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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老工业街区公共设施改善设计研究，解决老工业街区现有公共设施同质化严重、造型

缺乏艺术感，以及未能突出街区工业特色等问题，为工业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工业文化的传承与借鉴提

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方法 通过现场调研对公共设施现存问题及成因进行讨论归纳；针对现存问题构建

改善设计理论及模型，并有针对性地对老工业街区的公共设施进行改善设计；使工业文化通过公共设施

设计进行表达，唤起文化的记忆与共鸣。结论 工业街区公共设施改善设计以符号学为理论基础，深入

探讨符号“解码”与符号“编码”二者之间关系，建立“解码-编码”系统理论及改善设计模型。“解码”

是解析工业文化符号及深层意义，“编码”则从文本图像、造型、功能、系统四个层面展开，最终形成

改善后的设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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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serious similarity of existing public facilities in old industrial 

blocks, lack of artistic sense in modeling and failure to highlight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ock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old industrial block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industrial blocks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reference of industrial cultur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of public facilities were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 

improvement design theory model was built, and the improvement desig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old industrial 

blocks was targeted. The industrial culture was expressed through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to evoke the memory and 

resonance of culture. The improvement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industrial blocks is based on semiotics.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symbol "decoding" and symbol "encoding" is deeply discussed, and the model of "decoding-encoding" is 

established. "Decoding" refers to th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ulture symbols and deep meaning. "Coding" refers to the de-

velopment from four aspects of text image, modeling, function and system, to achieve the final improved design result. 

KEY WORDS: old industrial district; public facilities; improvement design 

老工业街区是工业型城市的骨架，它有着特定工

业时期传统街区的特色风貌，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

忆。由于老工业街区的重要地位、作用和特殊价值，

决定了它在城市环境中不可代替的位置。因此，必须

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和更新改造，恢复街区的活力，使

老工业街区的工业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1]。老工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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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由街区内建筑、公共设施、空间结构、人文环境

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组成的，本文选取老工业街区中人

们使用频率 高的公共设施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

讨论。 

1  老工业街区与公共设施的关系 

1.1  公共设施是激活老工业街区形象的视觉要素 

城市公共设施是具有极强辨识度的城市名片，街

区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共设施的设计和设

置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多地街区的公共设施都呈现

出十足的发展活力，例如四川成都龙潭社区的公共设

施，在具体设计的过程中，提取了客家文化的具象形

态和抽象文化进行设计，从公共设施的形态、色彩、

材质等方面进行传承与创新[2]。大部分设施在造型上

采用碉堡建筑轮廓；材质上采用木材、回收水泥废渣、

金属等；色彩上保留了材料原有的视觉效果。这充分

体现了客家传统文化元素。另外，天津五大道文化旅

游街区，也将公共设施视为街区的视觉要素，立足于

创建物的符号和文化符号相结合的公共设施，其文字

主要采用了笔画秀丽的雕版字体，色彩保持了五大道

风貌建筑主体色彩，以棕红、土黄、深灰和黑色作为

主色调，设计出了公共座椅、垃圾箱、指示标牌和路

灯等一系列公共设施，用视觉形象突出了街区特色，

实现了文化传承[3]。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公共设施

作为街区形象的视觉要素，对街区形象构成具有重要

的支撑作用，是激活老工业街区形象的重要因子。 

1.2  公共设施是构建老工业街区功能性的服务要素 

所谓的城市“公共设施”被相关学者简译为“街

道的家具”，可见公共设施的功能性和服务性。公共

设施也是为街区居民及外来人士服务的公共装置，要

考虑居民在使用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对于街区常住居

民及外来人士，公共设施能够满足人的审美、照明、

信息、卫生、体验、休息、运动等需求。2022 年 7

月—10 月，笔者对唐山南厂、电厂、开滦、钢厂、

水泥厂、陶瓷厂六处老工业街区中公共设施的使用频

率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控制、市政、安全、停候服

务、卫生设施等几乎每天都处于 24 小时的使用状态

中。其中，照明设施为冬季晚 5 点到早 7 点、夏季晚

6 点到早 6 点使用。这几类设施服务于人们每天的必

要性活动，如上班、上学、购物、候车等。休息与游

乐设施的使用时间约为每天早 6 点到晚 10 点。这类

设施服务于人们每天的自发性、社会性活动，如散步、

观望、休息、健身、娱乐等。美化设施的使用频率为

平均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时。这六个街区代表了唐山

公共设施涉及到老工业街区居民和外来人士户外活

动的方方面面。根据老工业街区中公共设施使用频率

的情况可以看出，各类公共设施使用频率都比较高，

是支持和满足该街区人们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活动

的工具。因此，公共设施是构建人与街区互动行为的

媒介，是老工业街区必要的功能性服务要素。 

1.3  公共设施是展现老工业街区文化的精神要素 

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自于城市的公共

文化氛围。因此，在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中，设计师

也需要借助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来满足用户的情感

需要。将公共设施作为表现地域性文化特色的视觉形

象，与城市公共外部设计融为一体，从而起到承载城

市精神内涵的作用[4-5]。同样，对于老工业街区，公

共设施不仅呈现的是美观实用，更是街区文化的传播

媒介，体现着人与街区的精神互动。公共设施能够通

过造型、色彩、材质等多个设计要素展现出街区独有

的特色文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折射

出街区发展状况、价值取向，以及街区居民精神风貌，

是展现工业文化的精神要素，使受众群体 终获得认

同感和归属感[6-7]。 

2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公共设施现状

分析 

2.1  研究空间范围的设定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属唐山原点片区范围。

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为唐山市路南区交大路以东，韩

前街以南，吉祥路以北，刘屯北街以西，研究空间见

图 1。 

2.2  公共设施现状 

通过实地调研，对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公共

设施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总结。2022 年 10 月 1 日—

15 日，笔者通过对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的走访和实

地调研，对现有公共设施类型进行归类与总结，可按

使用性质划分为管理设施、交通设施、辅助设施、美

化设施四大类，见图 2。 

笔者以观察、拍照的形式记录街区的公共设施现

状，从造型、使用功能、融合度、工业文化内涵表达

等几方面总结街区公共设施所存在的问题，获取本文

所需要的一手资料，见图 3。 

根据情况分析表得出，在具有浓郁文化底蕴的工

业街区中，其公共设施在产品外观风格和内涵上缺乏

一定的工业特色表达，与街区建筑、景观、文化等融

合度较低。各类公共设施仅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在造

型表达上过于单一，缺乏艺术特色。 

通过对现场进行调研，可提炼出两个主要问题：

设施的同质化现象严重，整体造型缺乏艺术感；缺少

对街区意象和工业文化内涵的有效传达，不能体现工

业街区特色。因此，笔者从设计层面出发，总结分析

现状的成因，具体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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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空间 
Fig.1 Research space 

 

 
 

图 2  街区公共设施类型归纳与总结 
Fig.2 Summary of public facility type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图 3  街区主要公共设施情况分析表 
Fig.3 Analyses of main public facilitie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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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因分析 
Fig.4 Cause analysis 

 

3  改善设计理论搭建 

3.1  改善设计理论基础 

现有的南厂老工业街区公共设施设计严重同质

化，缺乏创新特色。唐山老工业街区的工业文化底蕴

深厚，可以作为公共设施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文化

基础。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唐山老工业街区的工业文

化符号，深入挖掘唐山老工业街区的工业文化意义，

形成带有地域工业文化特点的公共设施设计，传播唐

山老工业街区的工业文化，继承老工业街区的人文精

神，本文以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作为理论基础，充分发

挥符号学对符号自身的分析，以及对符号意义的挖掘

优势。笔者以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编码-解码”

理论为依托，建立了工业文化符号从提炼到再设计的 
 

“解码-编码”理论来解决现存问题[8-9]。为了能够挖

掘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工业文化符号更深层次

的意义与价值，“解码”部分主要以罗兰巴特的符号

意指系统为基础，形成一级和二级系统。在一级系统

中，将皮尔斯“符号三元关系”中提出的“客体”“表

征”“诠释”调整为“工业文化符号”“对象”和“解

释项”的关系，并参考了斯图亚特霍尔解码文本的第

二种模型——协商模式对受众观点的关注，在一级系

统中添加了“受众”分析项。“编码”部分为工业文

化符号的再设计。本文的编码方法主要采用文本图像

编码、造型编码、功能编码，以及系统编码四种方

法[10]。其中，文本图像编码和造型编码主要以产品语

义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功能编码和系统编码主要

以人机工程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改善设计理论框

架见图 5。 

 
 

图 5 “解码-编码”系统的理论基础 
Fig.5 Theoretical basis of "decoding-coding" system 

 

3.2  改善设计模型搭建 

笔者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构成关系，搭建唐山南

厂老工业街区公共设施设计“解码-编码”改善设计

模型。 

首先，对唐山南厂工业文化元素进行整理归纳，
见图 6。从直观、体验、隐藏三个层面提炼文化符号。
其次，针对整理出来的南厂老工业街区工业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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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码”。“解码”部分的一级系统为“符号”“受
众”“对象”“解释项”。“符号”主要指唐山南厂工房
老工业街区的“工业文化符号”[11]。街区居民和进入
街区的外来人士组成了“受众”。原工业符号所代表
的内容即为研究“对象”。解释项是指原工业符号所
产生的意义。一般情况下，设计者对“工业文化符号”
的剖析，在一级系统完成之后就停止了。为了深挖“工
业文化符号”背后的意义，并形成深层次的意义流动，
设计团队将“解码”步骤进行了延伸，可以通过两个
层级系统进行“解码”。二级系统包含直接意指和间
接意指。直接意指既为一级系统中的“解释项”，也
是二级系统意义流动的基础。间接意指是以直接意指
作为对象，再阐释出直接意指项之外的更深层次的意
义。 后设计者将解码出来的“工业文化符号”进行
提炼与重构，根据编码方式的不同，按照局部到整体
的顺序，建立四种编码方法。文本和图像编码方法是

常见也是 直观的编码方法，将具有典型性或具有

重要间接意指的标识符号作为提炼的编码对象，向用
户传达产品的文化内涵以及思想价值[12-13]。造型编码
方法指的是通过提取典型符号的形态特点以及形态
的含蓄意指，从形态、色彩、材质、工艺等方面对公
共设施进行整体造型设计，传递文化的温度和情感，
以适应消费者不断提高的审美要求和精神需求[14-15]。
功能编码方法需基于人机工程学等理论基础，以受众
的使用、互动、体验等功能需求为导向，通过功能或
使用方式的创新，对公共设施进行功能设计。系统编
码方法是一种比较宏观的编码方法，将受众群体、公
共设施，以及街区公共环境视为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
的三大要素，注重“人-机-环境”系统的整体构建，
要求设计者注重整体环境和氛围的营造，从而真正达
到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工业文化的意义流动。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公共设施改善设计模
型见图 7。以此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的设计实践，并
形成工业街区公共设施改善设计新范式。 

 

 
 

图 6  南厂工业文化元素主题整理归纳 
Fig.6 Summary of elements in Nanchang industrial culture 

 

 
 

图 7  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公共设施改善设计模型 
Fig.7 Model of improvement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Nanchang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4  改善设计案例 

上述改善设计理论和模型是针对南厂老工业街 

区公共设施所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提出的解决方法。笔

者通过一系列公共设施的改善实践案例，对改善理论

和模型的可操作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同时，通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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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改善设计，能够打造具有南厂工业文化特色的老

街区，增加民众认同感和归属感。 

4.1  停候服务设施——候车亭设计 

本节改善的对象是交通设施系统中使用频率较

高的候车亭。通过现场调研，设计团队发现南厂老工

业街区现有候车亭的主要问题有：造型单一；功能欠

缺；缺乏艺术感；工业文化特色不突出。为了形成整

体的工业文化氛围，设计团队选择南厂产品类型里时

速 350 km 和 380 km 的高速动车组中“和谐号”的外

观形态作为工业文化元素，根据改善设计理论，采用

“解码-编码”模型对街区的候车亭进行改善设计，

具体方案见图 8。 

1）“解码”步骤。老工业街区公共设施的主要使

用者是街区居民以及外来人士，因此在进行受众选择

的时候，本文的重点应放在对街区居民和外来人士的

研究上。“和谐号”作为南厂列车制造技术的先进代

表，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工业符号。因此，设计团队

在一级系统中选取“和谐号”的外观形态作为符号，

研究对象是高铁电力动车组，解释项为交通方式的进

步。当“解码”进入到二级系统，直接意指就是一级

系统中的解释项，也就是交通方式的进步。在二级系

统中，笔者进一步探索了“和谐号”作为工业文化符 
 

号的间接意指，即中车人开拓进取、担当创新的精神。 

2）“编码”步骤。本设计主要采用了造型编码、

功能编码、系统编码三种方法，以候车亭作为符号再

现体，对“和谐号”的外观形态进行编码。在造型编

码方面，“和谐号”的车头部分倾斜，具有很强的速

度感，设计团队提炼出“和谐号”的车头造型，并进

行镜像处理，整体构建出候车亭的对称形态，内部支

撑结构沿用“和谐号”列车的镜像处理方法。外部轮

廓、内部支撑结构、互动屏幕、座椅和垃圾桶共同组

合成候车亭的整体造型，使受众群体即使置身于静态

的候车亭中，也能够体会到科技发展的速度。候车亭

主体采用了白色镀锌板，模仿“和谐号”列车车头的

材质，突出了互动屏幕作为视觉重心的位置。在功能

编码方面，为了与候车亭的科技感造型相得益彰，候

车亭内外部都设有互动屏幕，受众群体可以查询个人

所需的车辆到站信息，从而达成受众人群与候车亭的

交互体验。在系统编码方面，候车亭作为城市的重要

地标和定位点，与受众群体和街区环境共同组成了人-

机-环境系统。候车亭设置在主干道两侧，是街区居

民外出经常停留的位置，也是街区面向城市主干道的名

片，能够展示出中车人开拓进取、担当创新的精神风貌。

在街区设置候车亭这样的特色服务设施，能够让居民和

外来人士留下对南厂工业文化的标志性记忆点。 

 
 

图 8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候车亭改善方案设计 
Fig.8 Improvement scheme of bus shelters in Tangshan Nanchang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4.2  休闲设施——休闲座椅设计 

设计团队根据现场调研可知，目前休闲座椅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同质化严重，整体造型缺乏艺术感，工

业文化内涵在公共设施中体现不到位，表达欠缺。根

据改善设计理论和改善设计模型，笔者在设计休闲

座椅的过程中，提取了在南厂震后重建中的标志性

设备——“东风”5 型内燃机车的外部栏杆作为设计

元素进行应用。这台机车是南厂在抗震复产中修复的

第一台机车，对南厂居民乃至唐山市都有重大意义，

标志着唐山工人百折不挠的意志和顽强不屈的抗震

精神。设计团队根据“解码-编码”系统理论，采用

改善设计模型，对街区的休闲座椅进行改善设计，具

体方案见图 9。 

1）“解码”步骤。解码时，选择“东风”5 型内

燃机车中个性鲜明的部件——栏杆，作为一级系统符

号。解码对象是“东风”5 型内燃机车所代表的内容，

具体释义为震后一个半月成功修复的机车，并命名为

“抗震号”机车。一级系统中的解释项是南厂震后时

代的标志。二级系统的间接意指为南厂子弟顽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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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奋斗精神的体现。面对唐山地震这样毁灭性的灾

难事件，南厂人能够迅速从地震带来的伤痛中振作起

来，积极进行震后的家园重建和设备修复工作，这样

的奋斗精神需要一代代南厂子弟学习发扬。 

2）“编码”步骤。本设计采用造型编码和系统编

码两种方法，构建出具有南厂工业特色的休闲座椅。

在造型编码方面，设计团队对“东风”5 型内燃机车

外部的栏杆造型进行了提炼并应用于座椅扶手部分，

使座椅的造型体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座椅整体

呈几何形态，也是工业时代造型特点的延续。材质上，

产品使用全铝压铸支撑结构，牢固且不易生锈，座板

的材料是塑木，具有使用寿命长、防蛀防霉变的特点。

在系统编码方面，由于休闲设施是公共设施中使用率

相对较高的种类，通过设置带有南厂工业特色的休闲

座椅，可与休息的居民、街区环境，共同构成完整的

“人-机-环境”系统。 

4.3  卫生设施——垃圾箱设计 

根据调研可知，南厂老工业街区现有垃圾桶的同

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未能体现街区工业特色。为了

在南厂老工业街区中形成整体的工业文化氛围，设计

团队选用火车制造的必备零件——齿轮作为符号，进

行“解码-编码”，利用改善设计理论及模型对街区垃

圾桶进行设计。具体方案见图 10。 

 

 
 

图 9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休闲座椅改善方案设计 
Fig.9 Improvement scheme of seats in Tangshan Nanchang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图 10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垃圾箱改善方案设计 
Fig.10 Improvement scheme of dustbins in Tangshan Nanchang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1）“解码”步骤。一级系统中选择的符号为齿轮，

研究对象是火车制造和运行必备的零件，以中车人在

普通岗位上默默无闻、踏实肯干的工匠精神为解释

项。在二级系统的解码过程中，设计团队挖掘出中

车人立足本岗、相互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为间接

意指。 

2）“编码”步骤。本设计主要采用造型编码和系

统编码方法，以垃圾桶为符号再现体，对齿轮零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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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码设计。在造型编码方面，垃圾桶外延为齿轮造

型，桶身造型是齿轮轴，多个垃圾桶的外延互相咬合，

整体呈现出齿轮的工作状态。为了配合街区的整体工

业环境，垃圾桶选择镀锌板材料，黑金色彩搭配（作

为重复等距出现的公共设施，与后文中的高杆路灯色

调统一）。在系统编码方面，垃圾桶是街区居民 常

用的生活设施，为了维护好环境卫生，垃圾桶设置在

街区的多个醒目位置，对塑造街区环境印象也起到了

重要作用，垃圾桶与其他的公共设施改善设计共同构

成了街区的工业文化环境。 

4.4  游乐设施——骑行发电互动装置设计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该街区的游乐设施千篇一

律，无街区特色，缺乏对工业文化内涵的有效传达；

该街区游乐设施设计效果老旧，缺乏艺术美感，也缺

少互动功能。设计团队计划在街区增加骑行发电互动

装置来丰富街区游乐设施的内容，增强公共设施的艺

术美感，为用户创造互动体验。为了能够找到与骑行

发电互动装置相契合的文化元素，营造原地骑行的动

态效果，经设计团队的调研与沟通，从南厂工业文化

元素中选择了铁路运输必不可少的、 常见的铁轨装

置作为具有重要隐含意义及传播价值的文化符号。根

据“解码-编码”系统理论与改善设计模型，笔者进

行了骑行发电互动装置设计，具体方案见图 11。 

1）“解码”步骤。铁轨不仅是全国铁路运输的基

础设施，还是南厂生产车间和维修车间的重要组成部

分，车头和车厢在厂房的出入过程均需要在铁轨上进

行运输，在火车的生产制造过程中，铁轨也是标志性

的生产文化元素。因此，设计团队在一级系统中选取

铁轨作为符号，解码对象指的是火车在运行过程中的

辅助性设施，火车生产维修过程中的运输通道。从不 
 

同的时代角度来看，铁轨的解释项有两层含义：工业

时代它是生产力进步的代表，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在

网络时代，它又是旧时代的产物，是工业时代的回忆。

当解码进入二级系统，笔者挖掘出了铁轨的间接意

指，即一代又一代南厂职工抛洒汗水的见证，是南厂

职工通过不懈努力、辛勤劳动，以及持续创造换来的

个人美好生活和国家铁路事业飞速发展的证明。 

2）“编码”步骤。通过解码步骤对铁轨进行剖析，

从而明确产品的价值和隐含意义。设计团队经过研究

铁轨所代表的精神，设计出了铁轨外形的骑行发电互

动装置。在进行造型编码时，本设计在产品总体的外

观上，使用了铁轨形成的圆环造型。铁轨圆环形的彩

虹灯带由前向后亮起，与圆环的整体造型相呼应，形

成车轮向前运动的态势。骑行发电互动装置整体采用

不锈钢材质作为外壳和支撑结构，设置 LED 彩虹灯

带，把手和骑行坐垫均为橡胶材质，脚踏板使用铝合

金支撑，外部包裹 PVC 材质，具有防滑耐磨的性能。

产品的色彩方案，选用彩虹中的红、橙、黄、绿、蓝、

紫六种颜色作为车轮颜色，支撑结构则使用白色。在

白天，产品的视觉重心落在彩虹色的车轮结构；到了

夜晚，产品的视觉重心则落在彩虹灯带的轨道位置。

在功能编码的过程中，本产品通过骑行发电装置，将

用户骑行的机械能转化为铁轨圆环灯带的电能，用户

的骑行速度越快，灯带能够发光的部分就越长，形成

了用户与骑行公共设施的良好互动体验。用户、骑行

发电互动装置，以及街区环境共同构成了人-机-环境

系统。该互动装置在夜晚能够通过圆环轨道灯带呈现

多变的灯光效果，既能够起到照明的作用，又能够为

阖家欢乐的街区活动增添一些趣味性，以骑行发电

互动装置为符号的再现体，完成了对铁轨符号的系统

编码。 

 
 

图 11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骑行发电互动装置改善方案设计 
Fig.11 Improvement scheme of interaction installations in Tangshan Nanchang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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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照明设施——高杆路灯设计 

根据现场调查可知，该工业街区高杆路灯与其他

街区的路灯设计十分雷同，美感缺失，且创意和特色

不足。路灯在白天能够起到装饰作用，在夜晚兼具装

饰和照明功能。街区路灯重复等距设置，对装饰物具

有强调和加深记忆的作用，因此路灯设计在公共设施

的改善中具有重要价值。正是由于具有装饰作用和重

复出现的特点，路灯可以用来强调街区标志，作为街

区标志的再现体。设计团队选择南厂标识元素作为工

业文化符号，提取中车集团（中车集团的前身为南厂）

的标志——“車”，来进行“解码-编码”，具体方案

见图 12。 

 

 
 

图 12  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高杆路灯改善方案设计 
Fig.12 Improvement scheme of street lamps in Tangshan Nanchang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1）“解码”步骤。选用现中车集团标志“車”作

为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标志性的工业符号，研究对象

为“車”标识所代表的内容，具体释义为繁体的“車”

字，源自中国古代车舆的象形，是一种交通工具的代

表。“車”字笔画横竖交错，代表阡陌交通，纵横天

下，行道载道的胸襟与志向。这样的内涵可以作为一

级系统的解释项。当解码进入二级系统，笔者进一步

探索了中车集团繁体“車”字标志的造型和文化内涵。

繁体“車”字具有通达的意象，璧合天成，独具匠心。

中部的“田”字结构，采用圆角形式，如同列车的车

窗造型，代表中车集团制造事业是沟通世界各地的窗口。 

2）“编码”步骤。本设计采用了图像编码、造型

编码、功能编码和系统编码的方法，以高杆路灯为符

号再现体，对中车集团的企业标志进行了编码设计。

对“車”字形采用提取、解构、重组、转化等方法，

创作出具有南厂工业特色的高杆路灯设计。在图像编

码过程中，取标志的外形作为路灯的外形，以灯具外

部框架的图像为依据，路灯的框架是“車”字的正形

部分，框架之间，在中心位置，留有“中”字的图像，

灯具的四个侧面全方位地展现出“車”字作为中车集

团企业标志的重要意义，且同时四个侧面都通过“車”

字图像的呈现，表达了中国为心，四通八达的含义。

为了配合“車”字的图像，设计团队对路灯造型进行

了调整，路灯整体造型采用偏中式风格的直线造型，

造型整体呈现出方正均衡的形态，在表现一种雍容严

谨气度的同时又增加其艺术美感。产品使用黑色的热

镀锌不锈钢灯杆做支撑结构，整体呈现黑金的配色效

果。标志符号还通过功能编码进行了呈现，本路灯设

计在照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灯具框架的造型设计，

使得照明设备所产生的光线透过“中”字部分，播撒

在街区的道路上。这能够表达出中车集团的企业理

念，将中国制造和中国精神像光的普照一样，传递到

世界各地。设计者在图像编码、造型编码和功能编码

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编码。路灯位于南厂工房老工业

街区之中，白天的路灯通过“車”字外观造型的呈现，

为街区环境营造出中车集团的企业氛围；而夜晚的路

灯通过光影效果，能够满足行人的照明需求。白天置

身其间，当地居民可以在满足自身审美需要的同时，

体会到中车集团儒雅稳重的气质；夜晚置身其间，则

能够感受到柔和的光影变化。中车集团的企业标志和

企业精神，在街区环境中与街区的居民及外来人士构

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人-机-环境系统。此设计不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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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照明设施雷同的问题，也为老工业街区增添了充

实可靠的工业特色文化印记。 

5  结语 

公共设施是老工业街区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街区

形象和工业文化的外在表现。本文以唐山南厂工房老

工业街区公共设施为实际研究对象，针对街区设施问

题，运用符号学理论，深入探讨符号“解码”与“编

码”二者间的关系，构建唐山南厂工房老工业街区公

共设施改善设计模型，并以“和谐号”外观形态、“东

风”5 型内燃机车、制造设备齿轮、铁轨、工厂标志

为工业文化元素对公共设施进行改善设计。通过改善

设计实例，对理论及模型进行论证，进一步验证工业

街区公共设施改善设计模型的可行性，为老工业街区

的更新保护提供新思路，为公共设施产品设计发展提

供切实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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