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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用户疏散过程与使用消防疏散图过程的行为与认知，探讨消防疏散图产品定位和

视觉设计策略。方法 通过行为观察、访谈、实验方法分析用户疏散行为与认知过程，梳理用户认知要

点和需求；通过行为观察、访谈方法，结合认知理论，分析用户使用消防疏散图行为与认知过程；采用

眼动仪实验和主观评价获取数据，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用户使用消防疏散图认知过程的关键视觉影

响因子。结论 梳理了用户消防疏散的行为过程、所需信息和信息区域；梳理了消防疏散图中影响用户

认知的视觉影响因子；通过眼动仪实验获取了用户使用疏散图的认知效率数据，并分析了视觉影响因子

与认知效率的相关性。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提出消防疏散图的原则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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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Evacuation Map Design Based on Behavioral Cogni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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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b.Schoo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and cognition of users' evacuation process and the process of using 

fire evacuation maps, and to discuss the product positioning and visual design strategy of fire evacuation maps. The user's 

evacuation behavior and cognitive process were analyzed through behavioral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experiment, and 

the user's cognitive points and needs were sorted out; the user's behavior and cognitive process of using fire evacuation 

maps were analyzed through behavioral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gnitive theory. Eye tracker 

experiments and subjective evaluations were used to obtain data,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key visu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users using fire evacuation maps. The behavior process, required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areas of users' fire evacuation are sorted out; the visual factors affecting users' cognition in 

using fire evacuation maps are sorted out; the cognitive efficiency data of users' use of evacuation maps is obtained 

through eye tracker experiment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isual influence factors and cognitive efficiency is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search,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fire evacuation map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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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商场、博物馆等大型室内公共场所因空间

封闭、人群密度大、建筑通道复杂等原因，增加了人

员疏散难度，对应急设施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1]。应

急导视设施扮演着以视觉化的方式传达疏散信息和

引导公众逃生的重要角色，是民众获取疏散信息进行

疏散决策的重要途径[2]。常见的应急导视设施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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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应急导视标识、消防设施标识、警示标识和消防疏

散图等。其中，消防疏散图主要用于公共设施内传递

疏散路线信息，是应急导视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家现行消防规范要求在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必

须设置消防疏散图，但现存消防疏散图仍存在找不到

疏散图、认知效率较低等问题。 

消防疏散图在发生紧急应急事故场景时使用，用
户日常很少有所感知，且信息内容较复杂。消防疏散
图的设计，需要在保证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同时，
提高认知效率，对视觉设计而言是 1 项挑战。消防疏
散图现存设计问题，也是设计不能契合用户行为和认
知习惯的问题。 

本文基于疏散行为与认知对消防疏散图进行设计
研究，以用户为中心探讨疏散图功能定位和设计方法。 

1  消防疏散图信息构成 

消防疏散图的主要信息构成包括建筑结构、通

道、所在位置、消防设施信息、逃生路线、警示信息

和图标说明信息等，见图 1。其中所在位置、逃生出

口、逃生路线、建筑结构和消防设施位置以地图信息

的方式在疏散详图中展示，是消防疏散图的主体部

分；警示信息、图标说明信息以文字和图标信息形式

在边缘呈现，作为辅助信息。此外，在一些消防疏散

图中也出现总平面图、场所名称和标志等信息，作为

对消防疏散图的补充。 

建筑结构信息是对物理建筑空间的平面映射，是

消防疏散图的信息轴心，建筑结构信息一般包括建筑

轮廓、通道信息和店铺信息。目前常见的视觉呈现方

式包括线框、色块和三维立体 3 种方式[3]。在建筑结

构信息上，“所在位置”“逃生出口”“逃生路线”“消

防设施”等信息一般以图标的形式呈现。其中，“逃

生出口”和“消防设施”图标大多使用绿色与红色的

规范图标，在细节上做区分；“所在位置”图标主要

以“圆形”“五角形”“人形图像”为主，常见的颜色

有绿、蓝、红 3 种颜色；“逃生路线”提供最优或全

局路线 2 种方式，形式主要包括“分散箭头”“连续

直线箭头”“连续虚线箭头”3 种，常见颜色是绿、

蓝、红、黄 4 种颜色。 

 

 
 

图 1  逃生疏散图信息构成 
Fig.1 Information composition of escape and evacuation map 

 
在不同消防疏散图之间，信息构成有所差异，但

仍是基于上述信息的增减。 

1）在主体信息方面，“逃生出口”图标部分用楼

梯标志取代，“消防设施”和“逃生路线”在一些疏

散图中被忽略。此外一些“急救电话位置”“急救室

位置”“集合点位置”等在少量疏散图中也会标识。 

2）在辅助信息方面，图标说明信息在疏散图中

一般都有呈现。警示信息则部分有呈现，且内容上和形

式上差异较大，1 种是详细列出各类警示信息的方式，

1 种是用突出的文字呈现一两条关键警示信息的方式。 

3）总平面图等只在个别疏散图中有所呈现。 

2  疏散行为认知分析 

通过剖析用户疏散行为与认知过程，发现用户疏

散行为过程的要点和痛点。采用行为观察和用户访谈

方法获取数据，通过用户旅程图和关键决策点分析的

方法展开研究[4]。 

招募 5 名在校研究生（3 名男生，2 名女生）参

与实验，实验对象年龄从 22~25 岁。基于预调研结

果，在店铺和走廊 2 个起始位置设置 2 项逃生任务，

以及 1 项寻找消防栓任务。5 名受试者分别在不同任

务情景下开始实验，观察并用摄像机记录下实验者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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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全过程。结束后对受试者进行访谈和记录，并结合

录像、观察记录和受试者的访谈记录进行分析[5-6]。 

如图 2 所示，用户的行为流程概括为：听到警

报—获取信息—逃生—到达拐角处再次寻求信息—

继续逃生。用户的主要信息需求包括：方位信息、空

间构造信息、逃生路线建议、人流信息、火灾信息、

消防设施信息和警示信息 7 类。在实验中发现，用户

在疏散过程中获取信息集中在 2 个关键决策点，分别

是用户获得警报信息后和到达关键通道口时。 

用户逃生的过程是在 2 个关键决策点获取信息

并作出逃生决策的过程。用户的需求也正是在决策点

获取所需信息。为了把握用户决策过程中的细节，在

用户旅程分析的基础上，对用户的决策过程展开研

究。疏散人群在逃生中的关键决策点如图 3 所示，用

户在第一决策点所关注信息包括：火灾信息、人流信

息、消防设施信息、通道信息等；用户在第二决策点

关注的信息则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关注通道内的出口

信息以及人流信息。 

此外，用户在决策点关注的信息集中在所处位置

周边区域范围。在第一决策点用户主要关注周边 2-3

个通道及相关的人流量信息、周边消防设施信息以及

火灾信息；在第二决策点用户主要关注通道内的各个

出口信息及人流信息。可以发现，除了火灾信息具有

不确定性之外，其他相关信息都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如图 3 所示，基于用户疏散过程中的信息需求，对关

键决策点的主要信息区域进行了色块标注。 
 

 
 

图 2  疏散行为认知过程 
Fig.2 Evacuation behavior cognitive process 

 

 
 

图 3  关键决策点主要信息区域 
Fig.3 Main information area of key decision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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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信息区域内，根据用户视域，又可分为视

域可见区域和不可见区域。在可见视域范围内有更为

直观的疏散引导标识，用户使用消防疏散图的主要目

的是了解不可见区域信息，为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从

信息类型来讲，用户信息需求主要是周边区域内与逃

生任务相关的通道、设施信息，而对除通道外的建筑

内部具体信息的需求较小。此外，在研究中发现，目

前疏散图的安装位置主要以第二决策点为主，即大多

数放置于出口通道，在商场内部通道极少出现。 

3  消防疏散图信息认知过程 

通过对用户疏散行为与认知进行分析，有助于明

晰消防疏散图的功能定位、设计目标和布置位置等宏

观设计方向。在此基础上分析用户使用消防疏散图的

认知过程，则有助于明确具体的视觉设计方向。 

人脑对信息的加工是认知活动的基础，信息加工

心理学认为，视觉信息加工是 1 种主动寻找、接收、

编码信息，并在一定的认知结构中对其进行加工的次

序化过程。视觉信息加工的核心就是对信息同态映射

解码的过程。通过同态映射过程，寻找特定信息并完

成对输出行为的调控，从而指导人的活动[7]。视觉信

息解码过程如图 4 所示，大脑首先通过感官系统感知

到视觉信息，然后有选择地获取所需的局部信息，将

其与记忆中的相关信息进行联动，从而储存为工作记

忆或长时记忆，以支持决策和行为。 

基于大脑信息加工一般过程，结合用户使用逃生

疏散图行为的观察和用户研究，将用户使用消防疏散

图的认知过程梳理。认知过程被分为“感知与识别”

“解码与加工”“决策与反应”3 个模块，并结合用

户认知消防疏散图过程分解为 7 个不同阶段[8]，见图

5。在认知的各个阶段中，用户的视觉对象，见图 6。 

通过用户使用消防疏散图的认知过程发现，消防
疏散图的认知效率与用户认知过程中每个环节的认
知时间和认知环节的数量相关[9]。消防疏散图所提供
信息越接近最终决策信息，用户的信息感知与加工过
程越简单，认知效率也就越高。从具体认知节点来看，
认知效率的提高主要有依赖于 2 点：首先是应尽量减
少感知与识别信息的时间，比如通过减少无效信息、
突出重要信息等方式帮助用户快速提取所需信息；其
次是减少信息解码与加工的时间，主要通过加强信息
与对应环境和关联记忆的映射关系来解决。 

 

 
 

图 4  一般信息解码过程[8] 
Fig.4 Brain information decoding process[8] 

 

 
 

图 5  消防疏散图信息认知过程 
Fig.5 Information cognitive process of fire evacua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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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消防疏散图认知过程主要视觉对象 
Fig.6 Main visual object in cognitive  

process of fire evacuation map 
 

4  消防疏散图视觉认知影响要素分析 

图形、符号、文字等视觉对象，是图像的基础信

息单元，通过颜色、大小、图形形式等特征之间的连

结与差异，形成视觉传达上的引导与层级关系，影响 
 
 

视觉传达的效果[10]。消防疏散图的认知研究核心问题

也是如何设计与布局视觉对象，从而实现准确快速地

认知的目的。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探讨疏散图中各

视觉对象的性质、特征和排布关系的变化与认知效率

之间的关系[11]。 

4.1  实验资料收集 

通过对各种类型公共场所的比较发现，大型综合

商超由于面积大、建筑结构复杂、人流量大等特点具

有更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实地调研收集 43 个不同大

型综合商场的消防疏散图照片，在综合评估材料的可

用性之后，对高度相似的界面只选择其中 1 张作为正

式实验素材，并结合实验目的进行综合比对，从素材

的视觉一致性、信息完整性、信息与实验目的的契合

性等方面综合考虑，选择了 15 张逃生疏散图作为实

验的研究材料。部分样本图片如图 7 所示，样本主要

信息对比，见表 1。 

4.2  认知过程眼动仪实验 

4.2.1  实验准备 

1）图片标准化处理。对调研收集并筛选的 15 张

图片首先通过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软件调节色调、

亮度和清晰度等从而使视觉效果尽量一致。同时，对

图片进行剪裁处理，减去无关元素只保留疏散图相关

信息，并对图标注释信息进行了位置、大小和字体

等方面的统一化处理。在此基础上，使用 Illustrator

软件对素材进行了统一的排版处理，确保素材大小

尽可能达到一致，减少无关因素干扰，部分案例如

图 8 所示。 

 
 

图 7  消防疏散图样本案例 
Fig.7 Sample case of fire evacuation map 



第 44 卷  第 16 期 李娟，等：基于行为认知分析的消防疏散图设计研究 299 

 

表 1  疏散图样本主要信息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main information of fire evacuation map samples 

图片代码 建筑结构形式 “我的位置”图标形式 最优/全局逃生路线 逃生路线形式 是否有逃生出口图标 

P01 线框 星形 全局 实线箭头连续 是 

P02 线框+色块 圆形 全局 箭头图标分散 是 

P03 线框+色块 圆形 最优 虚线箭头连续 是 

P04 线框 星形 最优 虚线箭头连续 否 

P05 3D 星形 全局 箭头图标分散 否 

P06 线框+色块 星形 全局 实线箭头连续 是 

P07 线框+色块 星形 全局 箭头图标分散 否 

P08 3D 人形 全局 实线箭头连续 是 

P09 3D 人形   是 

P10 色块 圆形 最优 虚线箭头连续 是 

P11 色块 人形 全局 虚线箭头连续 是 

P12 线框 星形 全局 箭头图标分散 是 

P13 线框+色块 星形 全局 箭头图标分散 否 

P14 线框 圆形 全局 箭头图标分散 否 

P15 线框 圆形 全局 实线箭头连续 是 

 

 
 

图 8  眼动仪实验素材案例 
Fig.8 Experiment material case of eye tracker 

 
2）实验仪器及人员选取。实验被试人员由 20 名

设计学专业在校研究生组成，包括 16 名男生和 14 名

女生，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实验在人

因实验室进行，测试仪器是“爱威视”桌面式眼动仪，

型号为 EV-DP1[12]。 

4.2.2  实验过程 

实验前，首先要求被试者填写姓名、性别、年龄、

视力等相关信息，并向其讲述实验规则与过程，随后

指导其熟悉仪器并进行校准。试验任务一要求测试者

在规定时间内，找到自身所在位置以及距离自身位置

最近的逃生出口位置；试验任务二要求用户对疏散图

中认知效率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主观评价。 

通 过 预 实 验 测 试 得 知 ， 完 成 任 务 时 间 范 围 在

2 000~8000 ms 。 因 此 ， 每 张 图 片 播 放 时 间 设 为

8 000 ms。此外，通过预实验发现，由于用户对任务

的熟悉度问题，第 1 张图片测试结果误差较大。因此，

通过在正式素材之前加入测试素材的方式来减少实

验误差。眼动实验流程如图 9 所示。 
 

 
 

图 9  眼动仪实验流程 
Fig.9 Experimental process of eye tracker 

 

4.2.3  数据处理 

通过眼动仪测试获取用户视觉轨迹、注视点及扫

视点相关时间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处理，

获取实验所需数据。 

首先找到用户确定自身位置和最近逃生出口的

注视点，并在注视点时间数据表中找出对应时间，通

过 Excel 整理出每位测试者在每张疏散图中找到“我

的位置”和距离最近出口的用时。由于眼动采集率低

于 80%，排除了 3 名参与者（1 名男性和 2 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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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 

然后通过 SPSS 软件处理数据，计算出 17 名测

试者对每个逃生疏散图的平均用时数据，见表 2。平

均用时折线图如图 10 所示。此外，通过测试者对认

知效率重要影响因子的评价，结合认知过程的研究，

对消防疏散图认知效率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了梳理，如

表 3 所示。 
 

表 2  疏散图认知任务平均用时 
Tab.2 Average time of evacuation map cognitive task 

素材 

代码 

“我的位置” 

平均用时/ms 

“位置到逃生出口”

平均用时/ms 

P01 2 187.41 2 889.76 

P02 2 130.23 2 105.35 

P03 1 348.58 808.41 

P04 4 270.37 1 242.78 

P05 1 954.05 1 287.76 

P06 5 474.29 1 675.45 

P07 2 781.11 2 916.00 

P08 3 696.47 1 807.43 

P09 4 769.94 2 310.92 

P10 1 938.29 1 327.94 

P11 1 525.94 890.05 

P12 6 441.29 827.20 

P13 2 892.64 2 256.58 

P14 4 659.70 1 607.52 

P15 2 682.11 2 852.05 

 

 
 

图 10  疏散图认知任务平均用时 
Fig.10 Average time of evacuation map cognitive task 

 

4.3  疏散图认知影响指标度量 

基于认知过程和用户主观评价整理出消防疏散

图主要认知影响因子，并结合逃生疏散图素材特征、

度量可行性等综合考量，确定疏散图认知影响因子的

主要度量指标及其度量方式，见表 4。其中 3 个显著

性度量采用专家评测方式，将对应指标分为 5 个显著

性等级，由 5 名设计专业学生进行评分，其余指标则

均为客观可测量数据。对 15 张逃生疏散图的认知影

响指标度量与评测结果，见表 5。 

表 3  疏散图认知主要影响因子 
Tab.3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vacuation  

map cognition 

视觉对象 影响因子 

图标颜色 

图标大小 所在位置图标 

图标形式 

图标颜色 

图标大小 逃生路线图标 

图标形式 

图标颜色 

图标大小 逃生通道图标 

图标形式 

图标颜色 

图标大小 消防设施图标 

图标形式 

通道颜色 

通道轮廓 

建筑细节 

建筑颜色 

建筑轮廓 

建筑结构区域 

表现形式 

颜色类别数量 

图标类别数量 

图标数量 
整体 

布局比例 

 

4.4  相关性分析 

将视觉复杂度与可量化复杂度因子进行相关性

分析，经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检验发

现，认知效率与各因子之间确实存在较高相关性[13]。

如表 6 所示，在确定“我的位置”用时方面，图标颜

色显著性、图标大小、逃生通道显著性与确定“我的

位置”时间经过相关性分析，P<0.05，相关性显著；

确定“位置到逃生出口”用时方面，提供最优/所有

逃生路线、逃生路线图标形式和通道显著性与“我的

位置”到确定逃生出口用时经过相关性分析，P<0.01，

相关性非常显著；逃生出口图标显著性与“我的位置”

到确定逃生出口用时经过相关性分析，P<0.05，相关

性显著。 

通过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从整体上来

看，无论确定“我的位置”用时还是“位置到逃生出

口”用时，都主要和图标在画面中的突出和显著程度

相关，而与建筑和整体画面复杂度相关性较弱。此结

果与实验前所认为的认知效率与整体画面的复杂度

有较强相关性的假设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可能与实验

自身限制有关，在眼动仪实验中缺乏与现实场景的联

动确认，因此对建筑信息的需求较小。但此结果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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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疏散图认知度量指标 
Tab.4 Cognitive metrics of evacuation map 

视觉对象 度量指标 度量标准 

颜色类型 1. 红；2. 蓝；3. 灰 

图标颜色显著性 专家小组 1~5 等级评分评测 

图标大小比例/% 图标大小÷图像大小×100 
所在位置图标 

图标形式 1. 圆形；2. 星；3. 人形 

最优/所有路线 1. 只有最优路线；2. 所有路线 
逃生路线图标 

图标形式 1. 实线箭头连续；2. 箭头图标分散；3. 虚线箭头连续 

有无 1. 有；2. 没有 

颜色类型 1. 绿；2. 红；3. 蓝 

图标大小比例/% 图标大小÷图像大小×100 
逃生通道图标 

图标颜色显著性 专家小组 1~5 等级评分评测 

通道显著性 专家小组 1~5 等级评分评测 
建筑结构区域 

表现形式 1. 线框；2. 线框+色块；3. 3D；4. 色块 

颜色类别数量 数量度量 

图标类别数量 数量度量 整体 

图标数量 数量度量 

 
表 5  认知指标度量结果 

Tab.5 Measure results of cognitive metrics 

所在位置图标 逃生通道图标 逃生路线图标 建筑结构区域 全局区域 
序

号 颜色 

类型 

图标颜色

显著性 

图标大小

比例/% 

图标 

形式 
有无 

颜色

类型

图标颜色

显著性

图标大小

比例/%

最优/所

有路线

图标

形式

通道 

显著性 

表现 

形式 

颜色类

别数量 

图标类

别数量

图标

数量

P01 1 3 0.72 2 1 1 3 0.49 2 1 2 1 4 3 25

P02 2 1 0.68 1 1 3 1 1.22 2 2 3 2 5 6 106

P03 1 4 0.21 1 1 1 5 0.80 1 3 4 2 3 4 45

P04 1 3 0.10 2 0    1 3 3 1 6 6 111

P05 1 3 1.25 2 0    2 2 4 3 7 8 45

P06 1 1 0.22 2 1 3 4 0.45 2 1 3 2 4 4 101

P07 1 3 0.37 2 0    2 2 2 2 4 2 64

P08 1 3 0.68 3 1 1 4 1.07 2 1 4 3 5 4 24

P09 3 1 0.39 3 1 1 5 2.96   2 3 5 5 35

P10 1 5 2.43 1 1 1 5 5.45 1 3 5 4 3 3 14

P11 1 5 8.95 3 1 1 5 2.87 2 3 4 4 4 4 3

P12 1 2 0.19 2 1 2 2 2.00 2 2 1 1 6 4 52

P13 1 5 1.08 2 0    2 2 2 2 7 2 27

P14 1 3 0.31 1 0    2 2 2 1 2 2 43

P15 1 3 1.69 1 1 3 2 1.72 2 1 1 1 4 4 20

 
以说明，视觉突出的图标是用户认知的首要目标，提

高关键图标的视觉显著性可以有效提高用户认知效

率。同时，此类图标是用户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其

准确度十分重要，特别是与现实空间在对照上的准确

性与明晰性。 

从细节上看，可以发现以下规律。 

1）认知效率均与相应图标的形式和颜色类型无

关，与图标颜色的显著程度、图像大小比例相关性

显著。 

2）是否提供最优逃生路线、逃生路线的形式与

确认逃生出口位置的平均用时相关性显著，提供最优

逃生路线以及连续线性单箭头逃生路线图标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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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影响因子 数值类型 

“我的位

置”用时

相关性 

“位置到逃

生出口”用

时相关性

相关系数 0.115 0.187 颜色 

类型 显著性（双尾） 0.684 0.504 

相关系数 –0.622* –0.395 图标颜色

显著性 显著性（双尾） 0.013 0.145 

相关系数 –0.593* 0.036 图标大小

比例/% 显著性（双尾） 0.020 0.899 

相关系数 0.297 0.208 

所在

位置

图标 

图标 

形式 显著性（双尾） 0.282 0.456 

相关系数 0.324 0.713**最优/ 

所有路线 显著性（双尾） 0.259 0.004 

相关系数 –0.445 –0.680**

逃生

路线

图标 图标 

形式 显著性（双尾） 0.111 0.007 

相关系数 0.409 0.312 颜色 

类型 显著性（双尾） 0.240 0.380 

相关系数 –0.397 –0.680* 图标颜色

显著性 显著性（双尾） 0.257 0.031 

相关系数 –0.103 –0.103 

逃生

出口

图标 

图标 

大小 显著性（双尾） 0.777 0.777 

相关系数 –0.588* –0.799**通道 

显著性 显著性（双尾） 0.021 0.000 

相关系数 –0.426 –0.382 

建筑

结构 表现 

形式 显著性（双尾） 0.113 0.160 

相关系数 0.284 0.176 颜色类别

数量 显著性（双尾） 0.305 0.531 

相关系数 –0.048 –0.300 图标类别

数量 显著性（双尾） 0.864 0.276 

相关系数 0.377 –0.013 

整体

范围 

图标 

数量 显著性（双尾） 0.166 0.965 

注：表中”*“表示 P<0.05，显著相关；“**”表示

P<0.01，非常显著相关。 
 

于用户认知。 

3）建筑结构通道的显著性与全程的认知用时都

有相关性，通过色块区分、加粗通道的轮廓线等方法

提升通道显著性，可以提升用户认知效率。 

5  消防疏散图设计原则与策略 

消防疏散图作为应急设施，其功用效能必然是放

在第 1 位。在用户疏散行为和认知研究基础上，确

定其产品目标及功能定位，从视觉设计层面提出具

体设计方法与策略，为消防疏散图设计与研究提供

借鉴[14]。 

5.1  消防疏散图的产品定位 

在消防疏散图的设计中，产品目标与用户需求一

致，即在保证信息完整精准的基础上，高效精准地向

用户传达消防疏散信息，减少用户获取信息和决策的

时间。基于用户需求，消防疏散图的具体功能层次，

见图 11。既包括静态消防疏散图的核心功能和辅助

功能划分，也包括动态消防疏散图中的信息功能。 

 

 
 

图 11  消防疏散图功能层次 
Fig.11 Diagram of functional hierarchy  

in fire evacuation 
 

5.2  消防疏散图的设计策略 

除了平面视觉中通用的设计技巧外，基于消防疏

散图用户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和认知特征，对消防疏散

图提出了以下设计策略[15]。 

1）突出有效视域信息。在研究中发现，决策时

所需的决策信息，大部分集中在自身周边的有限区域

内，对区域外的信息需求频率较低。在用户决策过程

中，用户周边区域信息是用户着重关注的信息，通过

提高用户所在区域的信息呈现层级，可以使用户更高

效地确定自身方位和逃生策略，设计示意图如图 12

所示。 

2）简化无效信息，突出关键信息。目前的消防

疏散图中，过于复杂且突出的建筑构造信息细节信

息，是造成用户认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主要原因

仍在于信息的重要层级的不清晰，造成了事无巨细、

不分轻重呈现所有信息的现象，增加了用户认知负

担。因此，在消防疏散图的视觉设计过程中，应基于

信息的重要性进行视觉设计，对用户无效的信息应当

剔除，关键信息应当突出，设计示意图如图 13 所示。 

3）提供决策建议信息。用户决策效率与提供信

息的引导性密切相关，在消防疏散图中提供恰当的决

策引导信息。相比于客观信息呈现，通过将决策主动

权交给用户的方式，可以有效提高用户的决策效率和

决策准确度。如图 14 所示，相比于提供所有可行的

疏散路线，直接提供最优逃生路线的方式可以有效减

少用户的决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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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有效视域示意图 
Fig.12 Diagram of effective view field 

 

 
 

图 13  简化信息示意图 
Fig.13 Diagram of simplified information 

 

 
 

图 14  决策建议示意图 
Fig.14 Diagram of decision suggestions 

 

6  结语 

消防疏散图是用户疏散过程中进行决策的重要

参考设施，目前普遍存在功能定位、视觉层级不清晰

等问题，造成用户认知效率低、使用体验差的情况，

影响了消防疏散图实际功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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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通过对消防疏散图调研的现状进行梳

理并发现问题，通过用户疏散行为认知分析，梳理疏

散行为过程中的用户认知要点和需求。然后结合一般

认知理论分析用户使用消防疏散图的认知过程，并采

用眼动仪实验和主观评价获取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从而得到用户使用消防疏散图认知过程的关键视觉

影响因子。最后提出了消防疏散图的原则与策略，为

逃生疏散图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此外，公共场所环境中的老年、儿童、残障人士

等特殊群体是安全逃生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在使用消

防疏散图过程中，其疏散行为效率、视觉认知情况等

与一般用户群体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课题后续研

究将考虑围绕特殊群体认知特征的消防疏散图开展

可用性设计研究，提出大型公共场所消防疏散图的包

容性设计策略，从而对保障特殊群体的逃生及生命安

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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