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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适用于建筑物内部的凸多边形分割方法对轨道站

空间进行分割'提取平均深度值和便捷度
$

个变量分析行人

流线所经过空间的结构系统%根据寻路过程中人的水平和垂

直视角构建的立体空间可见视域范围结合寻路流线和流量

关系分析运动过程中人的空间感知'建立流线可见度指标'

提出轨道站内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量化评价分析方法'并结

合实例进行应用分析
9

关键词#轨道站导向标志%空间便捷度%最佳空间视域%可

见空间视域%流线%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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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导向标志布局评价方法主要有视线跟

踪,

&

-

(可见性分析,

$H!

-和视域叠加分析技术,

?H<

-

9

视

线跟踪技术用于机动车交通标志视认性的研究,

A

-和

高速公路景观敏感区的研究,

>

-

'提供了)注视持续时

间*()注视次数*()注视点序列*和)第
&

次到达目标

兴趣区的时间*

?

个重要参数'该理论尚未应用于轨

道站内行人导向标志设计!空间布置"的评价'且主

要面临两大难题#

"

如何合理设计研究方案提取正

确的评价信息8

#

在对行人的实际活动产生最小影

响时采用哪种媒介获取行人视线信息
9

可见性分析

以运动体验的方式研究空间中设施可视与否'对人

的行为和视觉特性的考虑还有些不足
9

该理论认为

在视区范围内只要没有实体阻挡'无论多远都能看

到'但实际情况是导向标志距离乘客远近视觉效果

是不一样的'视区范围内的导向标志位置不同时'给

乘客的视觉效果也是不同的
9

视域叠加分析技术基

于视觉感知'在行人流线上进行水平视角的视域叠

加'视野(视距(流线是基础参数'可以实现平面空间

的视觉效果分析'由于缺乏垂直视角和视域的分析'

立体空间的导向标志分析尚待进一步研究
9

以上研究均部分考虑了被评价空间的属性及行

人视域的可见范围
9

本文将借鉴视域叠加技术中的

平面空间视觉效果分析方法'基于空间句法增加行

人寻路过程中运动空间感知的考虑'通过流线分析

运动空间中行人垂直和水平视角(视域与导向标志

的相对位置'提出基于运动空间视觉感知的导向标

志布局合理性量化评价方法
9

!

!

导向标志定量评价方法理论基础

!!!

!

运动空间感知理论

运动空间感知将基于空间句法理论'按照空间

分割
5

形态分析变量计算
5

空间形态分析变量解析

的过程分析行人流线所经过空间的结构系统
9

本文

采用适用于建筑物内部的凸多边形分割方法对轨道

站空间进行分割'将分割的每一部分空间作为图的

节点'然后导出连接图
9

重点分析连接图中空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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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深度值和便捷度
$

个变量'变量计算方法见文

献,

#

-

9

空间节点便捷度与平均深度成负相关'当句法

系统中甲节点的便捷度值比乙节点的便捷度值大

时'则表示甲节点的相对深度图比乙节点浅'由甲节

点到其余所有节点间最短路径!即相对深度的平均

值"小于乙节点的相对深度平均值'甲节点相较于乙

节点居于较便捷的位置
9

此处的便捷度与各个节点

之间的实际距离无关'它表示的是一个节点与整个

系统内其他节点的组合关系
9

!!"

!

立体空间视觉分析理论

当人们处于某个空间内部时'人对空间的认知

范围是有限的
9

表现在水平角度(竖直角度和距离都

有人类的可视范围
9

在评价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时

必须考虑到人类的视觉机能
9

!

&

"认知距离
9

为了模拟轨道站内的较特殊的

灯光以及其他条件'选择了环境类似轨道站的同济

大学某教学楼内走廊进行实验
9

实验的导向标志完

全按照相关规范以
&k&

的比例制作'如图
&9

实验结

果见表
&9

图
<

!

实验导向标志牌

M%6C<

!

Z%+&

'

%/&,"2&

'

"3,1*V

-

*1&.*"/

表
<

!

轨道站导向标志视距实验结果

M%6C<

!

I%6,1%/,1

:

1*25$/2,3"%+&

'

%/&,"2&

'

"2

&

+&2&6&$&/

:

字的特征
距离$

I

可见 看清

大汉字黑底
<#9! ?!9#

大汉字绿底
<A9# !>9%

大英文黑底
!?9A $$9?

大英文绿底
!>9& &#9!

小汉字黑底
$<9$ &?9&

小汉字绿底
$A9A &<9A

注#此项数据来自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熊文博士的实验结果
9

根据行为心理学相关理论'同济大学陈振武定

义)可见*标准#当被测者能认清物体的颜色与大致

轮廓或能分清标志牌上有几个中文字时'称被测者

能)看见*该标志5)看清*标准#当被测者能清楚地

描绘出物体的形状及标志的内容'或能清楚地读出

标志牌上的中文汉字或英文单词时'称被测者能)看

清*该标志
9

就图
&

而言'在乘客寻路过程中的最重

要信息为)马当路(金陵路*

9

因此'根据表
&

的实验

结果'得到
$

个关键距离值#导向标志信息可见距离

为
$<9$I

%导向标志看清距离为
&?9&I

!在黑底和

绿底之间选择距离小值作为关键距离值'以保证在

关键距离内所有颜色导向标志信息都能符合可见和

看清的标准"

,

"

-

5

!

$

"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
9

人类产生空间直觉

是以获得视觉信息为基础的
9

视觉信息的获得依赖

于人眼睛的生理特征&&&旋转角度和视觉认知距

离
9

人类的视角有一定的范围'眼睛最佳转动区为上

下各
$<g

(左右各
&<g

!即水平方向最佳视角为
!%g

左

右"'视野界限为向上约
<%g

'左右各
A%g

左右!即水平

方向的可见视角约为
&$%g

"5

!

!

"立体空间导向标志可见视域
9

根据以上行

人视域的水平视角(竖直视角与认知距离的相关研

究及分析可以得到行人最佳空间视域及行人可见空

间视域!见图
$

"

9

最佳空间视域即行人在正视前方的

情况下'该空间内的信息最容易被获得%可见空间视

域即行人在正视前方的情况下'该空间内的信息可

以被获得5

图
?

!

行人导向标志最佳"可见空间视域

B&

'

C?

!

M4*6*2/%"(+&2&6$*3&$*(,3+&2&,",3

"%+&

'

%/&,"2&

'

"23,1

-

*(*2/1&%"2

"

!

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方法

"!!

!

导向标志功能分析

行人由外部进入轨道站并到达候车区的过程即

为一个完整的寻路过程'对轨道站完全陌生的行人

来说'此过程的环境资讯绝大部分来源于导向标志
9

因此'轨道站导向标志应在需要进行寻路决策的空

间和功能转换的空间'在垂直立面的最佳位置为行

人提供信息'它应实现的功能为#首次来到本轨道站

的行人无需询问'借助导向标志的指引能够作正确

的寻路决策'轻松地达到目的地
9

导向标志的功能决定了其必须具备完整性(连

续性(易见性和简单性的特点'具体解释如下#

"

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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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是指在轨道站内部任意一条流线!已经存在或

有潜在存在可能性的流线"都有导向标志为乘客指

引%

#

连续性指为每条流线服务的导向标志贯穿整

条流线'在乘客需要的位置不缺失%

$

易见性指导向

标志的位置能够容易地被乘客发现%

%

简单性指导

向标志的内容应简单易懂
9

"!"

!

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考虑因素

"!"!!

!

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轨道站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的最终目的是

制定相关规范'并根据评价结果判断轨道站的导向

标志布局是否满足基本要求
9

因此不同的轨道站评

价结果之间应具有可比性
9

"!"!"

!

乘客流线

轨道站属于公共设施'因此更应关注大多数乘

客的利益
9

即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时应遵循以

下原则#导向标志服务的流线流量越大!被使用的人

数越多"'该标志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越大
9

在评价过

程中通过流线的流量来体现此因素的影响
9

"!"!#

!

运动空间区域特点

轨道站内各个区域内部的导向标志的重要性也

有伯仲之分'必要决策点和功能转换空间处导向标

志重要性相对较高
9

例如乘客在有多种选择路线的

站厅区域内!决策空间"对导向标志的依赖大%乘客

在轨道站的通道内!单一功能空间"行进的方向明

确'对导向标志的依赖小
9

因此在评价过程中应遵循

以下原则#在运动空间中采用便捷度判别寻路决策

空间'决策空间内部导向标志的合理性对评价结果

影响大
9

"!"!$

!

导向标志的位置

前文已述'立体空间中导向标志的设置处于行

人最佳空间视域及可见空间视域内'则该导向标志

被乘客发现的机会大'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否则作

用相应减小
9

"!"!%

!

导向标志的内容

每一条流线上导向标志的内容应按照名称统

一(逐级细化的原则进行加载'否则导向标志不能完

成预定功能
9

例如'流线
'

目的地为
#

点'且流线必

经过
N

点'若
N

点存在导向标志'但该导向标志并

无
#

点内容'则
N

处的导向标志对于流线
'

并无导

向作用
9

"!#

!

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方法

"!#!!

!

评价方法

$9!9&9&

!

导向标志立体空间位置量化评价

导向标志位置设置优劣以乘客是否容易看见为

评判标准
9

文献,

&%

-指出'男性平均眼高
&9<>I

'女

性平均眼高
&9?<I9

身高一般是不穿鞋测量的'故在

使用时应给予适当补偿'男子大约需加
$9<%MI

'女

子大约需加
>9A%MI9

按此计算'男女平均眼高为

&9<AI9

上海轨道站导向标志的高度为
$9<%

'

$9>%I9

人类眼睛正常旋转是向上约
$<g

'视野界限

为向上约
<%g

'故在不抬头的情况下'水平距离距乘

客
%9"AI

以内的导向标志不能被发现%水平距离距

乘客
%9"A

'

$9??I

的导向标志很难被发现%水平距

离距乘客
$9??I

以外的导向标志容易被发现
9

如

图
!9

图
E

!

导向标志性距离计算

B&

'

CE

!

R&2&6$*(&2/%"8*1*25$/2,3"%+&

'

%/&,"2&

'

"2

按照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将乘客可见导向标志

的竖直视角范围转换为水平距离'进而将水平视角(

竖直视角和认知距离组成的立体空间导向标志可见

范围转化为平面可见范围
9

转化结果如图
?

!右下角

为虚线椭圆的放大图"

9

图中
A%g

和
&$%g

分别为水平

最佳视角和可见视角%

&?9&%I

和
$<9$%I

为导向

标志看清和看见的距离%

%9"AI

以内为竖直方向导

向标志难见距离'

%9"A

'

$9??I

为可见距离'大于

$9??I

为易见距离
9

各种颜色区域代表的意义如

下#白色区域是指表
$

中视觉机能
!

项指标最佳位

置的交集&&&最佳位置'即图
!

中实线所围空间%灰

色位置指视觉机能
!

项指标中
$

项为最佳位置(

&

项

为可见位置的交集&&&可见位置'即图
$

中在实线

所围空间外(虚线所围空间内的区域%黑色位置为虚

线所围空间外部&&&难见位置
9

按此方法转换后'可

将三维导向标志评价转化为二维'在轨道站平面图

中即可进行计算
9

由图
?

可以进行导向标志的位置量化评价#若

导向标志处于白色区域内'则该导向标志位置得分

为
!

分%若导向标志处于灰色区域内'则该导向标志

位置得分为
$

分%若导向标志处于黑色区域内'则该

导向标志位置得分为
&

分%若无导向标志'则位置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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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

分5

图
G

!

导向标志可见区域示意图

B&

'

CG

!

R&2&6$*%1*%2,3"%+&

'

%/&,"2&

'

"2

表
?

!

导向标志可见性汇总

M%6C?

!

M4*+&2&6$*1*25$/2,3"%+&

'

%/&,"2&

'

"2

位置
水平视
角$!

g

"

竖直视角$!

g

"

认知距离
$

I

最佳位置
"

A%

"

$<

!

W

/

$9??I

"

"

&?9&%

可见位置
A%

'

&$%

"

<%

!

%9"AI

"

W

"

$9??I

"

&?9&%

'

$<9$%

难见位置
/

&$%

/

<%

!

W

"

%9"AI

"

/

$<9$%

!!

注#

W

为导向标志距离人眼睛的水平距离5

$9!9&9$

!

基于运动空间感知理论的行人流线导向

标志量化评价

本文首先采取空间句法的凸多边形方法对轨道

站内部空间进行分割'分割出的每个空间节点内部

的行人均不需要再进行新的寻路决策'即所有寻路

决策行为均在到达新的空间节点时发生
9

根据寻路

理论可知'保证寻路决策的正确即能保证行人寻路

行为的成功
9

然后'结合轨道站流线'对流线经过的

轨道站功能空间的导向标志布局进行评价
9

以行人

流线为基础'以分割后的空间节点作导向标志评价

的基本立体空间单位'按照行人流线到达不同空间

节点的先后顺序'依次对每个空间节点!寻路决策行

为发生处"的导向标志进行评价'即得到每条流线的

导向标志量化评价
9

空间便捷度
-

D

是一个静态全局度量值'空间分

割后得各空间节点之间具有可比性
9

便捷度高的空

间节点成为整个轨道站内行人滞留时间相对较长(

流线交织的区域'更需要导向标志对行人进行引导'

因此'在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时采用便捷度作

为立体空间重要性的量化指标
9

流线
'

的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按如下公式

进行计算#

6

'

?

.

V

-

4'

V

S

6

'

V

!

&

"

式中#

6

D

为流线
'

的导向标志布局理性评价结果%

6

'

V

表示该流线
'

经过的第
V

个空间节点内的导向标

志位置得分'参加评分的导向标志应服务于流线
'

'

如流线
'

起点为
#

(终点为
N

'途中经过导向标志
J

'

但导向标志
J

内容指向
0

'则导向标志
J

不参与流线

'

的导向标志评价
9

当该空间节点在行人行进的方

向上长度
W

/

$<9$%I

!超出导向标志可见距离"时'

将该空间节点在行人行进的方向上继续平均分割成

子空间节点'保证每个子空间节点内部行人
W

+

$<9$I

'各子空间节点的导向标志位置得分取均值

得到该空间节点的导向标志位置得分
6

'

V

%

-

*'

V

表示

该流线
'

经过的第
V

个空间节点的相对便捷度

!

RP8JNDVPDFNP

;

RJND7F

"'即第
V

个空间的便捷度在流

线
'

经过所有空间节点便捷度的比重'按下式计算#

-

*'

V

?

-

V

$

.

K

-

'K

!

$

"

式中'

K

为流线
'

经过的空间节点中参与评价的空

间节点个数
9

按式!

&

"及式!

$

"进行计算的结果均在
%

'

!

内'

且行人滞留时间相对较长(流线交织空间内的导向

标志的位置优劣对评价流线导向标志评价结果
6

'

影响较大
9

流线
'

的评价结果
6

'

值越高'说明该条

流线的导向标志布局越合理
9

若流线
6

'

得分低于
$

分'说明在该条流线中大部分可利用的导向标志均

处于不易见位置!位于图
?

中黑色区域"或导向标志

缺失严重'即该条流线中行人很难仅通过导向标志

完成寻路过程'需要在轨道站内停驻更长的时间寻

找导向标志或询问工作人员'降低了整个轨道站的

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9

$9!9&9!

!

轨道站导向标志量化评价

本文提出的轨道站导向标志评价方法以行人流

线作为基本评价单位'按式!

!

"计算轨道站导向标志

的布局合理性'得到的量化结果满足前文提出的需

要考虑的因素5

#?

.

6

'

S%

'

#?

6

6

'

S%

'

!

!

"

式中#

#

为被评估轨道站的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指

数%

%

'

为第
'

条流线的流量占轨道站总流量的比例'

按式!

?

"进行计算#

%

'

?

G

'

$

6

V

G

'

%

'

?

G

'

$

6

V

G

'

!

?

"

式中'

G

'

为流线
'

的流量
9

按前文的解释及式!

!

"(式

!

?

"可知'轨道站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指数
#

越高说

明该轨道站导向标志合理性越好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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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吴娇蓉'等'基于运动空间视觉感知的导向标志布局评价
!!

"!#!"

!

上海轨道交通静安寺站导向标志评价

$9!9$9&

!

上海静安寺站简介

上海地铁
$

号线的静安寺站是市中心区重要的

公共活动中心'图
<

为该站站厅的平面示意图
9

静安

寺站为对称形式布局'研究范围大小不影响评价方

法'故本文仅取站厅平面的
&

$

$

进行分析评价
9

图
J

!

上海静安寺站简介

B&

'

CJ

!

I%

:

,5/,3̂&"

'

&

%"2&N%&$;%

:

0/%/&,"

!!

图中
#

'

%

和
&

分别代表
$

号出口(

?

号出口和

<

号出口%短线表示导向标志的位置%黑色圆点代表

立柱%箭头代表通往站台层的电梯和楼梯%地下代表

站台层
9

$9!9$9$

!

静安寺站立体空间分析

按照凸多边形分隔方法对静安寺站进行立体空

间划分!如图
A

"'便捷度计算结果见表
!9

图
H

!

静安寺站空间分割图

B&

'

CH

!

0

-

%8*(&+&2&,",3̂&"

'

&

%"2&N%&$;%

:

0/%/&,"

表
E

!

空间句法计算结果

M%6CE

!

M4*1*25$/2,3/4*2

-

%8*2

:

"/%V

空间
编号

平均深
度

便捷
度

空间
编号

平均深
度

便捷
度

< !9>#A %9AA<

8

?9%>& %9A%!

? !9>#A %9AA<

8

# ?9%>& %9A%!

$ !9>&? %9A#!

3

!9&?! %9#A?

. $9#<> %9""# R $9$&? &9<$A

F $9?$" &9$"A ' !9<%% %9>?&

: $9<%% &9$!<

V

$9>&? &9%#&

; !9&?! %9#A? K $9#<> %9""#

( $9>#A &9%!>

!!

由表
!

可以看出'空间
R

(空间
F

等便捷度较

高
9

这
$

处区域为乘客购票和乘客出站检票之后进

入的区域'进出站客流相互交织'乘客在出闸机后选

择不同的出口必然需要导向标志的指引%乘客购票

后必然需要导向标志指引其进站
9

由此可知'利用便

捷度来确定寻路决策空间方法科学
9

$9!9$9!

!

静安寺站行人流线导向标志量化评价

笔者于
$%%"

年
<

月
$&

日!星期四"对上海市静

安寺轨道站进行了人工现场客流调查'流线调查量

占总流量的
&%!

'经扩样得到所有的流线(流量数据

如表
?

5

表
G

!

静安寺站客流线"流量调查结果

M%6CG

!

M4*251+*

:

1*25$/,3

-

*(*2/1&%"2

&

2/1*%.$&"*2%"(

3$,;1%/*&" &̂"

'

&

%"2&N%&$;%

:

0/%/&,"

编
号

流量$
!人1

L

H&

"

所经区域
!空间节点"

编
号

流量$
!人1

L

H&

"

所经区域
!空间节点"

& <"A <

'

.

'

R

'

F

'

:

'

3

'

8

&& !!? $

'

(

'

V

'

R

'

F

'

:

'

3

'

8

$ &$<$ <

'

.

'

R

'

F

'

:

'

3

'

8

# &$ "&! $

'

(

'

V

'

R

'

F

'

:

'

3

'

8

#

! !? <

'

.

'

'

'

K

'

? &! &! $

'

(

'

.

'

V

'

R

'

K

'

'

'

.

'

<

? &" <

'

.

'

'

'

K

'

R

'

V

'

(

'

$ &? < $

'

(

'

V

'

R

'

K

'

?

< <& ?

'

K

'

'

'

.

'

R

'

F

'

:

'

3

'

8

&< <!$

8

'

3

'

:

'

;

'

(

'

$

A &A! ?

'

K

'

'

'

.

'

R

'

F

'

:

'

3

'

8

# &A !#"

8

'

3

'

:

'

;

'

(

'

V

'

K

'

?

> $& ?

'

K

'

'

'

.

'

< &> ?&!

8

'

3

'

:

'

;

'

(

'

V

'

K

'

'

'

.

'

<

# && ?

'

K

'

R

'

V

'

(

'

$ &# <<!

8

#

'

3

'

:

'

;

'

(

'

$

" $&$ $

'

(

'

;

'

:

'

3

'

8

&" ?!!

8

#

'

3

'

:

'

;

'

(

'

V

'

K

'

?

&% !& $

'

(

'

F

'

:

'

3

'

8

# $% !A<

8

#

'

3

'

:

'

;

'

(

'

V

'

K

'

'

'

.

'

<

图
>

为表
?

编号
&

的流线所经过的空间以及服

务于该流线的导向标志的位置'流线位置按照所经

过空间中心确定'即流线距两侧墙体距离相等
9

图中

"'4

为行人沿流线
&

行走时连续驻足处
9

图
>

!

流线
<

评价示意图

B&

'

C>

!

S+%$5%/&,",32/1*%.$&"*Z,C<

流线
&

以空间节点
<

为起点'途经空间节点
.

'

R

'

F

'

:

和
3

到达目的地空间节点
8

'当行人在空间节

点
<

处时'相关导向标志恰落在透明区域'见图
>

"

'

故空间节点
<

的导向标志位置得分为
!

分
9

按此方

法对流线
&

经过的其他空间节点进行评分
9

当行人

到达空间节点
3

时可以看到其目的地&&&空间节点

8

!轨道站站台"'故空间节点
8

内导向标志无需参与

评价
9

按此方法可以得到流线
&

所经过全部空间节

点的导向标志位置评分见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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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

流线
<

所经空间导向标志得分

M%6CJ

!

S%84"%+&

'

%/&,"2&

'

"

&

228,1*,32/1*%.$&"*Z,C<

空间编号 导向标志得分 空间编号 导向标志得分

< ! M $

. !

3

$

R $

8

F !

!

注#空间
8

不参加评分'因为空间
8

为此流线终点'乘客不再需要

导向标志指引
9

被评分的导向标志均服务于流线
&

'其他导向标

志不被考虑
9

!!

结合表
!

'按式!

$

"计算得到每个节点的相对便

捷度'见表
A9

按式!

&

"可以计算流线
&

的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评

价结果
6

&

为
$9?<9

同样方法可以计算所有流线的导向

标志布局合理性评价结果
9

根据式!

!

"和!

?

"得到静安寺

站导向标志评价结果
#

为
$9!!$

!表
>

"

9

表
H

!

流线
<

所经空间相对便捷度

M%6CH

!

N*$%/&+*&"/*

'

1%/&,"+%$5*,32/1*%.$&"*Z,C<

空间编号
-

'

-

*'

V

空间编号
-

'

-

*'

V

< %9A> &9%% F &9!% %9$%

. %9&% %9&< : &9$? %9&"

R &9<! %9$!

3

%9#A %9&!

表
>

!

静安寺站导向标志评价结果

M%6C>

!

S+%$5%/&,"1*25$/2,3"%+&

'

%/&,"2&

'

"2&" &̂"

'

&

%"2&N%&$;%

:

0/%/&,"

流线
6

'

%

'

6

'

%

'

流线
6

'

%

'

6

'

%

'

& $9?<$ @9@=G@ %9$!%< && <9=@H @9@J?> %9&%%?

$ $9?<$ @9<=>J %9?#?$ &$ <9=@H @9<GG@ %9$>?<

! $9>%? %9%%<? %9%&?< &! ?9?J= %9%%$& %9%%?A

? $9A?& %9%%!% %9%%>" &? ?9@<> %9%%%# %9%%&A

< <9=EA %9%%#% %9%&<A &< $9#&$ @9@AE= %9$!A%

A <9=EA %9%$<> %9%?"# &A $9<%A @9@H<G %9&<!#

> $9>%? %9%%!! %9%%"% &> $9<<< @9@HJ< %9&AA?

# $9>&$ %9%%&> %9%%?> &# $9?&" @9@A>? %9$&&%

" <9=HH %9%!!? %9%A<> &" ?9?A> @9@HAE %9&<A$

&% ?9<J@ %9%%?" %9%&%< $% ?9EJG @9@J>H %9&!<<

!!!

注#粗体表示
6

'

得分最低的
&%

条数据和
%

'

排前
&%

位数据
9

$9!9$9?

!

静安寺站导向标志量化评价结果分析

由于流量大的流线对整个轨道站的导向标志布

局合理性指数影响大'故本文对流量较大的
&

$

$

流

线进行重点分析
9

在流量较大的前
&%

位流线中'流

线
&&

(流线
&$

的导向标志评分较低'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本轨道站的导向标志布局合理性指数
9

此外'应

重点关注导向标志
6

'

得分低于
$

的流线
9

通过导向标志评价的过程和表
>

可定位导向标

志出现问题的位置'得出静安寺轨道站导向标志布局

调整建议#流线
<

(流线
A

和流线
&&

(流线
&$

分别为从

?

号口和
$

号口进入并购票的流线'在评价过程中发

现服务于这条流线的导向标志缺失较多'建议在空间

节点
(

'

V

'

K

和
'

节点增加导向标志加强对购票处的

引导%流线
"

为由
$

号口进入至闸机进站的流线'服务

于这条流线的行人在通过闸机后缺少导向标志的指

引'向左走与向右走的行人交织严重'建议在空间节

点
;

增加导向标志'对行走方向进行指引
9

#

!

结语

从导向标志布局评价所要考虑的因素出发'提

出了基于运动空间视觉感知的轨道站导向标志布局

评价方法'评价结果能够反映轨道站整体导向标志

布局合理性情况
9

对于已建成的轨道站导向标志系

统'按照评价结果可追踪到导向标志布局不合理位

置'指导导向标志布局优化'提升整个轨道站的导向

标志布局合理性%对于新建的轨道站'按照本文评价

方法'可以确定导向标志布局的合理位置
9

流量(流

线数据采集会影响评价结果'建议选取旅游节假日

或周末采集数据'以便获取不熟悉本轨道站的旅游(

娱乐等不同目的客流
9

但是'本文未确定轨道站导向

标志合理性指数
#

的可接受范围'还需要在后续研

究中做大量调查确定乘客的满意程度与
#

之间的对

应关系'以便为各种类型和规模的轨道站导向标志

布局提出控制指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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