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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导视系统作为综合公园中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对游客的寻路行为提供指示的作

用。通过对传统非智能导视系统进行研究，探讨影响导视系统布局合理性的设计因素，寻求各因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及重要程度，使公园中的导视系统在布局的设计上更加科学合理。方法 运用模糊层次分析

法，对导视系统的布局设计产生影响的因子，如位置设置点、视觉感知度和需求量等，构建层级指标并

对其两两进行重要度评价，得出各因子权重值排序，判断出各因子对导视系统的布局设计影响的重要度

次序。结论 评价结果表明，影响最重的的几个因子为危险区域附近、环境差异度、节点量和摆放模式

有序性与安全性，因此，在导视系统布局设计时，基于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应着重考虑以上 5 个因子，

以更好地满足游客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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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frastructures in the comprehensive park, the guide system provides directions 

for tourists.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traditional non-smart guide system, discuss design factors that affect rational 

overall arrangement of the guide system, find the relative relations and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to design the over-

all guide system arrangement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FAHP was used to rank and evaluate in pairs according to 

importance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overallarrangement design, including the point location, the visual perception, 

the demand, etc. Finally, the weight value of each factor was ranked, and the importance order of each factor on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design of the guide system was conclud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re 

the distance to dangerous areas,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deference, the number of landscape nodes, the ordering and 

the safety of guide sign respectively. Therefore, in design of guide system spatial arrange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em-

phasize the five factors above on the basis of overall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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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园建设的不断完善，导视系统成为公园中

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成都市城区多

例综合公园进行实地踏勘和随机访问，发现游客常常

出现道路辨识困难的现象。国内外对导视系统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针对不同年龄层的研究，如运用简易图像

和鲜艳色彩适宜高度满足儿童使用[1]，运用智能化导

视系统帮助老年人寻路[2]等；依据地域特色和本土文

化的研究[3]，如发掘当地历史文化和宗教元素，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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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纹样和设计造型等；基于科技发展背景下，如利

用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技术等，对导视系统智能化和

交互化的研究[4,5]；针对导视系统色彩、形态、文字、

符号和尺度等细部方面的研究等[6-8]。目前，对导视

系统的研究已涉及多方面，但是对于导视系统布局方

面的研究仍较缺乏，而导视系统的布局设计对游客更

加容易寻找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以布局设计

作为切入点，对导视系统展开研究。 

1  研究区域 

兼顾不同的公园类型、游客类型与区位差异，选

取了成都市城区的 4 例综合性公园，分别为浣花溪公

园、人民公园、东湖公园与天府中央公园，4 例公园

基本信息见表 1。 

2  导视系统布局设计合理性评价的模型构建 

2.1  导视系统布局的合理性 

导视系统布局的合理性分为总体布局合理性与

具体点位设计合理性。总体布局合理性是指从整个公

园范围来看，导视系统布局的逻辑可以引导游客按照

设计的游览流线参观公园；具体点位设计合理性是指

从视域范围来看，导视牌放置位置可以被游客轻易地

发现且放置数量满足其使用频率等。 

2.2  导视系统布局设计合理性评价的指标选择与层

次模型构建 

为了继续完善导视系统的设计，运用模糊层次分

析法（FAHP）对影响导视系统布局合理性的因子进 
 

行量化。通过现场踏勘和点位记录的方法分析园区导

视系统总体布局设计与具体点位设计的整体规律，同

时通过问卷调查、观察游客寻路方式、访问园区管理

人员和访问专家的方法，从总体布局与具体点位设计

两方面提取并整理出 22 个导视系统布局设计合理性

的评价指标。根据层次分析法，将评价指标分为三个

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 M，即导视系统布局设计的合

理性。第二层为准则层，即位置设置点 A、视觉感知

度 B、需求量 C、整体性 D 和人性化 E。第三层为准

则层的次级指标，即位置设置点 A 包含景观节点 A1、

道路岔口 A2、道路沿线 A3、功能性建筑附近 A4 和危

险区域附近 A5；视觉感知度 B 包含遮蔽度 B1、距视

点距离 B2、距视点高差 B3 和环境差异度 B4；需求量

C 包含节点量 C1、道路岔口量 C2、两两间距 C3、功

能建筑量 C4 和危险区域量 C5；整体性 D 包含疏密度

D1、摆放模式一致性 D2 和摆放模式有序性 D3；人性

化 E 包含可达性 E1、安全性 E2 和观赏性 E3。导视系

统布局合理性层次分析模型见图 1，准则层次级指标

含义见表 2。 

2.3  问卷准备 

问卷设计采用 1~9 标度法[9]，将各层级因子两两

比较。问卷发放 103 份。针对不同人群，包括专家 6

名、景观设计从业者 4 名和游客 93 名。 

2.4  模糊判断矩阵的构建 

考虑到受访者在对问卷中的两两指标比较重要

性时，其依据直觉做出的选择是模糊的，因此对层次

分析法加入三角模糊数，增加数据精确度。通过受访

者对同一层级的两两指标进行重要度比较，得出模糊 

表 1  4 例公园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four parks 

 浣花溪公园 人民公园 东湖公园 天府中央公园 

公园类型 城市森林公园 开放式风景园林历史公园 城市湖泊生态公园 CBD 核心区公园 

游客类型 外地游客 周边老年人、儿童 健身青年、艺术爱好者 青年家庭 

区位 老城区 老城区 新城区 新城区 

 

 
 

图 1  导视系统布局合理性层次分析模型 
Fig.1  Rational hierarchical analysis model of overall guide system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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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准则层次级指标含义 
Tab.2  Description of secondary index at the criterion layer 

指标 含义 

A1 景观节点 公园中各个视线汇聚的区域 

A2 道路岔口 游赏道路中相交或分叉的位置 

A3 道路沿线 沿着道路边缘有需要为游客指引目的地的位置 

A4 功能性建筑附近 供游客或工作人员观赏、使用的建筑（如卫生间、茶室、展览馆等）附近 

A5 危险区域附近 对游客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区域（如深水区、台阶处等）附近 

B1 遮蔽度 导视牌是否被遮挡及被遮挡的程度，如导视牌被植物或垃圾桶等设施遮挡的程度 

B2 距视点距离 导视牌的位置距离人视点的水平距离 

B3 距视点高差 导视牌的高度距离人视点的垂直距离 

B4 环境差异度 导视牌的位置与周边环境形成的差异程度，使其相对突出、轻易被发现 

C1 节点量 公园中各个视线汇聚的区域的数量 

C2 道路岔口量 游赏道路中相交或分叉的位置的数量 

C3 导视牌间距 沿道路相邻导视牌之间的距离 

C4 功能建筑量 供游客或工作人员观赏、使用的建筑的数量，如卫生间、茶室和展览馆等建筑合计的数量 

C5 危险区域量 对游客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区域的数量，如深水区、台阶处等区域合计的数量 

D1 疏密度 导视系统的总体布局是否依据不同需求设置适宜的数量或是否分布不均 

D2 摆放模式一致性 同类型导视牌摆放模式的一致程度，如各个导视牌的朝向、位置等摆放方式 

D3 摆放模式有序性 同类型导视牌的放置是否具有逻辑性，如出入口导视牌是否成对配置 

E1 可达性 导视牌放置的位置是否便于游客接近并阅读 

E2 安全性 导视牌放置的位置是否考虑到游客的安全，如阻碍游客行走、易发生碰撞等 

E3 观赏性 导视牌放置的位置是否使其与周围环境融合并给游客以美的感受 

 
互补判断矩阵与各因子权重 W[10]。导视系统布局的合

理性判断矩阵见表 3，位置设置点判断矩阵见表 4，

视觉感知度判断矩阵见表 5，需求量判断矩阵见表 6，

整体性判断矩阵见表 7，人性化判断矩阵见表 8。 

2.5  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为了判断各矩阵中的权重值是否合理，需要对判 
 

表 3  导视系统布局的合理性判断矩阵 
Tab.3  Rational judgment matrix of overallguide  

system arrangement 

M A B C D E 权重 W 

A 1  2  4  3  1 / 3  0.244 

B 1 / 2  1  4  4  1 / 3  0.198 

C 1 / 4  1 / 4  1  2  1 / 3  0.086 

D 1 / 3  1 / 4  1 / 2  1  1 / 3  0.069 

E 3  3  3  3  1  0.403 

 
表 4  位置设置点判断矩阵 

Tab.4  Judgment matrix of point location 

A A1 A2 A3 A4 A5 权重 W 

A1 1  1 / 4  3  1 / 3  1 / 4  0.090 

A2 4  1  4  3  1 / 2  0.288 

A3 1 / 3  1 / 4  1  1 / 4  1 / 4  0.056 

A4 3  1 / 3  4  1  1 / 4  0.158 

A5 4  2  4  4  1  0.409 

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最大特征根 λ： 

1

( )
λ

n
i

max
ii

GW

nW

  (1) 

 

表 5  视觉感知度判断矩阵 
Tab.5  Judgment matrix of visual perception 

B B1 B2 B3 B4 权重 W 

B1 1  4  4  1 / 2  0.341 

B2 1 / 4 1  3  1 / 3  0.143 

B3 1 / 4 1 / 3  1  1/4 0.076 

B4 2  3  4  1  0.440 
 

表 6  需求量判断矩阵 
Tab.6  Judgment matrix of demand 

C C1 C2 C3 C4 C5 权重 W 

C1 1  2  4  3  1  0.315 

C2 1 / 2 1  5  3  2  0.287 

C3 1 / 4 1 / 5 1  1 / 3  1 / 5  0.052 

C4 1 / 3 1 / 3 3  1  1 / 3  0.243 

C5 1  2  5  3  1  0.103 
 

表 7  整体性判断矩阵 
Tab.7  Judgment matrix of integrity 

D D1 D2 D3 权重 W 

D1 1  3  1 / 3  0.268 

D2 1 / 3  1  1 / 4  0.117 

D3 3  1 / 4  1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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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人性化判断矩阵 
Tab.8  Judgment matrix of humanization 

E E1 E2 E3 权重 W 

E1 1  1 / 4  1 / 3  0.131 

E2 4  1  3  0.661 

E3 3  1 / 3  1  0.208 

 
其中：n 为判断矩阵阶数，Wi 为各因子权重（i= 

1,2,...,n），G 为判断矩阵中各标度与对应权重的乘积

之和。计算一致性指标 CI： 
CI λ / ( 1)max n n    (2) 

得到随机一致性比例 CR： 

CR
CI

RI
  (3) 

其中：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标见表 9。当 CR<0.10 时，一致性检验通过；

当 CR≥0.10 时，需要修改矩阵，直到通过验证为止。 

经过对各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各矩阵 RI 均< 

0.10，且组合一致性为 0.07。因此符合一致性，权重

数合理。一致性检验结果见表 10。 

3  评价结果分析 

经过对导视系统布局合理性设计产生影响的各

因子建立层级体系与对数据的计算和分析，比较各因

子之间的权重系数，得出在专家、设计师与游客的共

同视角下，对导视系统合理性设计影响最大的因子是

人性化（0.403），其次是位置设置点（0.244）、视觉

感知度（0.198）和需求量（0.086），影响最小的因子

是整体性（0.069）。导视系统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

使用，原研哉所认为，做设计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

注对象的颜色、形象和材质，更需要关注使用者的感

觉[11]。因此，设计出方便受众对象使用的产品，注重

游客对导视系统的使用体验，应成为设计师考虑的第

一要素，准则层因子权重次序见图 2。 

对导视系统位置设置点的设计影响最大的因子

是危险区域附近（0.409），其次是道路岔口（0.288）、

功能性建筑附近（0.158）和景观节点（0.090），影响

最小的因子是道路沿线（0.056）。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表 9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Tab.9  Mean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表 10  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10  Results of consistency test 

 M A B C D E 

λmax 5.444 5.377 4.211 5.230 3.074 3.054

CR 0.099 0.084 0.079 0.051 0.071 0.055

 
 

图 2  准则层因子权重次序 
Fig.2  Sequence diagram of index layer factor weight 

 
论中提到人的需求的第二层次为安全上的需求。另

外，通过采访也发现，游客对自身安全的关注程度最

高，尤其是陪同儿童与老人的游客。 

对导视系统视觉感知度的设计影响最大的因子

是环境差异度（0.440），其次是遮蔽度（0.341）和距

视点距离（0.143），影响最小的因子是距视点高差

（0.076）。从设计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对外界环境

的感知，有 80%~90%是通过视觉获得的[12]。因此，

从视觉上体现导视系统的吸引力，也就是导视系统的

环境差异度，决定了游客是否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导视

牌，从而引导游客使用导视系统。 
对导视系统需求量的设计影响最大的因子是节

点量（0.315），其次是道路岔口量（0.287）、功能建

筑量（0.243）和危险区域量（0.103），影响最小的因

子是导视牌间距（0.052）。导视牌中的信息多指引游

客向景观节点方向，因此景观节点的量对导视系统的

量起着主导作用。另外，调研发现，游客遇到最多需

要抉择方向的位置是在道路岔口，因此道路岔口量也

占了较大的比重。 
对导视系统位置整体性的设计影响最大的因子

是摆放模式有序性（0.614），其次是疏密度（0.268），

影响最小的因子是摆放模式一致性（0.117）。导视系

统摆放模式是否具有一定的序列性直接影响到游客

对各个导视牌摆放位置的内在逻辑的识别，使其发现

排列方式，以至于更便捷地使用导视系统。 
对导视系统位置人性化设计影响最大的因子是

安全性（0.661），其次是观赏性（0.208）,影响最小的

因子是可达性（0.131）。与导视系统合理性的评价结

果相一致，游客关注最高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

安全性影响最大，次准则层各因子权重次序图见图 3。 

4  基于研究结论的设计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在次准则层中，危险区域附近、

环境差异度、节点量和摆放模式有序性与安全性较重

要，因此依据以上几个因子对综合公园导视系统布局

提出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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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因子权重次序 
Fig.3  Sequence diagram of each factor weight 

 
4.1  增加危险区域附近的导视牌放置  

在公园中容易发生危险位置的附近，如台阶和坡

道等形成地形起伏变化的位置；喷泉和跌水等公园内

以水造景的位置；湖水沿线和人造水池等深水区附

近；山体和假山等易发生落石危险的区域；景观灯、

电箱和大树旁等易发生触电危险的设施附近等，均应

放置足够的导视牌来警示游客。东湖公园安全警示导

视牌设计单一，仅在沿湖位置设置禁止游泳及垂钓导

视牌，园内地形变化丰富，有大量坡道和台阶，应相

应增加安全警示类型导视牌。天府中央公园安全警示

导视牌设计风格新颖独特，于深水区和陡坡等区域均

设有提醒，但在可踩踏石块和景观灯等位置附近仍应

增强安全警示。深圳北站中心公园在安全警示导视牌

方面的设计相对完善，不仅于湖水沿线、山石和电箱

等各个相应位置设置足量警示牌，而且在娱乐设施附

近也设置警示牌提醒低于 1.2 m 的儿童注意安全。 

4.2  提升导视牌的环境差异度 

导视牌的视觉感知度主要受到环境差异度的影

响。首先应将导视牌放置在显眼位置，依据导视牌色

彩选择与周边环境形成一定对比度的位置，烘托出导

视牌的视觉吸引力；在提升对比度的同时，也需要注

意与环境相和谐，给游客以美的感受。人民公园导视

牌选用土红色作为主体，大多以绿色植物为背景，足

以突出导视牌；但在舒适度上有所欠缺，可以在导视

牌色彩设计上加入灰色和棕色等颜色，降低红色的色

彩冲击力，或者在位置上选择有红色植物区域，形成

导视牌与周围环境色彩上的呼应，增强其舒适度。天

府中央公园导视牌采用了与道路和石头相近的灰色

为主体，搭配白色，各物体色彩呼应，既足够突出又

相互融合，但是多处出现了植物遮挡导视牌的情况，

天府中央公园被遮挡导视牌见图 4。应将导视牌外移，

选取草地的位置放置，避免植物生长过高遮挡导视牌

信息。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市 Schelokovsky Khutor

森林公园将浅木色、绿色和灰色相结合的导视牌放置

于道路边缘，周围相对空旷，从色彩上利用绿色与灰

色的不同明度相对比，从位置的选择上有利于导视牌

环境差异度的实现。 

4.3  完善节点导视牌放置 

节点导视牌的放置使游客能够清晰地了解到自

己在园区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小型休憩区和道路连接

型节点等小面积节点，需要对节点命名，在其内部放

置 1 个导视牌。对于大型集散广场和大型活动区等大

面积节点，在其内部应放置至少 1 个导视牌，对于内

部有植物或景观小品遮挡视线的节点，可选择性地放

置 1 个及以上导视牌。人民公园中的节点导视牌严重

缺失，众多路边小型休憩区无导视牌，甚至大型节点

如辛亥保路纪念广场、连接少城苑与北大门的环形节

点等位置均无导视牌。在此方面，应针对公园需要增

加导视牌的放置数量。 
 

  
 

图 4  天府中央公园被遮挡导视牌 
Fig.4  Blocked guide signs of Tianfu Centr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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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注重导视系统摆放模式有序性 

导视系统摆放模式有序性是指各个类型的导视

牌，如公园总平面导视牌、岔路口导视牌和节点导视

牌等，摆放模式具有一定的顺序与逻辑。如公园各主

要出入口应放置公园总平面的导视牌，可以使游客进

入公园的第一时间对公园有大致的了解；公园的重要

岔路口应放置岔路口导视牌，增强导视牌的道路指引

作用；公园节点内部放置节点导视牌，使游客清晰自

己所处的位置。随着公园中导视系统的不断完善，在

各岔路口导视牌与节点导视牌旁，可配置小型的公园

总平面导视牌。通过调研发现，人民公园导视系统中

缺少节点与岔路口导视牌的放置，应增加以上两种类

型的导视牌。另外，人民公园、东湖公园和天府中央

公园可根据具体需求于岔路导视牌或节点导视牌位

置旁增加小型公园总平面图导视牌。此方面浣花溪公

园导视牌的设计相对完善，两种导视牌搭配放置，更

加便于游客使用，浣花溪公园导视牌见图 5。 

4.5  加强导视系统的安全性 

对于各个导视牌的位置要首先考虑安全因素，减

少放置在过高的位置，减少前方有垃圾桶、大型石块

和较高绿植等形成障碍和遮挡导视牌的位置。另外，

在草地中放置导视牌时应考虑导视牌与道路之间的

距离，一般情况下，其距离应该为导视牌高度的 1.5~2

倍。视距的大小与导视牌的大小成正比[13]，避免导视

牌与游客视距过远，导致游客需要踏入草坪阅读导视

牌上的信息，从而威胁到游览者的人身安全。各公园

在导视系统的安全性上均设计完善，放置位置大多选

择于与道路相距较近的草地上，几乎没有地形变化的 
 

 
 

图 5  浣花溪公园导视牌 
Fig.5  Guide sign of Huanhuaxi Park 

位置，既保障了游客观看导视牌的距离适度，又保障

了游客的人身安全。但是在对导视系统的遮挡方面，

东湖公园个别安全警示导视牌放置于植物丛中，增加

了游客的阅读障碍，应选择在相对空旷的位置放置。 

5  结语 

导视系统布局的设计不仅是单一化设计，还需要

充分考虑公园整体设计与游客的使用需求。本文通过

调研成都市 4 例综合性公园，总结出影响导视系统设

计的多个因子，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依据专家、设

计师与游客对影响导视系统布局合理性的各个因素

共同评价，反映出在专业层面与使用层面上对影响因

子重要度的平均指向，使设计方案更加科学合理，为

公园导视系统布局的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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