来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反映在地图上就非常鲜明直观，它是一种重要的功

能色。重庆轨道交通线路标志色总体的原则与基本规律是遵循国际通用惯例的，但在实际的使用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内容： 

1.避免各线标志色和常用安全色相雷同的原则重庆轻轨现已开通的线路有 1号线、2 号线和 3号线，1号线的标志色是红色，

2号线的标志色是绿色，3号线的标志色是蓝色。蓝色比较接近国家安全色规范中的色彩，常作为指令性标志色，绿色在公共区

域中常用于紧急疏散，而 1 号线的红色常作为禁止、危险以及消防设备所用颜色。如果线路色与安全色、警戒色雷同或视觉差

异不大，在使用时会相互干扰，一方面扰乱了安全色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线路标志色的识别性。因此，为了避让安全色，

同时提高与周围环境的亲和力，线路颜色可适当调和为复色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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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各线标志色的宣传和普及 

合理科学地确定各线路的标志色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色彩的专项规划，也是体现轨道交通人性化设计的重要内容。现有的

线路标志色还处在一种“沉默”的状态，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普及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方法，应加强科学的、有规划的、有目的

宣传和普及。综上所述，线路的标志色是重庆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有序地规划重庆轨道交通的线路标志色

并制定出一套选色原则，对轨道交通视觉导向系统的规划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周到细致的换乘视觉导向识别 

乘客选择轻轨出行一般行为可以分为四个内容：乘车、下车、换乘、出站。其中换乘分为站内换乘与站外换乘两种方式，

目前重庆轨道交通只有站内换乘方式。轨道交通发展迅速，几乎可以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频繁的换乘在所难免，再加上站

内换乘的空间关系通常较为复杂，因此，其视觉导向系统的合理设置显得尤为重要。换乘视觉导向识别系统应充分考虑乘客的

不同需要，视野之内应能找到关于环境、方位、咨询等信息，以帮助乘客方便地选择正确的行程和路线。对于重庆轨道交通换

乘视觉导向识别应注意以下内容： 

1.合理设置视觉导向识别 

作为大都市，轨道交通站内换乘的空间环境关系通常较为复杂，其视觉导向系统目的是为乘客提供导向以及信息服务，因

此，轻轨站中的视觉导向系统设置首先应该建立在乘客行为规律及行为特征的基础上，以达到在换乘空间环境中合理、科学、

组织乘客流向，这种人流组织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将直接影响到轨道交通运营效率的质量。对于合理设置视觉导向识别笔者有

如下建议： 

（1）在交通高峰人流大的通道地面上增加人行方向箭头，使乘客快速通过。 

（2）在拐角处设置防撞图标，防止人流碰撞。 

（3）视觉导向识别标志的位置应优先于商业广告及商铺招牌等。 

（4）增加重复类似的视觉导向信息，连续诱导的导向形式会增强乘客的信心，加快换乘步速。 

（5）采取分层安排的原则，简化同一位置导向识别标志设置的数量。 

换乘空间环境的视觉导向识别系统在设计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乘客在车站内的心理特征、视觉特性、车站内部空间设计

和车站环境对旅客的影响，以及标识系统的合理设置。应竭力做到系统性、易读性、规范化、人性化，同时要注重细节、精益

求精，其目标便是使整个视觉识别系统方便、舒适、实用、美观、简约。 

2.视觉导向识别内容的标准化及人性化 

轨道交通的视觉导向识别是为了让人们在空间交错复杂的站内分清方向，因此，视觉导向识别的内容必须做到及时、准确、

有效地传达给乘客。视觉导向系统按照功能不同可以分为：引导性识别、识别性识别、方位性识别、辅助性识别等内容，但不

论属于哪种导向内容，其设计都要系统化，所有车站内信息设置应统一、简易、清楚、内容充分，应该遵循单纯性、明了性、

连续性、统一性、系统性等原则。对于重庆轨道交通换乘视觉导向识别内容的标准化及人性化应注意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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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站信息设置内容、编排、图形等应标准统一，字体的色彩、大小要求醒目且具代表性。 

（2）采用中文、英文、数字、箭头相结合的形式标注地铁站名。 

（3）站内导向内容应使用多国语言文字，使信息传播具有国际性。 

（4）增加动态的数字化视觉导向设计，逐步实现智能化、现代化。 

（5）车站应免费准备标有地铁线网的地图，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 

（6）增加车站内各出口与周边环境位置的信息自主查寻平台，为乘客进行自主综合信息的查寻提供便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而作为轨道交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轨道交通

视觉导向系统也成为国内需要研究的领域。视觉导向系统是直接服务于广大乘客的，是客流流线组织的重要保障，是提高交通

出行的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重庆轻轨交通视觉导向识别系统的思考与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以期能为乘客创建舒适、现代、美观、人性化的乘车环境，使轨道交通视觉导向朝科学化、数字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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