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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９）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铁路局、北京视域四维城市导向系统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邹传瑜、白殿一、陈滋顶、宫凤启、陈永权、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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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规划设计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规划和设计公共信息导向系统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时各阶段划分以及各阶段的目

标、需考虑的因素、主要工作和阶段文件的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和改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　图形符号　术语

ＧＢ／Ｔ１５５６６（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ＧＢ／Ｔ２０５０１（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ＧＢ／Ｔ３０２４０（所有部分）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ＧＢ／Ｔ３１０１５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计与设置原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总则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规划设计宜遵循：

———客观性：以项目实际情况为依据，以项目主要功能和现实需求为基础；

———直观性：主要以图形方式传达和体现设计思想和设计要求；

———准确性：规划设计时使用的数据、信息、位置等与实际的数据、信息和位置相同；

———规范性：采用的调查方法、测量方法、规划设计方法与图样、资料，符合相关标准和法规要求。

５　阶段划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规划设计通常包括以下４个阶段（见图１）：

———前期调查；

———概念设计；

———初步设计；

———深化设计。

　　注：阶段划分是针对常规情况下一个完整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设计项目。具体项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

用的阶段和工作内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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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设计阶段及主要工作内容

６　前期调查

６．１　目的

前期调查阶段的目的是掌握项目基本情况。

６．２　主要工作和阶段文件

６．２．１　前期调查阶段的主要工作宜包括确定调查对象、选择恰当的调查方法、资料收集和分析。

６．２．２　形成的主要阶段文件为项目基本情况调研报告，主要内容宜包括描述和分析项目的基本情况。

６．３　调查对象

新建项目和改建项目的调查对象通常有所区别，其中：

ａ）　新建项目前期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宜包括：参与项目建设或运营的单位及专业人士（如建筑设

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交通规划设计等）、潜在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受众；

ｂ）　改建项目前期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宜包括：现有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相关方、现有的公共信息

导向系统。

　　注：现有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相关方，包括项目内公共设施或商业设施所有人、项目内设置的服务台或咨询处的工

作人员、设备设施维护人员、周边交通管理人员、相关志愿人员。

６．４　调查方法

常用调查方法有：

ａ）　问卷调查：编制问卷，向目标受众发放问卷以了解其需求；

ｂ）　实地调查：到项目所在地及周边调查实际情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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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查阅资料：检索与项目相关的文献；

ｄ）　访谈：预先确定主题，邀请目标受众参与讨论；

ｅ）　其他：仿真模拟等。

６．５　资料收集

６．５．１　收集资料时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法律法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ｂ）　地域特征：周边自然环境和与本项目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分布，包括工程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

公共设施（具体分类参见ＧＢ／Ｔ３２５５５）；

ｃ）　功能特点：项目自身承载的功能及其在城市或所在区域承载的功能；

ｄ）　交通组织：城市交通特点和区域交通特点，其中区域交通特点包括周边的道路、公共交通车站

和线路、停车场及其他周边主要人群聚集区；

ｅ）　目标受众：预期到访项目的人群的特点，例如人口特点、人流量等；

ｆ）　空间特点：项目主要功能的分布、建筑空间结构；

ｇ）　影响设计风格的因素：区域的整体风貌、民族地方特色、行业特点、需求方的文化特点；

ｈ）　相关可借鉴的案例：与本项目相似的案例。

６．５．２　改建项目还宜考虑现有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

ａ）　规划设计资料；

ｂ）　维护记录；

ｃ）　存在的问题汇总。

６．６　资料分析

６．６．１　地域

项目地域分析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设计范围。

　　注：设计范围是由需求方或建设单位确定的项目的边界内区域。

ｂ）　项目的影响力，例如在远距离提供５Ａ级旅游景区的导向信息。

ｃ）　项目周边环境的导向需求，例如指示周边已有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

ｄ）　项目在不同视距下（远、中、近）的识别需求，例如，人们在远距离可以识别地标性建筑物。

６．６．２　功能

项目功能分析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项目在城市或所在区域承载的功能，例如全市的交通枢纽或区域换乘点；

ｂ）　同类设施的分级：不同级别设施的配置要求；

ｃ）　功能及分布：内部工作人员和外来人群的使用比例；

ｄ）　使用时间：包括内部工作时间和对外服务时间；

ｅ）　对外服务流程；

ｆ）　内部工作流程。

６．６．３　交通组织

交通组织分析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城市级别的交通特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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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周边区域的交通特点：目标受众往返时采用的主要交通方式和路线。

６．６．４　目标受众

目标受众分析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段）、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文化背景（包括熟练使用的语言、少数民族

比例）；

ｂ）　人流量：包括日均量、高峰量；

ｃ）　有障碍人群的比例：包括各种可能障碍类型（肢体障碍、视力障碍、听力障碍）以及可能有障碍

的特殊人群（老人、儿童）；

ｄ）　到访的方式：步行、骑自行车、自驾车、乘坐出租车、乘坐公共汽车、乘坐市内轨道交通；

ｅ）　到访目的：以分析项目内目标受众关注的地点；

ｆ）　对项目的熟悉程度：目标受众对项目的熟悉程度。

６．６．５　空间特点

分析空间特点时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项目承载的主要功能在建筑空间的分布；

ｂ）　建筑空间结构对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设计的影响。

６．６．６　影响设计风格的因素

影响设计风格的因素分析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城市的整体风貌：设计风格宜与城市整体风貌规划协调；

ｂ）　民族地方特色：旅游类项目宜突出民族地方特色；

ｃ）　所在地域的人文环境资源和自然环境资源：如果项目位于人文环境资源或自然环境资源丰富

的区域，设计风格宜与所处环境协调；

ｄ）　所属行业特点：设计风格宜符合行业特点；

ｅ）　项目定位：设计风格宜符合同类设施的分级以及需求方的文化特点；

ｆ）　其他影响设计风格的因素：宜符合所在环境的特点或建筑的装饰装修风格。

６．６．７　改建项目的现状

改建项目现状分析宜考虑现有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ａ）　设计方案；

ｂ）　维护记录中发现的现存问题；

ｃ）　导向要素的材质；

ｄ）　改进措施的可行性。

７　概念设计

７．１　目的

概念设计阶段的目的是形成一整套指导项目后续工作的设计思路。

７．２　主要工作和阶段文件

７．２．１　概念设计阶段的主要工作宜包括确定设计范围，明确设计原则、规划方法和设计依据，提出设计

元素和风格设计的方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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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概念设计阶段的阶段文件是概念设计方案，主要内容宜包括设计范围、设计原则、规划方法、设

计依据、设计元素和风格设计等。

７．３　设计范围

根据需求方提供的资料，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定义、界定项目的设计范围。其中，文字宜简洁，并宜在

项目的平面图上标注设计范围。

７．４　设计原则

宜用文字方式表述设计遵循的原则，确定设计原则时宜从以下方面考虑：

ａ）　安全性：避免导向要素造成新的潜在危害；

ｂ）　规范性：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ｃ）　完备性：满足项目正常使用／运营的需求；

ｄ）　醒目性：设置点位，以及设置点位处导向要素与环境、与环境中其他视觉元素的对比度；

　　注：环境中的其他视觉元素有照明、广告、商业招牌、装饰灯光等。

ｅ）　系统性：项目内部以及与其他交通设施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保持导向信息连续；

ｆ）　人性化：目标受众在寻路过程中的心理因素和视觉感受，以及特殊人群的无障碍需求；

ｇ）　个性化：选择能体现项目特征的设计；

ｈ）　其他：考虑环保和节能要求、符合环境特点、便于维护。

７．５　规划方法

宜说明在本项目中拟采用的规划方法，包括：

ａ）　功能区划分：用色块在平面图上标注主要功能和辅助功能的覆盖区域；

ｂ）　动线规划：用线形在平面图上标注人群的主要动线，一般用粗细、颜色来区分不同流线的人流

量以及流动方向；

ｃ）　信息分级：按照主辅功能划分信息等级；

ｄ）　节点分级：在平面图上标注重要节点，一般用面积、颜色来区分节点的重要程度和类别；其中，

复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节点可分为三级：

１）　一级节点：承载环境信息最多，设置在主入口、主要交通节点或人群易于聚集的地区；

２）　二级节点：系统的关键环节，衔接一级和三级节点，为人群提供方向信息，一般为导向

标志；

３）　三级节点：提供具体的环境信息、确认目的地，一般为位置标志。

７．６　设计依据

宜用文字方式表述设计遵守的文件，设计时宜考虑依据下述文件：

ａ）　相关的法律法规。

ｂ）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相关标准：

１）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

２）　ＧＢ／Ｔ１５５６６；

３）　ＧＢ／Ｔ２０５０１；

４）　ＧＢ／Ｔ３０２４０；

５）　ＧＢ／Ｔ３１０１５。

ｃ）　项目相关的资料：

１）　其他专业的规划设计方案；

５

犌犅／犜３８６５４—２０２０



２）　上位规划设计的成果：如建筑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３）　其他可依据的文件参见附录Ａ。

７．７　设计元素

７．７．１　宜说明在本项目中拟采用的设计元素，包括：

ａ）　图形符号：列出拟采用的主要图形符号；

ｂ）　文字：宜根据目标受众使用的语言，确定项目中统一使用的文字的语种，其中，中文为首选语

种，其他语种宜根据目标受众使用的语言确定，当非汉语母语人群的比例极少时，可仅使用

中文；

ｃ）　颜色：列出主要颜色及其色号；

ｄ）　材质方案：列出主要材质；

ｅ）　其他元素：项目中用到的其他设计元素。

７．７．２　宜用文字简要解释设计元素的应用。

７．７．３　选择字体和色彩方案时，宜考虑以下方面：

ａ）　选择便于人们辨认和识别的字体和色彩，根据目标受众中有障碍人群的比例选择适用其的字

体和色彩；

ｂ）　可能影响公共信息导向系统风格的因素；

ｃ）　根据设计的需要，将色彩用于信息分类或区域划分。

７．８　风格设计

宜用图文结合的形式描述最能体现设计理念的主要导向要素造型样式。宜采用的描述形式包括：

ａ）　文字；

ｂ）　方案图；

ｃ）　效果图：如应用效果图、造型效果图。

８　初步设计

８．１　目的

初步设计阶段的目的是形成若干种备选方案，以指导项目整体工作。

８．２　主要工作和阶段文件

８．２．１　初步设计阶段的主要工作宜包括：编制流线图，确定主要导向要素、信息元素，编制导向要素版

面设计规范、各类主要导向要素布点图，以及预估导向要素数量。

８．２．２　初步设计阶段的阶段文件是初步设计方案，主要内容宜包括设计范围、设计原则、规划方法、设

计依据、设计元素、流线图、主要导向要素、信息元素清单、导向要素版面设计规范、导向要素布点图和导

向要素数量预估。

８．３　主要导向要素

主要导向要素的选择宜根据以下项目具体情况确定：

ａ）　复杂度：常规项目选择位置标志和导向标志；简单的项目可仅选用位置标志；

ｂ）　空间特点：多楼层或多区域的项目，增选平面示意图和信息索引标志；

ｃ）　在城市或所在区域承载的功能：承载城市或区域功能的项目（多为交通类项目），增选街区导向

图和便携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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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信息元素清单

为了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宜列出项目用到的主要信息元素。信息元素清单的内容宜包括：

ａ）　文字：列出主要中文字体和字号、其他语言文字的字体和字号、阿拉伯数字字体和字号；

ｂ）　图形符号：列出项目使用的图形符号；

ｃ）　信息的内容：采用列表方式，列出项目内使用的所有语种的文字信息。

编制信息元素清单时，还宜考虑本项目在同类设施的分级情况，按照相关设施规划设计标准的要

求，逐一核对相应级别要求的所有功能和服务的信息。

８．５　导向要素版面设计规范

宜结合设置位置、安装方式，确定各类导向要素的典型样式，并根据信息的字长或信息容量，以尺寸

图的形式明确不同规格导向要素的版面设计要求，其中，常见的导向要素类别及其宜遵循的设计要求

如下：

ａ）　位置标志：设计要求见ＧＢ／Ｔ２０５０１．２；

ｂ）　导向标志：设计要求见ＧＢ／Ｔ２０５０１．６；规划导向路线时，宜根据目标受众的到访方式确定导向

标志的点位和信息，例如，如果人们乘坐公共交通到达，宜在公共交通下车点附近开始设置导

向标志；

ｃ）　平面示意图：设计要求见ＧＢ／Ｔ２０５０１．３；

ｄ）　信息索引标志：设计要求见ＧＢ／Ｔ２０５０１．７；

ｅ）　街区导向图：设计要求见ＧＢ／Ｔ２０５０１．４；宜根据项目承载的功能设计街区导向图，例如，如果

是承载着全市交通枢纽功能的交通类项目，街区导向图的概览图宜在市区图上标注；如果仅承

载区域交通换乘功能的交通类项目，街区导向图的概览图宜在周边街区图上标注；

ｆ）　便携印刷品：设计要求见ＧＢ／Ｔ２０５０１．５。

８．６　导向要素布点图

８．６．１　宜在平面图中标注导向要素和设置位置的对应关系：

ａ）　较为复杂的规划设计：采用恰当的编码方法指代每一个导向要素，其中编码能反应导向要素的

类别、设置方式、结构、发光方式、单面／双面、编号等；

ｂ）　较为简单的规划设计：将导向要素的排版样式直接标注在平面图上。

８．６．２　各类导向要素宜从以下方面考虑点位设置：

ａ）　位置标志：位于相应目标的上方或者与之紧邻；

ｂ）　导向标志：位于导向路线上所有需要做出方向选择的节点，以及路线很长需要连续导向、重复

设置导向标志的点位；

ｃ）　平面示意图：位于规划范围的主要入口、人群聚集区域、项目内设置的服务台或咨询处；

ｄ）　信息索引标志：位于规划范围的主要入口，楼梯、扶梯和电梯的入口，电梯轿厢内；

ｅ）　街区导向图：位于规划范围的主要出口、道路的平面交叉口；

ｆ）　便携印刷品：无需固定设置位置，根据实际需要摆放，一般摆放在提供咨询服务的地点。

８．７　导向要素数量预估

宜分区域、分类别或分规格预估导向要素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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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深化设计

９．１　目的

深化设计阶段的目的是考虑与其他专业的协同设计，对已确定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完善、补充，形

成项目的完整规划设计文件。

９．２　主要工作和阶段文件

９．２．１　深化设计阶段的主要工作宜包括：确定点位信息列表、导向要素版面设计规范、导向要素的分布

说明及布点图，统计导向要素数量，导向要素的安装规范以及考虑协同设计。

９．２．２　深化设计阶段的阶段文件是深化设计方案，主要内容宜包括：点位信息列表、导向要素版面设计

规范、导向要素的布点图、导向要素数量统计、安装规范。

９．３　点位信息列表

宜列出项目中所有点位需提供的信息。

９．４　导向要素设计规范

宜按照８．５的要求，确定各类导向要素的每个尺寸规格的版面设计规范。

９．５　导向要素的布点图

宜按照８．６的要求，在平面图中标注所有导向要素和设置点位的对应关系。

９．６　导向要素数量统计

宜按照类别、规格或分区域统计导向要素的数量。

９．７　安装规范

９．７．１　各类导向要素的设置

９．７．１．１　导向要素常用的设置方式以及各类导向要素的推荐设置方式宜符合ＧＢ／Ｔ１５５６６．１的要求，

确定导向要素的设置方式宜考虑：

ａ）　采用导向要素的推荐设置方式；

ｂ）　不改变建筑物的承重结构；

ｃ）　导向要素安装的人性化，便于视读；

ｄ）　连接形式的安全性（如室外导向要素抗风压）；

ｅ）　导向要素安装方式；

ｆ）　不同安装方式的特点；

ｇ）　设置位置的空间；

ｈ）　安装的条件；

ｉ）　最大观察距离；

ｊ）　视线高度；

ｋ）　视线范围；

ｌ）　亮度环境；

ｍ）　其他视觉元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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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维护频率；

ｏ）　成本；

ｐ）　安全要求。

９．７．１．２　确定了导向要素的设置方式后宜从以下方面考虑：

ａ）　附着式：与墙面柱面的模数关系、连接关系；

ｂ）　悬挂式：安装位置与天花板装修的关系；

ｃ）　摆放式：醒目性；

ｄ）　立地式：如柱式、框架式、台式，与地面的连接关系及造型的安全性；

ｅ）　地面式：材质的耐磨性；

ｆ）　投影式：安装位置的受限情况。

９．７．２　照明

导向要素的照明宜从以下方面考虑：

ａ）　项目的使用时间；

ｂ）　导向要素所在位置的外部照明条件；

ｃ）　导向要素外部照明条件无法满足正常视读需求时，宜考虑选择内光源标志。

９．７．３　结构

导向要素的结构宜从以下方面考虑：

ａ）　是否采用内光源；

ｂ）　导向要素内容的更新频率；

ｃ）　规格模数化；

ｄ）　多变信息采用动态方式；

ｅ）　导向要素的维护需求；

ｆ）　导向要素的安全性；

ｇ）　室外导向要素的耐候性；

ｈ）　经济性。

９．７．４　材质

导向要素的材质宜从以下方面考虑：

ａ）　安全要求（如阻燃、防火等）；

ｂ）　环保要求；

ｃ）　室外导向要素的耐久性（如防水、防褪色、防腐、防锈等）；

ｄ）　中位和低位导向要素的耐磨损性；

ｅ）　经济性。

９．８　协同设计

深化设计宜与建筑设计、通信设计、装饰装修设计、动力照明设计、交通规划设计、园林设计、监控设

计等专业设计协同设计。深化设计时也宜考虑采用多媒体（如视频、语音）或二维码等形式传递信息。

宜从以下方面考虑协同设计：

ａ）　建筑设计：导向要素的安装与承重结构、管线及设施的关系；

ｂ）　装饰装修：悬挂式设置时安装位置与天花板的装修形式相适应且悬挂杆宜位于天花板装修的

空隙中；附着式设置时与墙面柱面的模数以及铺装协调；地面式设置时与地面的模数以及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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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ｃ）　动力照明：根据配电导向要素的设置位置确定电源的引入方式并预留电源；

ｄ）　消防疏散：消防疏散标志的设置位置优先于导向要素设置位置；

ｅ）　交通规划：根据交通规划确定流线；

ｆ）　园林设计：根据园林设计选择合适的材质；

ｇ）　监控设计：标志和监控设备不宜互相遮挡；

ｈ）　动静标志协同：静态导向要素的信息与动态导向要素协调；

ｉ）　广告：导向要素的设置位置、信息传达优先于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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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其他可依据的文件

　　开展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规划设计项目时，可能同时包括道路交通标志系统、安全信息识别系统的规

划设计，其他系统的规划设计可依据下述文件的要求进行：

ａ）　道路交通标志系统：

１）　ＧＢ５７６８；

２）　ＧＢ５１０３８。

ｂ）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１）　ＧＢ２８９３；

２）　ＧＢ／Ｔ２８９３；

３）　ＧＢ２８９４；

４）　ＧＢ１３４９５．１；

５）　ＧＢ／Ｔ２３８０９；

６）　ＧＢ／Ｔ２５８９４；

７）　ＧＢ／Ｔ３１５２３；

８）　ＧＢ５１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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