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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9)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住建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中国老龄科学研

究中心、北京视域四维城市导向系统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邹传瑜、白殿一、张东旺、胡传海、王莉莉、宫凤启、陈永权、张亮、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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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计与设置原则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针对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肢体障碍、智力障碍以及特殊需求(如儿童)时公共信息导

向系统的设计和设置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需考虑相关无障碍需求(包括各类功能障碍的人群,以及老年人、孕妇、伤病人、儿童

等特殊人群)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设计和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00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15565(所有部分) 图形符号 术语

GB/T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16903.1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1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

GB/T17695 印刷品用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GB/T205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15565、GB/T20501.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设计原则

4.1 通则

4.1.1 导向要素中信息的传递应优先使用GB/T10001和GB/T17695中规定的图形符号,以便于不

同理解能力人群辨识信息。若无适合的标准图形符号,则宜按照GB/T16903.1的规定设计所需的图

形符号;使用非标准图形符号时宜带有辅助文字。
注:图形符号由于固有的易认易记、无语言文化障碍的特性,其理解度不受年龄、性别、文化的影响。

4.1.2 导向要素的设计应符合GB/T20501的要求,并应针对无障碍需求采取恰当的视觉设计技术和

手段,以确保导向要素的规范性、清晰性、醒目性,提高信息的传递效率。

4.1.3 颜色不应是信息传递的唯一手段,以防止给色盲、色弱人群带来不便。
注:颜色作为信息传递的唯一手段的例子,如仅用特定颜色,而未同时用数字或文字形式传递地铁线路信息。

4.1.4 为无障碍需求设置的导向要素应与同一公共场所内其他导向要素在信息元素上保持协调。

4.2 视力障碍

4.2.1 应采用提高颜色饱和度和对比度、加大字号和尺寸、缩短视距等方法设计导向要素,以方便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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