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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车站形象的意象感知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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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成都天府大道海洋路口的公交车站设计项目，通过各类公交车站设计形象的意象感知

实验，对人们的情感需求进行分析，总结出符合不同城市区域文化的公交车站设计要素与视觉意象，从

而指导城市公交车站的设计。方法 采用语义差异法，收集描述性词汇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公交车站样

本进行语义测评。在对实验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确定意象主成分并构建意象尺度图，分析人们的情感需

求和视觉意象的相关性，进而通过阶层类别分析法和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探讨了对于不同类型的公交车

站，其设计要素的差异对于人们在感知意象上的影响，提出了人性化的公交车站设计特征和设计方案。

结论 设计方案兼顾人们的情感需求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需求，可以为提高人们出行体验的公交车站创

新设计提供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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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Application on Image Perception of Urban Bus Station Image 

SHANG Chen-guang, ZHI Jin-yi, JING Chun-hui, DAI Hao-ho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bus station design project for the intersection of Chengdu Tianfu Avenue and Ocean Road, 

through the image perception experiments of various bus station design images and analyzing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it 

summarizes the design elements and visual images of bus stations that conform to the culture of different urban areas, thus 

guiding the design of urban bus stations. The semantic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collect descriptive words and select 

representative bus station samples for semantic evaluation. After factor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main com-

ponents of the image are determined and the image scale is construc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and visual images is analyzed, and the impact of the design element differences 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imager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bus stations are discuss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symbol systems, so that humanized bus 

station design features and design schemes are put forward. The design plan in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people’s 

emotional needs and different needs of regional culture, which can provide a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innovative de-

sign of bus stations to improve people’s trave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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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交通拥堵、汽

车尾气排放等问题日益严重，如何优化城市交通成为

了我国大部分城市急需解决的问题，各地政府针对这

些问题纷纷提出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1-2]。而

公交车站作为公交停靠的港湾和人们乘坐公交的门

户，它既是影响公共交通便捷度的重要一环，又是传



270 包 装 工 程 2021 年 7 月 

 

递城市形象的公共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视觉

体验与情感需求相关联[3]。 

用户对于产品的视觉认知促使了意象的形成[4]，

意象感知又会对人们的情感因素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随着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人们在出行时对于公共设

施的使用需求也有所提高，逐渐从最基本的功能需求

向心理与情感需求等更深层次方面进行过渡。因此对

于公交车站而言，对人们的感知意象进行研究，以便

在设计时融入其感性需求，是设计师需要重点考虑的

方面。公交车站相较于普通产品，还需要考虑其能否

更好地与城市环境或其他公共设施相融合的问题，这

些都会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感知意象。本文主要以成都

公交车站设计研究为例，通过调查与分析人们对车站

设施的感知意象，提出符合地区意象的车站设计特征

与创新设计方案，为公共设施符合城市形象提供方法

参考。 

1  城市公交车站研究分析 

1.1  公交车站需求研究 

成都作为新兴一线城市，其市区建成面积与人口

规模都相对庞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为人们的交通出

行提供了完善的运输保障[5]，其中成都市的公共交通

工具主要包括地铁和公交车，前者主要连接了城市的

重要节点，而后者与前者相结合形成了成都市完整的

公共交通网络。据成都公共交通集团统计，截至 2019

年年底，成都公交运营线路达到 880 余条，全年实现

客运总量 15.1 亿人次[6]，面对每日超过 400 万人的客

运量，成都公交系统在人们的交通出行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同时人们对公交车站这一基础设施也有了多样

化的需求。经过调研发现在乘坐公交车的人群中，在

当地居住生活超过一年的占总人数的 62%，人群结构

的生活方式主要以长期定居为主，出行方式主要是工

作、学习、购物等常规通勤，而在选择公交车出行的

人群中，等候时间普遍集中在 5~15 min，相较于其他

公共出行方式，候车时间较长。 

1.2  关于设计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以成都市为例，首先对市区内主要公交车站点进

行调研，调研主要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发放这两种方

式进行，针对干线公交车站和支线公交车站这两类公

交车站，总结出 3 类现有公交车站设计存在较多的问

题。（1）支线车站普遍没有站台顶棚，干线车站的顶

棚设计由于宽度不够、高度偏高，没有考虑到成都当

地气候风向等因素影响，公交车站往往不能够有效起

到遮阳挡雨的作用，给乘客候车造成不便。（2）干线

车站与支线车站之间的设计风格差异过大，以成都天

府大道海洋路口站为例，在同一个区域内大小车站没

有相对统一的设计语言，与当地城市景观无法较好地

融合。（3）支线车站设计语言单一，只有造型相对复

古的信息牌，不易识别且不能给乘客提供其他任何功

能。由于产品和人整个沟通的过程可以归纳成一个传

达信息的过程[7]，这些问题在传达给候车乘客的过程

中会对人们的情感因素和视觉意象产生一定影响，所

以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出行体验。 

1.3  设计研究目标 

对于候车乘客而言，公交车站主要起到了为乘客

在候车时提供等待空间和为乘客提供与出行相关的

信息服务，引导乘客有效出行。基于这个特点在对公

交车站设计进行研究时主要考虑两个要点：一是车站

整体外观的协调性，包括站点座位、挡雨等基本功能

在内，需要考虑乘客在候车时对空间的心理与情感需

求；二是服务信息，由于人们对于信息质量的感知相

对更加直接，信息的呈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乘

客的出行体验[8]，其中包括站牌外观、位置、信息呈

现方式等，会对乘客的视觉意象造成一定影响。对于

普通市民而言，公交车站作为传递城市形象的公共设

施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感知意象，因此同样需要把该类

人群的视觉意象体验纳入研究重点。 

为进一步了解对于不同类型的公交车站，其设计

要素的差异对于人们在视觉意象上的影响，本研究通

过语义差异法对城市公交车站形象进行意象感知研

究，从描述人们感知意象的意象因子和对其造成影响

的造型特征出发，整体考虑人们对于公交车站设计的

视觉意象[9]。并针对成都天府大道海洋路口站的具体

情况提出整体设计方案，为公交车站的人性化设计提

供指导。 

2  意象感知实验设计 

2.1  用户意象感知过程分析 

视觉信息对人们的情感因素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人们通过观察物体形状、色彩以及其中各种信息产生

的视觉印象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受，这种感受对于用户

而言包括了多种情感意象，它也逐渐被认为是产品设

计最重要的标准之一[10-11]。英国学者克利莱曾提出了

视觉意象感知理论，他认为视觉感知是决定用户对于

产品偏好的重要因素[12]。由他的理论可以得出用户在

对产品的体验过程中产生的认知意象和最终形成的

情感喜好的基础是视觉感知。同理，视觉对产品形态

意象的基本感知过程是用户对产品形态的视觉感知

产生了情感喜好，而情感喜好则伴随着心理认知驱动

用户的行为。 

结合上述理论可以归纳出人们对于公交车站情

感因素形成的主要过程，用户意象感知过程见图 1，

即人们通过视觉凝视对车站造型做出整体认知和评

价，在此基础上产生不同的视觉意象并将伴随着相应

的情感反应。通过对公交车站的相关设计进行调研，

利用阶层类别分析法构建视觉符号系统去探索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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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户意象感知过程 
Fig.1  User image perception process 

 

对于不同设计元素的意象反应[13]，了解人们的心理需

求，归纳出不同类型公交车站的设计对于人们情感因

素影响的一般方法。 

2.2  实验方法 

公交车站作为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空间的一部

分，对被测者进行关于情感喜好的调查一直是研究城

市空间感知相关问题的重要手段[14]。其中语义差异法

是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提出的一种可以对研究对

象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该方法可以获取用

户对于设计形态的感知意象[15]，从而有助于分析人的

情感喜好与设计形态之间的关联性。目前语义差异法

已经在国内外多个领域的研究中被采用，并且在使用

过程中多与其他统计方法相结合[16-19]。本研究使用语

义差异法，实验要求被测者根据对不同公交车站的主

观感受，通过对语义词汇的程度进行评分以评价视觉

效果。关于公交车站的意象感知研究流程见图 2。 

2.3  实验材料的选取 

本研究的实验问卷选取了 12 张差异化较为明显

的相关照片组成测试样本，并收集了大量设计领域的

相关描述性词汇以便对实验样本进行描述。为了使收

集的描述性词汇能够更好地反映人们对公交车站的

心理感受，本研究参考了与产品语义相关的文献与书

籍，并询问产品设计师、设计相关专业学生与公交车

站的候车乘客，经过整理得到 30 组意象语义词汇对，

进而通过对 24 个被测者（由从事产品语义相关领域

研究的教师、经过产品语义学习的设计专业博士生和

硕士生组成）进行问卷调查后，针对公交车站的整体

造型设计筛选出朴素—豪华、活泼—严肃、简洁—复

杂、粗犷—细腻、传统—现代、普通—独特这 6 组意 
 

 
 

图 2  公交车站的意象感知研究流程 
Fig.2  Research process of image perception in bus stations 

象语义词汇对。评价标准采用 7 阶语义差异量表，以

−3 分到+3 分的方式对被测者的视觉意象评价进行计

分，分值越接近−3 分，表示被测者的感知意象越靠

近词汇对中左侧的词汇语义；分值越接近+3 分，表

示被测者的感知意象越靠近词汇对中右侧的词汇语

义；0 分则表示被测者中立的意象。 

3  意象感知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意象评价与统计 

将上述选取的 12 张测试样本与 6 组意象语义词

汇对组合制成意象感知实验问卷，在实验过程中，被

测者需要根据个人主观感受对测试样本意象程度进

行评价，分别勾选与每个测试样本相对应的 6 组意象

语义词汇评分。实验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共

发放问卷 207 份，经过筛选得到 189 份有效问卷，问

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1.3%。在对 189 份问卷进行数据

收集后，利用 SPSS24.0 软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统计

与处理。针对 12 个不同设计类型的公交车站设施，

可以得到每个样本所对应意象词汇的平均分值，关于

公交车站形象的意象实验分值统计见表 1。 

3.2  公交车站形象的意象感知分析 

对关于公交车站形象的意象感知实验得到的实

验数据进行统计后，首先，对每个测试样本的评价得

分在 SPSS24.0 软件内进行信度分析，α 值均大于

0.700，说明此次实验有较高的可靠性。随后对公交

车站设计的实验数据进行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其

中由于 KMO 值越接近 1 表明越适合做因子分析[20]，

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709，表示比较适合做因

子分析，而从巴特利特检验结果可以得到 Sig 值的关

系，符合做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其次，在对其 0.01， 
 

表 1  关于公交车站形象的意象实验分值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image experiments on bus station form 

样本
朴素—

豪华

活泼—

严肃

简洁—

复杂 

粗犷—

细腻 

传统—

现代

普通—

独特

1 1.30 −1.00 0.30 0.60 1.80 1.80

2 −0.80 1.20 −0.20 0.40 0.00 1.60

3 −1.90 0.70 −1.70 −1.30 −0.20 −1.60

4 0.10 0.30 0.00 0.70 −1.80 0.70

5 −0.70 −0.40 −1.00 −0.40 1.20 0.60

6 0.10 −2.10 −0.40 0.20 1.50 2.00

7 −0.10 −2.00 −1.50 0.70 2.10 2.30

8 −2.00 −0.20 −0.50 −1.90 0.90 1.80

9 1.20 1.10 0.90 0.80 −1.90 1.30

10 −0.10 0.10 −0.40 0.30 1.10 1.00

11 0.30 1.10 −0.30 −0.10 1.70 1.30

12 2.00 0.20 1.40 0.80 2.1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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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显著水平 0.05，因此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数据进

行因子分析后可以得到变量共同度，见表 2。表中提

取值是系统将 2 个意象主成分作为公共因子后得到

的共同度，反映了 2 个意象主成分相应对全部因子提

取的信息量。可以看出参加测试的所有意象因子的共

同度都在 0.6 以上，说明主成分对意象因子的解释程

度较高，实验问卷有比较高的效度。 

根据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可以得到因子贡献

率，见表 3。因子的特征根值越大，表明该成分的贡献

度越大[20]。可以看出，第一个主成分特征根值为 2.472，

第二个主成分特征值为 1.928，前两个主成分共解释

了原有 6 个变量总方差的 73.325%，并且它们的取值

均大于 1，说明可以较好的对变量进行解释，因此选

取前两个主成分作为主因子。因子载荷矩阵作为因子

分析的核心内容，它可以通过载荷系数大小反映变量

对于不同因子的解释程度。为了使结果更具有可解释

性，在因子分析中采用因子旋转法，减少各因子间的

载荷变量，从而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 4。 
 

表 2  变量共同度 
Tab.2  Communalities table 

意象 初始 提取 

朴素—豪华 1.000 0.932 

活泼—严肃 1.000 0.759 

简洁—复杂 1.000 0.716 

粗犷—细腻 1.000 0.711 

传统—现代 1.000 0.642 

普通—特别 1.000 0.638 
 

表 3  因子贡献率 
Tab.3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成分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2.472 41.195 41.195 2.472 41.195 41.195

2 1.928 32.130 73.325 1.928 32.130 73.325

3 0.688 11.466 84.791    

4 0.538 8.959 93.750    

5 0.293 4.882 98.631    

6 0.082 1.369 100.000    

 

表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Tab.4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成分 
意象 

1 2 

朴素—豪华 0.120 0.958 

活泼—严肃 −0.865 0.103 

简洁—复杂 −0.426 0.731 

粗犷—细腻 0.016 0.843 

传统—现代 0.801 −0.037 

普通—独特 0.798 0.039 

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中，活泼—严肃、传统—现

代、普通—独特这 3 个意象因子的载荷系数为−0.865、

0.801 与 0.798，这 3 个意象因子包含最多的第一主成

分原有变量信息；同理，朴素—豪华、简洁—复杂、

粗犷—细腻这 3 个意象因子相对包含最多的第二主

成分原有变量信息。 

随后对每个主成分包含的因子进行提取，第一意

象主成分由活泼—严肃、传统—现代、普通—独特这

3 个意象词汇对组成，经过语义分析，它们与趣味性、

新颖程度等与整体外观造型有关的评价因素有关，因

此可将第一意象主成分命名为“保守—前卫”。第二

意象主成分由朴素—豪华、简洁—复杂、粗犷—细腻

这 3 个意象词汇对组成，经过语义分析，它们与车站

设计的形态比例与整体风格相关，因此可将第二意象

主成分命名为“质朴—华丽”。根据 SPSS24.0 分析所

得出的派生激励配置对 12 组公交车站设计进行分

类，可以得到城市公交车站形象的意象尺度分布，见

图 3。 

通过分析发现，对公交车站设计提取的两对主意

象因子都对人们的情感因素没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作

用，只是在对保守这一因子的提取过程中，一般情况

下，严肃和普通对人们的情感因素没有积极的影响作

用，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保守的一个核心主题

就是捍卫传统，维护已经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东西[21]，

因此不能简单把提取出的保守这一因子归结为负向

的影响因子。最趋向保守意象的两个公交车站都借鉴

了古代建筑的设计元素（如图 3），针对城市中的各

种场景进行调查后发现，人们普遍认为趋向保守意象

的车站设计与历史类旅游景点相得益彰，这时该类型

的公交车站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样，在分析质朴与华丽这一对意象主成分时，

发现受访人群有明显的希望在城市里看到不同类型

车站的倾向，通过实地走访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具有

华丽特征的车站设计容易让候车乘客产生一种安全

感，而相对更具有质朴特征的车站在道路空间较小的

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案（如图 3）。合理 
 

 
 

图 3  意象尺度分布 
Fig.3  Image scal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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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公交车站外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设计可

以营造出自然的环境氛围，从而带给人们愉悦的感

受，这点也对未来公交车站的整体造型设计有着一定

的指导作用。 

据上述分析可知，关于城市公交车站外观的意象

分布是有规律的。采用保守、前卫、质朴、华丽这 4

个意象因子去概括不同样本的意象尺度分布，使用阶

层类别分析法将公交车站外观的视觉意象逐步分解，

可以提取反映不同意向的设计特征。根据所得不同

意象的设计特征差异，又可以将意象尺度分布图中的

样本归纳出 3 类比较有典型性的公交车站，分别为常

规型、创意型、复古型。具体阶层类别对应关系见

图 4。 

3.3  公交车站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 

结合实地访谈和上述意象感知分析，可以将常规

型、创意型、复古型这 3 类公交车站按具体类别对应

为常规车站、新型旅游景点类车站、历史旅游景点类 

 

车站。针对这 3 种公交车站类型，简化图 4 中视觉意

象与相应设计特征的内容，并根据罗兰·巴特所提

出的三项式符号学模型[22]，将公交车站设计要素（能

指）组成一个表达平面 E，意象（所指）构成一个内

容平面 C，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 R 就是意象感知过

程，它们可以形成一个公交车站的视觉符号系统，见

图 5。该系统可以解析人们的感性需求与公交车站设

计要素的相关性，从而为提高人们的视觉意象体验，

改进目前公交车站的外观形象设计奠定基础。 

4  设计实践——天府大道海洋路口站设计 

成都天府大道海洋路口站毗邻成都海昌极地海

洋公园，而该车站又处于成都市内的主干道—天府大

道上，途径车次较多，是典型具有新型旅游文化特色

的干线车站，现有车站与成都市内的其他干线车站千

篇一律，既无法突出该区域的海洋主题文化特色，也

无法引起前往海洋公园的游客情感上的共鸣。 

 
 

图 4  阶层类别对应关系 
Fig.4  Category classification correspondence 

 

 
 

图 5  公交车站的视觉符号系统 
Fig.5  Visual symbolic system of bus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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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意象感知研究所得的公交车站视觉符

号系统并结合研究目标所述的公交车站两个主要的

设计要素，本研究针对成都市内的天府大道海洋路口

站这一干线公交车站构建了一套新的设计方案。该方

案将前期对各类公交车站的意象感知研究中，归纳与

分析得出的因地制宜进行差异化设计的必要性作为

设计出发点，参考上述阶层类别关系图中创意设计类

型对应的视觉意象和设计特征描述，从华丽与前卫这

两个视觉意象入手，采取结构变化性强、形面转折不

规律等的设计特征，并将海洋主题文化进行分解、重

塑，营造出与极地海洋公园相呼应的城市景观，从而

体现出与环境氛围相符合的视觉意象。 

本设计方案依托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是视觉符号

系统中所对应的具有海洋主题文化特色的新型旅游

景点类车站。参考视觉符号系统中的表达平面 E，设

计从阳光映射下波光潋滟的海水、海洋深处形态优美

的海生物中汲取灵感，提取出与海洋主题密切相关的

色彩与形态等视觉符号，符合以浅色调为主的色彩特

征和流线型的形态特征；参考上述系统中的内容平面

C，设计结合候车乘客对于公交车站的功能需求重新

对该车站的设计进行视觉塑造，因地制宜，突出了其

现代、活泼、前卫、华丽的意象特征。关于该设计的

前期草图见图 6。 

公交车站整体采用有机形态曲面设计，通过曲面

之间的穿插、融合把公交车站的各部分功能联系在一

起，使车站整体和谐、统一。在形态设计上，公交车

站的座椅通过类似波浪形态的曲面与车站主体相连

接，象征着大自然界海水流动的态势；而车站顶部提

取了海豚的背部特征，并将海豚由于趋同进化衍生出

来的背鳍融入车站顶部的设计中。因此通过将公交车

站的座椅和顶部有机的连为一体，从整体设计上既可

以展现出车站和谐、统一的视觉效果，又能够从生态

环境关系的角度阐述出海洋生物与海洋的联系，体现

出大自然的生命力。在材料工艺上可采用可塑性较强

的镀锌钢板，使用锻造工艺对金属进行成型加工，通

过激光焊接使得包括座椅与顶棚连接部分等在内的

各部分金属表面拼接成型，并在金属外表面采用氟 

 

 
 

图 6  前期草图 
Fig.6  Early sketch 

碳烤漆工艺从而达到公交车站的整体设计效果。在功

能上也结合了四川盆地年降雨量较大且常伴随有风

的特点，其车站的顶部设计和整体设计的空间形态能

够起到更好的遮挡降雨的作用，为候车乘客带来愉悦

的情绪感受，成都天府大道海洋路口公交车站的整体

设计见图 7。 

在 5G 网络时代已经来临的情况下，智能化设计

与设计美学的融合将会给人们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

公交站牌的呈现方式在智慧科技的影响下能够以更

加灵活的方式呈现在候车乘客面前，结合全息投影技

术，使公交车及相关站点信息能够得到实时更新，人

们将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可靠、有序的候车信息。同时

通过将大数据与 5G 网络等理念融入站牌信息显示

中，也使得管理者在对信息进行合理布置时更加灵活

方便，更易符合不同年龄人群对于信息易读性的要

求，提高人们在公共交通方面的出行质量。成都天府

大道海洋路口公交车站的站牌信息显示设计见图 8。 

天府大道海洋路口车站的整体设计从该车站所

处位置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区域文化符号渗透到了设

计中，并结合实地调研中存在的各种现有问题，对功

能与意象这两部分内容进行融合，在保证功能的前提 
 

 
 

图 7  天府大道海洋路口公交车站的整体设计 
Fig.7  The overall design of Ocean Intersection  

Bus Station on Tianfu Avenue 
 

 
 

图 8  天府大道海洋路口公交车站的站牌信息显示设计 
Fig.8  Design of information display at Ocean  

Intersection Bus Station on Tianfu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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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提升公共设施对城市形象的

塑造作用。 

5  结语 

近年来各个领域的设计都越来越注重“人性化”

的设计理念，通过设计调研并对城市公交车站形象进

行意象感知研究，根据因子分析针对公交车站设计得

到“保守—前卫”，“质朴—华丽”这两个意象主成分。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意象尺度图以进一步探讨人们的

情感需求和视觉意象的相关性，进而通过阶层类别分

析法与视觉符号系统的构建总结出因地制宜进行公

交车站设计的一般规律。这一方法解释了设计要素与

视觉意象的相关性，揭露了人们对于不同类型的公交

车站相应产生的不同的情感需求，从而针对成都天府

大道海洋路口站这一具体案例提出了面向人们情感

需求的车站设计解决方案。设计方案从视觉意象感知

理论出发，针对其海洋旅游主题文化与天府大道干线

车站的特点进行相应的设计，符合其相应前卫、华丽

的意象特点，为公交车站的创新设计提供了理论参考

和实践案例。  

未来，随着城市交通的多元化发展，公交车站设

计不再仅限于它的基本功能，而对于公交车站信息导

视系统的设计也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把所要呈现的

信息堆叠在站牌上面，根据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感知特

性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不但能够

满足人们日常对于公共交通出行的使用需求，并且能

够提高人们的视觉体验，进而迎合人们潜在的情感需

求并提高城市的生活美学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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