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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设计及启示
□　陈圆佳，李朝阳，汪　涛，张　毅，袁胜强

[ 摘　要 ] 日本轨道交通以高效、便捷、舒适而著称，现已成为展现日本城市文明和国际化程度的窗口。日本轨道交通车站
通过设置充分满足乘客出行需求的导引设施，提升运营服务效率。文章通过梳理日本轨道交通车站导引设施标准的演变历程，
分析导引设施在总体布局、系统设计的特点，提取适用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导引设施设计和建造的关键要素，以期使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充分发挥高效、快速、舒适的优点，充分发掘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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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s rail transit is famous for its high efficiency,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and it has become a symbol of Japan's 
urban civi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s wayfinding system meets the needs of passengers and improves service efficiency. With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wayfinding system in Japan’s rail transit, the characters of general layout and facility design of wayfinding 
system were firstly analyzed. Then, the paper extracted its valuable experience in order that China’s rail transit will have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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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弱势群体，为其等提供更友好、精准的无障
碍设施导引。

然而，当前我国已建成的轨道交通导引设施普遍
存在形式简单、设置随意、服务对象单一等问题。如
何建设高效科学的轨道交通导引设施，确保乘客在车
站内部得到高质量、高品质的服务，已成为当前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日本城市化水平高，人口在大都市圈高度集中，
城市中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系统和高密度的站点分布
保障了轨道交通的高客流分担率。为支撑轨道交通车
站的大客流高效运转，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秉持高
效科学的原则，充分考虑普通乘客、老人、残疾人、

0 引言

为解决城市迅猛扩张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污染、
交通事故等问题，我国许多城市选择大力规划建设轨
道交通的交通治理路径。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已有 40
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 208 条，运营线路总
长度达 6 736.2 km[1]。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日
益完善，轨道交通换乘站数量将大幅增加，轨道交通车
站的客流强度将不断增大。若轨道交通车站缺乏高效的
导引设施，则极易造成轨道交通车站内客流的滞塞，不
仅大幅降低轨道交通运营效率，还严重影响站内乘客的
出行安全。此外，轨道交通车站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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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等各类人群的出行需求，以减
少乘客在车站内部问路、寻路、停留的
时间，确保车站内部各类步行空间畅通，
大大提高了车站的空间使用效率和乘客
出行感受。因此，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
施的设计和布局对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乃至其他公共空间的导引系统建
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系统建设历程

日本轨道交通建设历史悠久，自
1927 年启用东京地铁银座线起，已有近
百年的历史 [2]。日本轨道交通主要形式
包括地铁、私营铁路、JR 铁路等。以东
京都市圈为例，东京都市圈已有 158 条
线路，由政府、交通营团、民营企业等
48 个经营业者运营 [3]。

1.1 多样全面的导引设施标准制定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标准由国家

部门、都政府、市政府或公益财团制定
和发布。体现政府价值取向、满足乘客
需求变化、考虑企业经济效益的导引设
施标准，专业、细致和全面地细分了车
站类型和乘客类型 ( 表 1)。例如，2009
年发布的《易于阅读和理解的交通站点
指南》，针对地下换乘站、高架换乘站
等不同类型的车站，提出了相应的导引
设施规划方法和重要决策点的设计方法，
相较于 2002 年发布的针对所有车站的通
用指南，新的指南在涵盖内容、设计深
度上都有了更大的突破 [4-5]。

为提高特殊人群的出行体验，日
本轨道导引设施标准增加了标准图形的
数量，细化了服务乘客的类型。例如，
2001年颁布的《标准指南图形符号指南》，
在 ISO 国际标准图形的基础上补充了适
用于日本各类设施的无障碍标准图形 [6]。
其后更新数版的《客运设施无障碍设施
维护指南》进一步细分身体残障、视力
障碍、听力和言语障碍、智力障碍等人
士，并解析不同人群的行为障碍和潜在

时间
政府部门 东日本铁路公司 (JR EAST)

设计标准 主要内容 时间 主要内容

1987 年 《铁路标志标准规
程》

规定国铁时代统一的导引
系统

— —

1988 年 — — “新宿站”标
志计划

以“新宿站”为试点
进行导引设施改造

1990 年 — — 《JR 东日本设
计手册》制定

制定第一本导引设施
设计手册

2001 年 《标准指南图形符
号指南》

建立日本工业标准 (JIS) 设计手册修改
导引系统改造

采用 JIS 标准化标志
符号

2002 年 《公共交通客运设
施标志系统指南》

保障包括老年人、残疾人
和外国人等群体使用。提
出了大运量车站的维护方
法

设计手册修改
导引系统改造

标志牌文字扩展到四
国语言

2006 年 《城市铁路信息枢
纽乘客信息指南》

访 谈 铁 路 公 司 实 际 运 营
者，指导实际建设

— —

2007 年 — — 设计手册修改
导引系统改造

整合标志牌版面上的
信息，更新版面设计，
LED 灯标志牌代替常
规荧光灯照明

2009 年 《易于阅读和理解
的交通站点指南》

统一不同类型车站导引设
施布局和设计。统一整合
车站、周边建筑、道路和
周边公交的导引设施

— —

2010 年 — — 导引系统改造 对不同类型车站进行
针对性改造。与周边
建筑进行统一整合

2015 年 《面向国内外旅行
者的通俗易懂的标
志牌标准化指南》

针对国外乘客的标志体系
建设要点

— —

2019 年 《客运设施无障碍
设施维护指南》

进一步满足不同乘客群体
的设施需求

— —

表 1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相关标准和东日本铁路公司导引设施建设历程时间表 [4-12]

图 1  普通乘客进站、出站、换乘流线 

地面层

通道

站厅层非收费区

找到车站楼梯扶
梯至通道

普通乘客上车过程

通道楼梯至站厅
层出入口

站厅层出入口至
售票口 / 安检口

扶梯楼梯至站厅层

认知下车

引导至站台层出
入口

认知换乘线路楼梯口
方位

出站

普通乘客换乘过程 普通乘客下车过程

出车站目的地

扶梯楼梯至地面层

至站厅层通道出入口

引导至站台层出入口

认知下车

地面层

通道

站厅层非收费区

站厅层收费区

站台层

车厢内

至站厅层出入口

至站厅层出站闸机

扶梯楼梯至站厅层

找到换乘线路楼梯口

楼梯扶梯至站台层

候车上车

认知乘车线路楼梯口
方位
找到乘车线路楼梯口

楼梯扶梯至站台层

售票口
安检口

候车上车

站厅层收费区

站台层

车厢内



86

需求 [7]。2015 年东京都发布的《面向国
内外旅行者的通俗易懂的标志牌标准化
指南》，针对国内外乘客的出行特征，
提出适用于他们的导引系统标准 [8]。

1.2 刚性引导与自发更新相结合的
导引设施建设

日本轨道交通各运营主体紧跟市场
需求，结合政府的刚性引导，推动导引
系统的建设，以期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以服务东京都城市圈的东日本铁路
公司为例 , 自 1987 年成立起，该公司充
分发挥企业能动性，以新宿站为试点，

大刀阔斧地改造原有导引设施 [10]。该公
司开创性地制定了导引设施由试点推广
至全域的策略，并逐步建立起科学高效、
与时俱进的车站导引设施体系 [11]。

1990 年，东日本铁路公司根据新
宿站试点的反馈意见，修订了《JR 东日
本设计手册》，并以该手册为标准，逐
步更新了其他车站的导引设施。1999 ～
2002 年修订的新设计手册着重解决产生
的新问题，并根据《标准图形符号指南》
更新导引设施的图形符号。2002 年，
FIFA 世界杯在日本举办，带有日、英、中、
韩四种语言的导引设施充分满足了国际

旅客的出行需求。2007 年，为进一步帮
助乘客明晰出行方向，导引设施的每个
导向目标都被用粗线隔开，并被辅以单
独的箭头。2010 年，在车站功能愈发复
杂、乘客需求愈加多样的背景下，在《易
于阅读和理解的交通站点指南》指导下，
东日本铁路公司对大型换乘站、郊区站、
商业站等特定类型枢纽站的导引设施进
行了改造 [12]。这种根据乘客需求变化不
断摸索、更新、完善设计手册来指导建
设的方法，也为制定导引设施标准提供
了丰富的经验。

铁路公司能动性的建设和政府高标

图 2  站厅层轨道交通导引设施总体布局图 [5]

图 3  站台层轨道交通导引设施总体布局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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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引导相辅相成，使日本轨道交通导
引系统既具备建设的弹性，又存在约束
的刚性，使其能充分发挥精准导引、快
速定位的作用，为乘客营造人性化、精
细化的出行环境。

2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系统总体布局

2.1 全面高效的精准布局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在总体布局

上恪守全面高效的原则，充分关注各类
乘客及其不同流线，进而针对各类流线
的行为特征、各类人群的需求特征布置
高效的导引设施。乘客在车站内的基本
行为模式包括进站、出站和换乘 ( 图 1)。
与行为模式相对应的乘客流线是日本轨
道交通车站确定导引设施布置方位的重
要依据。无论是悬挂的导向标志、位置
标志还是黏贴在墙面上的综合信息标志，

都面朝着乘客的流线方向连续布设，持
续地提供乘客所需信息 ( 图 2、图 3)。乘
客无需左顾右盼寻找标志，迷路、询问、
折返等行为发生的频率也随之降低。

日本轨道交通除了设置符合健康人
要求的导引系统外，还根据乘坐轮椅乘
客的流线对无障碍设施进行连续、全程
的导引，确保无障碍通道的便捷、无阻碍。
例如，无障碍闸机的设置解决了乘坐轮
椅乘客的进出站需求；设置面积、高度
合理的标志牌，满足低视线的阅读需求；
布置数量足够的无障碍电梯，解决跨层
移动需求；设置清晰的无障碍车厢标志，
满足轮椅停放需求。

2.2 快速疏散的路径决策点
路径决策点是指乘客需要做出路径

选择的地点，包括选择乘车线路、乘车
站台、乘坐车厢等的位置。日本轨道交

通导引设施通过多源引导的方式来增强
乘客决策信心，以提高乘客决策速度，
进而快速疏散路径决策点的停驻人流。

在站厅层选择乘车站台的位置，悬
挂的标志牌和粘贴在立柱上的标志牌按
照“门形”布置，产生强烈的诱导作用，
吸引乘客迅速选定目标站台 ( 图 4)。

在站台层选择乘坐车厢时，普通乘
客可从站台墙面上的示意图得知配套设
施所对应的车厢 ( 图 5)；残障乘客可通
过屏蔽门上的无障碍标识寻找优先座位
席 ( 图 6)；女性乘客可以通过地面上贴
附标志找到女性专用车厢 ( 图 7)。通过
多样的引导方式，给予乘客多样的选择，
并分流了各类人群的行进路线，实现了
快速疏解客流的效果。

当列车到达车站、乘客准备下车时，
车厢内的电子显示屏上、站台立柱上、
车站墙面上、屏蔽门内侧墙壁上均会显

图 4“门形”布置的乘车导向标志 图 5  地铁墙面的车厢及对应设施 图 6  屏蔽门上的无障碍和盲文标志

图 7  贴附女性专用车厢标志的地面 图 8  东京 JR 车厢内的电子显示屏 图 9  东京都营地铁墙面上的站台信息

图 11  东京都营地铁转角处导引设施图 10  东京地铁长直通道内导引设施 图 12  东京站导向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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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东京地铁地面无障碍电梯标志

示站名信息 ( 图 8、图 9)。这样全方位、
多角度、多高度的多源信息发布形式，
方便乘客正确下车，避免乘客下错车站，
减少乘客不知何时下车的焦虑感。

2.3 体贴入微的路径迟疑点
路径迟疑点是指乘客在寻路过程中

容易困惑、需要标志牌增强寻路信心的
点位，主要位于长通道、路径转折处上。
对于路径迟疑点，日本轨道交通科学增
设连续导引设施，从而减少乘客寻路的
困惑和不安。

为减少乘客在长通道上的迟疑，集
中乘客寻路注意力，日本轨道交通减少
长通道内的广告牌数量，并增加导引标
志牌数量 ( 图 10)。

在路径拐角处，张贴在墙壁上、带
有方向的导引标志使得乘客走到死角也
能迅速得到方向指引。在拐角处的自动
售货机上方设置转角镜，乘客可以敏锐
地察觉到背后的情况，获得心里的安全
感 ( 图 11)。

3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系统设计

3.1 高效整合的信息设计
信息整合设计将乘客乘车、生活、

无障碍等各类信息高度整合、整体展现。
这不仅减小了导引设施设置的数量，避
免乘客连续找寻信息，而且提高了乘客
获取信息的效率，减少了乘客在通道上
的停驻时间。乘客首先会被尺寸较大、
色彩明艳的标志牌吸引，再根据自我需
求在标志牌上找到所需信息，实现“一
次找寻、一次决策”，提高出行决策效率。

例如，在大型换乘站东京站的导引
设施改造中，通道内数量多、信息量少、
尺寸小的导向标志被替换为信息高度整
合、按照规定距离布设的大尺寸标志牌
( 图 12)。在郊区车站——武藏小杉站的
改造中，引入“信息地标”的概念，将
散落在站台各处的导向标志、综合信息
标志集中至一处设置 ( 图 13)。

3.2 精确设置的预告信息
导引设施不仅能提供当下需求的信

息，也能及时预告下一点位的需求信息，
使乘客到达决策点之前就能做到心中有
数，决策行为精准迅速，决策点的拥挤
问题自然被提前解决。设置预告信息的
位置包括下行楼梯的梯眉处、车厢内的
电子显示屏上、站台的出口处等。

例如，到达站台层前，乘客可以在
下行楼梯的梯眉处获取乘车站台、预计

出行时间等乘车导向信息。这使得乘客
选择乘车站台的决策行为被前置到下站
台的过程中，减少了站台层楼梯口客流
拥堵的安全隐患。

乘客在认知下车的过程中，车厢内
的电子显示屏会告知乘客所处的车厢位
置、车辆到站后车厢位置对应的站内设
施和出入口位置。通过预告车站站台层
各类配套设施位置，引导乘客提前决策
下一步出行行为。

正对下车流线的站台层综合信息标
志清晰表达了出入口周边信息和空间方
位。根据标志上具体的町、丁目和建筑
信息，乘客在站台层就能提前选择合适
的出口，判断出最短的出站路线，选择
离目标出入口最近的楼梯 ( 图 14)。同时，
综合信息标志上的地图并不是正北放置，
其摆放的方向与乘客的空间方向完全一
致，使得乘客在封闭的地下空间也能切
实明辨方向，增强寻路信心。

3.3 清晰醒目的色彩设计
日本轨道交通合理运用不同的色彩

使标识系统更加清晰醒目。由于客流出
站的“从集中到分散”比乘车的“从分
散到集中”更需要人流的快速疏导，所
以日本轨道交通采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

图 13  武藏小杉站综合信息标志 [12]

图 16  大阪地铁地面贴附式乘车导向标志

图 14  东京地铁站台层的综合信息标志 图 15  东京都营地铁灯箱式一体化导向标志

图 17  东京地铁车站通用定位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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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黄底出站导向标志牌吸引乘客视线，
进而快速引导乘客至目标出站口。例如，
东京都营地铁导引设施出站信息为醒目
的黄底黑字，进站及其他信息为白底黑
字加彩色图案 ( 图 15)。

为区分不同轨道交通线路，日本轨
道交通秉持“一线一色”原则，即换乘
导向标志、地面贴附导向色带、轨道交
通线路网络图等均采用线路标志色。例
如，日本铁道 JR 线采用以标志色为灯箱
底色的乘车导向标志牌；大阪地铁设置
了与线路标志色一致的、连续的地面贴
附式乘车导向标志 ( 图 16)，引导乘客快
速到达所乘线路站台。

3.4 通俗易懂的图案设计
为了减少语言障碍对寻路过程的影

响，便于外国乘客识别轨道交通车站与
线路，日本轨道交通车站定位标志采用
国际通用徽标，车站信息标志采用灯箱
式车站编号、出入口编号等国际通用标
志。车站定位标志强调的是火车徽标，
所有乘客可根据火车徽标迅速找到轨道
交通车站出入口 ( 图 17)。同时，每个车
站给出所在线路唯一数字编号，车站出
入口给出字母加数字编号，便于不同类
别乘客乘车。外国乘客在乘坐轨道交通
时，无须刻意记忆日文站名及读不懂的
英文站名，只需要记住车站编号即可顺
利完成出行。此外，为减少文化差异带
来的标志牌识别问题，如日本铁道 JR 线
的姬路站北口专门为外国人设置综合信
息板，将日文汉字全部用数字替代，如
将“南 2”出入口改为“22”出入口。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还充分考虑
老弱病残孕及提大件行李等特殊群体的
乘车需求。无障碍及特殊需求导引信息
在空中、墙面、柱面等位置全方位展现，
信息牌的大小不拘泥于通用标准图形，
视力不佳、需求紧急的乘客都能迅速捕
获所需信息 ( 图 18)。在这些特殊需求路
径抉择与定位的关键位置，厕所、无障
碍电梯等信息牌大小不拘一格，版面设

计突出面积巨大的图形符号和鲜明的色
彩，宁可不用文字，也要放大图形符号，
便于乘客信息识别。

4 对我国的启示

4.1 回归初心，强调服务意识
从日本经验来看，不论是政府部门

还是各类企业，都遵循一以贯之全心全
意服务乘客的理念，制定不同层面的轨
道交通导引设施标准，先试点后推广，
不断更新改造各类导引设施，将日本打
造成了轨道交通优胜小汽车的典范国家。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站重视站内墙
壁、地面的奢华装潢，对自动扶梯、无
障碍电梯、室内空调、照明等硬件设施
巨资投入，但往往忽略切实服务乘客乘
车、出站等基本功能的导引设施设计及
建设。尽管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硬
件设施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从工匠精神
的视角审视，车站的内涵品质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需要回归轨道交通服务居
民快速出行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发挥轨
道交通在居民出行中的骨干和主体地位。

在国家层面，借鉴日本经验，开展
轨道交通车站导引设施标准研究。各地
应针对当地情况，开展轨道交通车站导
引设施地方标准研究。在此基础上，以
新建的轨道交通车站和换乘站为试点，
更新导引设施设计和建造理念，扭转当
前重设施、轻内涵的被动局面。

4.2 更新理念，优化设施布局
日本轨道交通导引设施的布局疏密

有致、层次分明。总体布局不仅考虑乘
客的全程出行流线，也考虑到各类人群
的需求。路径决策点、路径迟疑点导引
设施布局以快速识别、精准指导为原则，
采用空中、墙面、柱面、地面多源同质
信息全方位、不间断、明晰的引导方法，
实现进出站高强度客流的快速集散。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在设置导引
设施时，应切实考虑乘客在车站内的各

类信息需求，提高车站站台层、站厅层
及各类通道的整体人流通行效率。日本
东京地铁、大阪地铁不少站台层的宽度
只有我国城市的 1/2 ～ 1/3，但是服务效
率远高于我国。

由此，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导引设施
设计应独立于地铁车站装潢设计工作，
由专业交通设计公司开展专业导引设施
布置研究。在楼梯出入口、通道出入口、
路径分叉点等路径决策点，在长直通道、
楼梯拐角等路径迟疑点，应充分利用空
中、墙面、柱面、地面和屏蔽门等空间，
给予乘客多角度、多层面的全方位信息
引导，同时严格控制车站内的广告牌数
量，减少广告牌的视觉污染，增加导引
设施的设置密度，提高乘客识别信息与
路径选择的效率。

4.3 面向乘客，提升服务品质
日本轨道交通车站精准的信息、色

彩、图形和位置设计，有效提升了轨道
交通的服务品质，给予乘客省时省力、
高效便捷的出行享受。

我国轨道交通车站在设计、建设和
运营过程中，多考虑工程安全、经济成
本等问题，缺少对乘客导引信息需求、
出行行为决策等方面的周全考量。这导
致已建成的导引设施可读性不强、导引
效果不佳，不仅使用效率低下，而且造
成投资浪费。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应提升导引
设施建造水平，减少乘客站内停留时间。
具体措施包括：①重点考虑各类信息的
高效整合，精准设置各类导引设施，减
少信息对乘客的视觉污染和步行干扰，
利于乘客一次阅读、全面决策；②连续
设置多样的导引设施，利于乘客提前决
策，减少乘客因路径迟疑而在通道上的
滞留。

此外，我国还应提升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导引设施的设计水平，减少乘客的
信息阅读与识别障碍。具体措施包括：
①各类导引设施，尤其是空中导引设施，



90

应采用灯箱形式，并区分进站与出站信
息的灯箱底色，使之具有强烈的视觉诱
导性；②对车站和站台进行编号，增加
通用化的图形符号，以及左转向前、右
转向前、向前右转、向前左转、向前调
头等指向箭头，减少乘客的信息阅读障
碍和路径选择歧义；③导引设施信息以
通用图形符号为主，并且特殊位置的图
形符号、数字、文字等特殊信息应予以
放大。

5 结语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处于快速
发展期，如何改进已有的轨道交通车站
导引系统，使轨道交通出行更好地融入
城市生活，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一项民
生工程；如何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升新
建轨道交通车站建造水平，是全面落实
和贯彻工匠精神的一项良心工程。我国
城市必须扭转轨道交通建设的重硬件轻
软件、重工程轻配套、重装修轻服务的
现状，以满足人民对美好出行的向往为
出发点，切实提升轨道交通的服务品质，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系统
中的硬核作用，减少居民出行对小汽车
的依赖，实现城市空间的“天更蓝、空
气更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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