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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广东省保护南粤古驿道线性遗产及开发古驿道旅游的背景下，空间导视系统作为古驿道

游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现有导视系统（记名类标识、定位类标识、引导类标识、解说类标识、

管理类标识）的用户评价分析，探讨满足游客多维度需求的设计优化策略。方法 选取西京古道的 14 个

样本点，运用 SD-SBE 法分别组织专家组、公众组对样本进行评价，利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值对比

分析，找出专家与公众差异性的原因及对策，使古驿道导视系统的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结论 评价结果

表明专家组与公众组对导视系统样本的游客感知度、使用功能、方向指引、节点摆放、救助功能等相关

因子的评价分值差异较大，在古驿道导视系统设计时应着重考虑以上 5 个因子，以更好地满足游客的使

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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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Xijing Historical Trail Sign  

System Based on Use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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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tecting the linear heritage of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and developing his-

torical trail tourism in Guangdo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trail travel path, the spatial 

sign system, through the user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guide system (registered signs, positioning signs, 

guiding signs, interpreting signs and management signs), discusses the satisfaction of design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tourists' multi-dimensional needs. This paper selects 14 sample points of Xijing historical trail, uses SD-SBE method to 

organize expert group and public group to evaluate the samples respectively, uses SPSS softwar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scores, and finds out the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xperts and the public, so 

as to make the design of historical trail sign system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ert group and the public group in the evaluation scores of tourist perception, 

use function, direction guidance, node placement, rescue function and other related factors of the sign system sample. The 

above five factors should be placed emphasis on the design of historical trail sign system to better meet the use needs of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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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古驿道是岭南先民与中原进行经济与文化

往来的重要通道，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极其丰厚的

文化，是我国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1]。然而，随着现

代社会新型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古道逐渐丧失了文



第 43 卷  第 14 期 曹秋艳，等：基于用户评价的西京古道导视系统优化策略 255 

 

化交流与物资运输的功能和属性，与现代人们的生活

联系逐渐减少。随着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

化利用日渐增强，广东省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修订了驿道总体规划以及《南粤古驿道保护与修复

指引》，提出通过南粤古驿道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促进

沿线乡村发展的重要决策[2]。总体规划根据南粤古驿

道的人文景观资源，将其分 6 个重点线路，这 6 个线

路连接着广东省的各个地区[3]，其中粤北西京古驿道

为本次研究的对象。近年来西京古驿道连同沿线村落

的旅游开发，形成了以乡村旅游、驿道观光为主的旅

游线路，激活了乡镇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积极响应

了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古驿道旅游热潮为沿线乡村

带来了大量游客的同时，使景区的综合服务和基础设

施管理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古驿道多处于偏远荒凉的

山区，其空间导视辅助设施以传统静态的图文信息路

牌为主，导致其整体游径的导览模式平面化、单一化，

缺乏以游客为核心的服务体验设计，景区内的自然资

源及人文景观等不能有效地展示给游客。本研究基于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结合空间导视系统的设计

因素，采用 SD 与 SBE 相结合的分析法对现有西京古

驿道的空间导视系统进行评价，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样本点进行改造，结合游客的需求对功能性、信息传

达、文化体现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满足现代游客的文

化观光、徒步体验、休闲娱乐等需求，推动古驿道导

视系统的重新构建和升级。 

1  实验方法 

由 Daniel 和 Boster 提出的美景度评价法又称 SBE

法，即利用样本照片作为评判测量的媒介，依照 5 分

法的评价准则让用户对样本评分，通过分值分析测试

者对样本物理特征的感知和偏好，是一种主观和客观

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语义差异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简

称 SD 法，又称感受记录法[4]。目前许多学者将此方

法应用于产品设计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即通过语义差

异量表，让用户根据他们对样本的看法进行评价，以

此来分析用户对产品的主观感受[5]。 

1.1  实验准备 

首先，通过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及头脑风暴等手

段，收集空间导视系统设计要素的关键词共 60 个，

然后由 20 位专家组成焦点小组对所收集的词汇进行

符合性评估，得出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 30 个，采用

数学统计方法消除重复的关键词并进行精炼及提取，

最终获得的古驿道导视系统设计关键词为：视觉信

息、游客感知度、使用功能、地理位置、方向指引、

节点摆放、救助功能。 

1.2  问卷编制 

问卷根据导出的 7 个因子对案例进行评价，被测

试者对每张古驿道导视系统照片的视觉信息、游客感

知度、使用功能、地理位置、方向指引、节点摆放、

救助功能等进行分别打分，以获得被调查对象的定量

化数据。评价按 5 分尺度进行，由左向右分别为 2、

l、0、–1、–2 分，数值越高代表程度越强烈，负值代

表左边的倾向，正值代表右边的倾向，问卷调查表  

见表 1[6]。 
 

表 1  问卷调查表 
Tab.1 Sample questionnaire 

样本/

序号

因子/

序号

评价

词汇
良好 一般 中等 一般 良好

评价

词汇

完整 2 1 0 –1 –2 缺略

有趣 2 1 0 –1 –2 无趣

多样 2 1 0 –1 –2 单一

清晰 2 1 0 –1 –2 模糊

准确 2 1 0 –1 –2 模糊

合理 2 1 0 –1 –2 混乱

1 1 

满足 2 1 0 –1 –2 缺乏

 

1.3  样本点选取 

广东省北部的西京古驿道在秦汉至唐朝时期开

发建设完成，是古时广东的北部关卡，也是与中原通商

的必经要道，在南粤古驿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7]，

其沿线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古村落等旅游资源丰

富，由此开发的驿道文化观光、驿道旅游等项目已经

成为当下广东人民追捧的对象。因此，本研究选取西

京古道沿线空间导视系统作为样本点，包括记名类标

识、定位类标识、引导类标识、解说类标识、管理类

标识，具体项目类别现状信息见表 2。 

1.4  实验过程 

实验的受试者共 140 余人，其中有效问卷 80 份。

实验将受测对象分为 2 组，第 1 组为专家组，包括视

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及公共艺术设计专业领域

的设计师或教学人员，第 2 组为公众组，主要为曾经

参与过古驿道旅游或徒步活动的游客。2 个测试组以

团体形式在多媒体教室观看幻灯片后对案例进行评

价。首先对参与评价的测试者进行评价标准说明，即

说明本次评价的目的及打分方法；然后请评价者浏览

14 张古驿道标识牌照片，幻灯片每次播放时间停留

15~30 s，且照片不回放，评价者凭直观感受对播放的

照片进行打分，利用 SPSS 软件对评分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及数据处理，各类打分的平均值即为该样本的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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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京古驿道导视系统现状 
Tab.2 Current situation of sign system of Xijing historical trail 

样本类别/序号 图像信息 现状 

引导类标识 
1-3 

 

这 3 个样本点位于粤北秦汉古驿道

的西京古道猴子岭及大桥镇段，3

个样本都属于指示路牌类型，主要

功能均为指引方向 

记名类标识 
4-6 

 

这 3 个样本点位于粤北秦汉古驿道

的西京古道大桥镇段，3 个样本都

属于节点名牌类型，主要是对古驿

道景观节点的说明 

定位类标识 
7-8 

 

这 2 个样本点位于粤北秦汉古驿道

的西京古道大桥镇与梯云岭段，属

于标距柱牌，主要功能为标识古驿

道之间的距离 

解说类标识 
9-10 

 

这 2 个样本点位于粤北秦汉古驿道

的西京古道大桥镇段，属于游径线

路牌，旅游导览牌，主要是对古驿

道某段整体旅游区块及古驿道游

径线路的整体介绍  

解说类标识 
11-14 

这 4 个样本点位于粤北秦汉古驿道

的西京古道大桥镇段，属于科普类

名牌及文化类名牌，主要是对古驿

道沿线植物、地质地貌、人文景观

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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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选择了 14 个粤北西京古驿道导视系统样本进行

研究，其最终评价结果见图 1。从引导类标识、解说

类标识样本的用户评价结果来看，专家组与公众组差

异较大，其中指示路牌 3 个样本的评价差异较为明

显，公众总体评分较高，且分值波动较小；专家评价

分值明显低于公众评分。在解说类中的科普名牌案例

的样本评价结果显示，专家组评价分值较公众组存在

较大差异；在记名类、定位类、解说类中的文化名牌、

旅游导览牌的样本评价结果显示，专家组与公众组的

评分结果趋于相同，分值差距不明显。评价结果表明，

专家组与公众组对导视系统样本的游客感知度、使用

功能、方向指引、节点摆放、救助功能等相关因子的

SD 评价分值差异较大，因此，在古驿道导视系统设

计时应着重考虑以上 5 个因子。根据古驿道相关现状

资料，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贯穿在整个古驿道的导视

系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定位类的导视牌配套比

例不够，在指示方向、应急功能及满足游客体验需求

等功能性方面还需完善提升；二是引导类的导视牌形

式过于单一，其地域文化性辨识度不高，特别对沿线

村落传统乡土文化的利用还很欠缺；三是解说类的导

视牌在古驿道人文历史、动植物知识类的科普宣传教

育方面还远远不足。 
 

 
 

图 1  专家与公众评分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expert and public scores 

 

3  优化策略 

3.1  功能性完善与提升 

美国唐纳德·诺曼教授认为设计学应建立在心理

学的基础上，并提出设计的易用性和以用户为中心的

设计原则[8]。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景区

从用户心理需求的角度出发加快进行智慧景区建设，

逐步满足了游客对便利性和体验性的需求。西京古驿

道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观光场所，也应根据用户的心

理状态及需求，将景区内的空间导视系统从传统的图

文导览模式逐步向智能型模式进行转型升级，实现智

慧景区建设与大众需求的无缝对接。 

西京古驿道作为一条较为悠久的古道，地理位置

较为偏僻且处于险峻的山地，近年来虽然人们对古驿

道进行了修复和开发，但由于驿道周边多为荒地、少

有人来往，其基础设施配套情况严峻[9]。以西京古驿

道空间导视系统为例，其设施配置数量严重不足，指

示牌的设置与安装滞后，解说类、管理类、指引类等

标识平均每千米 1~2 个，且缺少有效的后期维护，在

游客进行徒步探险时容易迷路或造成其他安全事故，

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和古道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因

此，在古道建设中需在主要节点上设立有效的指示路

牌，并在指示路牌上增加紧急救助设施等（见图 2），

例如增加救援信号发射功能，让游客遇到紧急事故时

可及时向附近的管理中心发出求救信号，更好地保护

游客的人身安全；在指示路牌的侧边和顶部设置太阳

能光伏板，增加智能充电功能，从而满足游客的实际

需求；设置夜间导视激光柱，可以为夜晚徒步的游客

指示方向，同时也可以作为紧急事故报警求救的夜间

信号；此外还应加入数字化客户端屏幕的设计，提供

实时动态及全方位导览等信息，满足游客的智慧型游

览需求，提升游客体验。 

3.2  增强地域文化辨识度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以文铸魂”加强乡

村文化的振兴，充分发掘乡村传统文化的底蕴、精神

和价值，赋予新的时代内涵[10]。西京古道及其沿线村

落的旅游开发是当地传统文化推广及宣传的有效途

径。随着古驿道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古

道徒步旅游，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显得十分重要[11]。通

过乡土元素融入沿线村镇导视系统的设计来彰显当

地的文化特色，在增强导视系统地域文化辨识度的同

时满足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根据“总规划”的要求

驿道所有空间导视系统必须统一采用“南粤古驿道”

的标志、规格、材质和色彩，但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进行局部调整。每条古道游线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域

风貌特点，空间导视系统是沿线村落历史人文风情传

达的媒介，但现有导视系统的设计风格并不能体现所

在区域的特色风情，亟须进行提升优化。西京古道的

几条游径地处乳源瑶族乡，其导视系统在细节设计时

应融入瑶族文化元素的图腾、线条或色彩，可把瑶族

先民象征自然崇拜的“生命树”纹运用于沿线村落的

导视系统中，使其与古道整体相融合、相协调（见图

3），并在村落与古道的交叉地带增设智能电子信息

屏，方便游客查阅村镇信息，这样的设计体现了地域

文化的特征，也在无形中对当地瑶族文化进行了宣

传，对古道的长期发展和有效维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3.3  增加科普类宣传名牌 

柳冠中[12]提出好的设计应更多地关注大众的社

会行为，要具有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感，要为社会和大

众生活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近年来广东省提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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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指示路牌优化设计策略 
Fig.2 Optimal design strategy of signboard 

 

 
 

图 3  节点路牌优化设计策略 
Fig.3 Optimal design strategy of node road signs 

 

南粤古驿道打造成体验式、全开放、永不落幕的自然

历史博物馆”的理念，为了让古驿道成为自然教育的

场所，可通过科普类名牌来宣传古道沿线的动植物知

识，进而开展粤北石灰岩山地、飞鸟、昆虫、岩石、

植物等科普教育，比如设立动植物解说类、保护生态

环境类的标识名牌，以便对游人进行引导和知识传

播。通过对西京古道沿线次生林的调查，共记录到植

物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共 916 种，动物 138 种，

鸟类 110 种，两栖爬行动物 21 种，兽类 7 种，其中

分布面积最广的物种为黑鹎、沼蛙、隐纹花松鼠等[13]。

古驿道历经千年沧桑，历史上诸多名人在此留下了许

多故事事迹，例如韩愈过古道休息停留的韩心亭，曾

被苏东坡点赞的桃金娘等。通过对古道遗留的历史故

事、诗词典故等设置文化类名牌，可以提升当地民众

的文化自信，并增强古驿道导视系统的完整性。科普

名牌优化设计策略，见图 4。 

 
 

图 4  科普名牌优化设计策略 
Fig.4 Optimization design strategy of popular 

 science famous brand 
 

4  结语 

目前我国古驿道旅游的快速发展使野外徒步运

动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也带来了古驿道旅游步道设施

的时代红利。导视系统是古驿道沿途重要且十分必要

的设施，具有引导方向、保障安全、位置定位等功能。

因此，针对古驿道这种特殊的旅游环境，其空间导视

系统的设计应建立在用户心理及行为调研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发现其游客群体多为徒步旅行的爱好者，他

们旅行的目的是历史文化观光及运动休闲体验。本研

究以西京古道为例通过 SD 语义差异与 SBE 美景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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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用户群体（专家组与公众组）对

西京古道导视系统的差异评价。结果发现专家与公众

在导视系统实用性方面的评价（例如地理位置、方向

指引等评价）具有一致性，但在满足游客体验性需求

方面的评价（包括视觉信息传达、游客感知度、节点

摆放、救助功能等评价）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建

议在古驿道导视系统的设计阶段要以用户为中心寻

找功能性和美观性的平衡点，不断优化空间导视系统

的准确度、便利度和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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