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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情况
1、编制背景

       在“站城一体”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涵盖了国铁、

轨道交通、公交、长途、出租等多种交通接驳方式，往往还会结合

多种城市服务功能，导致枢纽内的乘客换乘需求多样，换乘流线复

杂，这对交通枢纽的标识系统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前国内标识设计的相关规范较多，但因为主管单位不同，存

在相互矛盾的现象。专门针对交通枢纽标识设计的规范大多缺少系

统性，也不够全面，导致已建成的交通枢纽经常出现各类与标识相

关的问题，降低了枢纽服务水平，影响了市民出行效率。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

新中心，其交通枢纽的换乘量巨大，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水准

的交通枢纽标识系统设计不但可以为首都的建设和人民出行满意度

做出贡献，还可对全国同类项目产生辐射示范效应。



2、编制意义

一、编制情况

       目前本市正在编制一系列站城一体化相关标准，本规范作为站城一体化背景下的专项标准，将有利于统一交通枢纽标识

系统设计标准，指导本市客运交通枢纽设计，有效提高枢纽设计技术发展，有效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

       为新建（扩建、改建）枢纽标识系统项目的审批、建设、验收等多个环节的相关工作提供技术依据，更好的引导站城一体

工程及交通枢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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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规划引领

        统筹枢纽标识的一体化设计，打

造规范化、标准化的枢纽标识系统。

明确枢纽标识系统的规划策略，指导

标识系统规划布局，强调标识系统规

划、设计、建设、运营的一体化，并

预留标识系统发展和更新条件。

       设置“标识系统规划”章节，明

确枢纽标识系统的规划策略应包括环

境分析、流程分析、空间分区、信息

分层分级、命名及编号。充分考虑建

设时序，尤其是远期建设的预留，保

障标识系统在规划、设计、建设、运

营各个阶段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二、亮点特色



       

        推动枢纽标识的精细化设计，打造“全龄友好+全民友好”的枢纽标识系统。针对不同主体，分类细化，并加

强无障碍、适老适幼等方面的引导，提出了地域文化及区域特征的精细化设计要求。

2、坚持以人为本

二、亮点特色



       

        遵循“少即是多”的原则，打造最优化、易辨识的枢纽标识系统。对人行标识系统和车行标识系统分别提出设

置要求，根据信息的重要性及场景特征，分类分级、逐层递进，对标识设计要素进行统一、简化和优化，强调经济

适用，避免过度设置及建成后反复拆改。

3、坚持便捷高效

停蓄车区域内部信息，设置在
停蓄车区域内部

三级信息

上落客、停蓄车区域进出口信
息，设置在指引路径前方仅能
通往部分二级信息设施时

二级信息

枢纽位置信息，设置在指引路
径前方可通往所有二级信息设
施时

一级信息

三级信息

二级信息

一级信息
进站信息、出站信息、换乘信息
等主要交通需求信息，设置在引
导交通需求的关键醒目位置

服务设施信息，设置在引导服务
设施需求的关键位置

综合资讯信息、宣传类信息，设
置点位可根据现场空间情况确定

人行标识系统 车行标识系统

二、亮点特色



图形符号：与火车站、轨道交通标识设

计统一，尽量采用国标图形符号。

字体：与轨道交通标识设计统一，中

文字体选用黑体(火车站选用汉仪中黑

简)，英文及数字字体选用Arial。

3、坚持便捷高效

        对标识的符号、字体、排版等设计要素进行统一和优化。

二、亮点特色

方向符号：经过调研，对国标方向符号

进行优化，选用更易识别及排版的方向

符号，与机场标识设计统一。



4、坚持智慧服务

        按照“所需即所得”的目标，打造信息化、智能化的枢纽标识系统。根据不同交通方式的乘客换乘流程及车辆

流线特征进行分析，对行进路线上需要引导或确认方向、流程、区域等的易出现困惑的“关键决策点”明确标识设

置要求。同时结合“站内微导航”等人机互动智能信息标识，实现智慧引导。

二、亮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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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章节目录

三、主要内容

        本规范共8章，4个附录，条文共115条。



第3章 基本规定

3.0.1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以下简称“枢纽”）标识系统规划设计应包含枢纽用地红线区域及

周边影响区域。周边影响区域宜包括枢纽人行入口500m半径范围内的行人步行区域，枢纽非机动车

入口1km半径范围内的非机动车骑行区域，枢纽机动车入口3km～5km半径范围内的机动车行驶区

域。（站城一体的设计理念、设计范围）

3.0.2  枢纽标识系统的规划、设计应与枢纽主体工程设计同步，并应预留标识系统发展和更新的条

件。（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的一体化）

标识系统规划设计范围示意图

第1章 总则
1.0.2    本规范适用于北京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及周边影响区域标识系统的设计。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既包括含有对外交通方式的城市对外客运交通枢纽，也包括不含对外交通方式的城市内部客运交通枢纽；既包括枢纽用地
红线区域，也包括周边影响区域。本标准根据枢纽各功能区域界定适用范围，侧重于枢纽各交通方式间换乘衔接部分及枢纽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衔接部分的标
识系统设计。铁路、公路、轨道交通、公交等各自的专业规范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内容，也可参照本标准执行。另外，根据北京市的实际情况，本标准适用范围
不含机场和水路客运枢纽。对于改扩建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标识系统，设计时需统筹考虑与既有标识系统相协调。
       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标识系统中的消防应急和疏散指示类标识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志》GB 13495、《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 15630、《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消防安全疏散标志设置标准》DB11/T 1024的有关规定，本标准
不作详细规定。

三、主要内容



第3章 基本规定

3.0.3  枢纽标识系统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规划引领）

    1   应包含交通设施的标识设计及与交通设施密切相关的服务设施的标识设计；（体现站城融合理念）

    2  人行标识系统和车行标识系统应各自独立进行规划设计；（人行车行系统各自独立规划）

    3   应在人行、车行交通流线上合理确定决策点，并设置标识，逐级引导人流、车流；（以交通流线为基础）

    4  枢纽交通功能设施与城市功能设施衔接部位，标识系统设计应体现城市功能设施信息；（体现站城融合理念）

    5  枢纽同一功能设施内，标识系统设计标准应统一；（标准统一）

    6  枢纽各交通功能设施内的标识信息设置，应遵循交通出行信息为主，其他功能信息为辅的原则。（信息主次分明）

3.0.4    枢纽标识系统规划设计应考虑全部使用者的需求，并应包含无障碍标识系统设计。（全民友好、全龄友好）

3.0.5    枢纽标识系统设计应根据使用需求合理设置动态标识。（经济适用、绿色低碳）

3.0.6  枢纽标识系统设计应统筹装修、广告、商业、艺术、景观等视觉元素，应保证标识系统的优先性和主导性，宜兼顾地域文化及区域

特征。（标识系统的主导性、体现地域文化）

三、主要内容



第4章 分类分级

4.1.2 按照传递信息的属性，人行标识可分为位置标识、导向标识、综合信息标识、安全标识。车行标识可分为位置标识、导向标识、道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 （按传递信息属性分类）

4.1.3 按照标识载体的安装方式，人行及车行标识可分为吊挂式、悬挑式、落地式、立柱式、移动式、附着式、嵌入式、涂刷式。（按安装

方式分类）

4.1.4 按照信息显示方式，人行及车行标识可分为静态标识及动态标识，其中动态标识可分为智能信息标

识及非智能信息标识。（按显示方式分类）

4.1.5 按照信息感知方式，人行标识可分为视觉标识、听觉标识、触觉标识、感应标识、交互式标识；车

行标识可分为视觉标识、听觉标识、感应标识。（按感知方式分类）

4.2.1 枢纽人行标识信息应根据使用者对各种交通功能设施及服务设施的使用需求重要程度进行分级，并

应符合表4.2.1的规定。（人行标识分级）

4.2.2 枢纽车行标识信息应根据标识指引范围，由大到小，采用逐层递进的原则进行分级，并应符合表4.

2.2的规定。（车行标识分级）

标识安装方式示意图

三、主要内容



第5章 标识系统规划   5.1 规划策略

5.1.1  标识系统的规划策略应包括环境分析、流程分析、空间分区、信息分层分级、命名及编号。 （规划策略内容）

5.1.2 标识系统规划应首先对标识所处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包括枢纽功能布局、建筑形式、空间规划、交通条件、照明条件、使用者需求

等，结合环境分析，确定与环境相符的标识样式、规格、材质、安装方式等，并统筹考虑信息内容、排版设计、文字种类等因素。（环境

分析）

5.1.3 枢纽标识系统规划应根据各交通方式的乘客换乘流程及车辆进出流程进行流线分析，通过分析确定关键决策点。当难以确定方向或行

进路线较长时，应进一步明确辅助决策点。（流程分析、关键决策点）

5.1.4 枢纽各交通方式乘客的换乘流程及车辆进出枢纽的流程应覆盖枢纽及其周边影响区域内的全部流程(图5.1.4-1)。各交通方式区域包含

的标识系统及主要流程宜符合下列规定： （规划统筹及全流程设计）

图5.1.4-1  枢纽区域换乘流程示意图

图5.1.4-2  铁路区域换乘流程示意图 图5.1.4-3  地铁区域换乘流程示意图

图5.1.4-4 长途车区域换乘流程示意图 图5.1.4-5 公交车区域换乘流程示意图 图5.1.4-6 出租车区域换乘流程示意图

三、主要内容



5.1.5  当关键决策点位于多个方向的分流点、合流点、交汇点时，应根据人行或车行路线的多样性，确定标识版面的朝向，如单向、双向

或者多向。 （关键决策点、版面朝向）

5.1.6  为使标识、装修、广告、商业、艺术、景观等视觉元素有序统一，应结合空间布局和现场环境，对枢纽不同视觉元素进行空间分区，

防止互相干扰，特别是应避免梁、柱、墙体等建筑构件及其他设施对标识的遮挡。 （空间分区）

枢纽内关键决策点处标识设置示意图

5.1.7 标识信息不应与其他视觉元素信息混合

设置，如需相邻设置，其他视觉元素信息载体

与标识载体的间距不应小于1m。 （避免干扰）

5.1.8 规划标识信息时，应结合枢纽的路径指

引、空间布局、流程设计、使用者需求等因素，

分级设置、逐级递进，以避免标识信息不足、

不当或过量，导致识别困难。（信息分层分级）

第5章 标识系统规划   5.1 规划策略

三、主要内容



5.1.9  枢纽人行标识信息的分级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人行标识信息分级要求）

    1  一级信息应优先于二、三级信息，二级信息应优先于三级信息；

    2  当一级信息与二级信息组合设置时，可分层设置；

    3  当动态标识包含一、二级信息时，一、二级信息内容不应频繁翻转、滚动。

5.1.10  枢纽车行标识信息的分级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车行标识信息分级要求）

    1   一级信息宜结合市政道路指路标志设置，也可独立设置；

    2   指引路径前方可通往所有二级信息设施时，标识信息应设置一级信息；指引路径前方仅能通往部分二级信息设施时，标识信息应设置二级

信息；

    3   二、三级信息包含停车信息时，宜设置实时显示剩余车位的信息。

5.1.12  枢纽标识系统宜采用中、英双语，当采用中、英双语时，中文和英文应一

一对应。英文译法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公共场所中文标识英文译写规范通则》

DB11/T 334及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英文译法）

5.1.14  枢纽同质化功能或设施的命名应一致，并宜采用编号进行区分，以保证命名的唯一性。编号应依次连续编制，不应间断。（统一命名）

导向标识版面信息分层设置示意图

第5章 标识系统规划   5.1 规划策略

三、主要内容



5.2.1  枢纽人行标识系统规划布局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使用要求进行设置，并应符合表5.2.1的规定：（人行标识规划布局、设置要求）
       本条所指的规划布局要求为在相关区域内设置各类标识的要求，非在其他区域内指向该区域的标识。

5.2.2  距离枢纽用地人行入口500m范围内的人行道路路段、路口及公交车站处宜设置引导前往枢纽的

人行导向标识，该导向标识的设置间距不宜超过200m。（外部道路人行导向标识规划布局）

外部道路人行导向标识规划布局示意图

第5章 标识系统规划   5.2 规划布局

三、主要内容



5.2.3  枢纽车行标识系统的位置标识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车行位置标识规划布局）

    1  枢纽上落客区位置标识应设置在接送乘客车辆停靠的位置；

    2  枢纽停蓄车场（库）位置标识应设置在停蓄车场（库）入口处。

5.2.4  枢纽车行标识系统的导向标识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车行导向标识规划布局、设置要求）

    1  距离枢纽3km～5km 范围内的城市快速路指路系统中，通往枢纽的道路出口前应设置指引枢纽的导向标识，导向信息可结合出口预告标志、

告知标志设置；

    2  距离枢纽500m 以外至距离枢纽3km～5km 范围内的一般城市道路指路系统中，所有通往枢纽方向的主干路上，与干路相交的道路路口前

应设置指引枢纽的导向标识；

    3  距离枢纽上落客区、机动车停蓄车场（库）入口500m～1km范围内的各主干路路口前应设置指引上述区域的导向标识；

    4  距离枢纽上落客区、机动车停蓄车场（库）入口200m～500m范围内的支路（含）以上各相交路口前应设置指引上述区域的导向标识；

    5  距离枢纽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入口1km范围内的各道路路口前应设置指引上述区域入口的导向标识。当周边道路路段长度大于1km

时，距离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入口最近的道路路口应设置导向标识；

    6  枢纽用地内通往上落客区、停蓄车场（库）的道路上应设置指引上述区域的导向标识；

    7  枢纽上落客区、停蓄车场（库）内应设置指引停车区域及出口的导向标识；

    8  枢纽上落客区、停蓄车场（库）出口处、内部道路分流处宜设置周边道路导向标识。

第5章 标识系统规划   5.2 规划布局

三、主要内容



       

第6章 设置要求
6.1.1  标识类型的选择应首先满足使用需求，同时兼顾美观要求。 （设置原则）
            当仅设置吊挂式、悬挑式、落地式、立柱式标识难以满足使用要求时，应结合设置移动式、附着式、嵌入式或涂刷式标识。

6.1.3  标识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设置高度）

     1  在标志的最大观察距离上，导向标识中心点与视线正方向间的水平和垂直偏移角宜在5°以内；静态观察情况下，最大偏移角不应大

于15°；动态观察即人的头部转动情况下，最大偏移角不宜大于45°；

     2   同一空间内吊挂式、悬挑式、立柱式标识载体的设置高度宜各自统一；

     3   吊挂式、悬挑式、立柱式标识载体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2.2m；

     4   位置标识采用附着式、嵌入式或涂刷式安装时，标识载体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2.0m。

     5   导向标识采用附着式、嵌入式或涂刷式安装时，标识载体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1.8m。

     6   安全标识宜采用附着式标识，标识载体的上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宜为1.6m～2.0m，或设置在需要注意安全的设施上。

垂直偏移角为5°时标识设置高度与观察距离关系示意图 垂直偏移角为10°时标识设置高度与观察距离关系示意图

三、主要内容



       

第6章 设置要求
6.1.4  与地面之间垂直距离小于2.2m的附着式标识，凸出附着面的厚度不宜大于3cm。 （凸出厚度）

6.1.7  枢纽建筑内的导向标识版面应优先垂直于乘客的行进方向设置。 （版面朝向）

6.1.8   同一空间内的导向标识中心线宜对齐设置。 （对齐原则）

6.1.9   枢纽建筑内传递同一信息的导向标识设置间距不应大于50m。（间距要求）

6.1.10   导向标识可表达朝向方位信息及距离信息，以便满足使用者的多样化需求。 （多样化需求）

6.1.11  综合信息标识可包含平面示意图、街区导向图、信息索引标志、客运服务信息、乘客须知等，设置位置应符合本标准第5.2.1条的规

定，设置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综合信息标识设置要求）

    1  设置在室外广场的综合信息标识宜包含街区导向图、枢纽内所含交通方式的客运服务信息等；
    2  设置在出入口、公交车、长途车、出租车、小汽车落客区处的综合信息标识宜包

含平面示意图、街区导向图、乘客须知等；

    3  设置在换乘厅内的综合信息标识宜包含平面示意图、街区导向图、客运服务信息、

乘客须知等；

    4  设置在公交车、长途车上客区、售票处的综合信息标识应包含相关交通方式的客

运服务信息等；

    5  设置在检查区的综合信息标识应包含乘客须知等；

    6  设置在电梯、自动扶梯、换乘楼梯处的综合信息标识应包含楼层信息索引标志等；

    7  设置在商业、餐饮服务区的综合信息标识宜包含平面示意图、信息索引标志等。 综合信息标识示意图

三、主要内容



第7章 标识要素及本体

三、主要内容

7.1  版面

7.1.1  人行导向标识版面图形符号、中文和英文的高度尺寸应根据设计的

最大观察距离确定，并不应小于表7.1.1的规定。（尺寸要求）

7.1.2  中文字体应使用等线体，宜使用黑体，英文及数字字体宜使用Arial。

（字体要求）

7.1.5  图形符号与辅助文字组合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组合使用要求)

      1  辅助文字应位于图形符号一侧，文字应向图形符号对齐；

      2  辅助文字横向排列时，应中文在上，英文在下，左对齐或右对齐；

      3  辅助文字纵向排列时，应中文在右，英文在左，向上对齐；

      4  中文字高宜为0.54a，英文字高宜为0.27a，文字的间距应保持一致；

      5 组合中文字与图形符号外缘的间距宜为0.2a，且不应大于0.3a（图7.

1.5-1）；

      6 当辅助文字中含有数字，且数字作为编号出现在标识版面中时，数字

的高度宜为0.9a。当两个以上的数字为并列关系时，两两之间应用符号“■”

居中分隔；当两个数字表示一个数字范围时，数字之间应用符号“▃”居

中分隔。符号“■”应为正方形，边长为数字笔画宽度的1.2倍；符号“▃”

应为长方形，长高比为3∶ 1，高度与数字的笔画宽度相同（图7.1.5-2）。
图7.1.5-1  图形符号与辅助文字组合示意图 图7.1.5-2  标识中数字作为编号使用的示意图



第7章 标识要素及本体

三、主要内容

7.1.6  两个或多个图形符号都带有辅助文字时，由图形符号及其辅助文字构成的

信息单元之间的间距宜为0.3a，且应大于图形符号与辅助文字间的间距（图7.1.

6）。 (组合使用要求)

7.1.7  导向标识的方向符号、图形符号与辅助文字构成的组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组合使用要求)

      1  方向符号与图形符号及其辅助文字横向排列时，方向符号应与图形符号相

邻；方向符号与图形符号及其辅助文字纵向排列时，方向符号应与最上方的图形

符号相邻并对齐；

      2  方向符号与图形符号的间距宜为0.2a（图7.1.7-1）；

      3  方向符号与图形符号及其辅助文字横向排列时，一个导向标志中由图形符

号及其辅助文字构成的信息单元数量不应超过三个；

      4  同一方向符号指示的信息应按所示对象的空间位置从紧临方向符号起由近

及远排列；

      5  如果图形符号含有方向性，则应在不改变含义的前提下对图形符号进行调

整，使其方向性与方向符号的指向一致（图7.1.7-2）。

图7.1.6  图形符号及其辅助文字构成的信息单元组合示意图

图7.1.7-1  方向符号、图形符号与辅助文字组合示意图

图7.1.7-2  含有方向性的图形符号与方向符号组合示意图



7.2.1  标识方向符号及文字信息颜色与版面底色应有明显对比，其

搭配方案应始终保持一致。（色彩要求）

7.2.2 标识图形符号中图形信息的颜色与衬底色应有明显对比，避

免使用临近色，并应确保信息能被清晰读取。正常视力人群使用的

标识，两者之间的明度对比度不应低于30%，视力障碍人群使用的

标识，两者之间的明度对比度不宜低于60%。（明度对比度要求）

第7章 标识要素及本体

7.4  照明与显示

7.4.11  在同一标识系统中，动态标识的形式、版面、颜色等应与静态标识协调一致。 （一致性要求）

7.4.12  动态标识宜采用单页画面显示信息；翻页或滚动显示时，不宜超过两页，且每页静止显示时间不应低于3s。 （显示要求）

三、主要内容

7.2  色彩



第8章 专项标识

8.1.1    在枢纽标识系统中，按照不同的操作方式，智能信息标识可分为交互式标识及非交互式标识。 （分类）

8.1.2   当需传递动态、易变信息时，宜设置智能信息标识。当枢纽换乘空间复杂，乘客视觉可达性较差时，可设置带有路径规划功能的交互式智

能信息标识。 （智慧服务、设置要求）

8.1.3    智能信息化标识应采用网络化管理模式，并宜具备远程信息即时发布、信息协

同管理与联动、运行监测与运行信息管理功能。 （信息化要求）

8.1.4    标识的智能信息化发布应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并可根据需求调整可编辑

的信息内容。（信息化要求）

三、主要内容

8.1  智能信息标识



8.2.2  无障碍标识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设置要求）

      1  无障碍标识宜和其他标识合并设置。当合并设置有困难，或当无障碍流线的行进方向偏离主客流流线的行进方向时，应在行进路线上增

设无障碍标识进行引导。

      2   附着式标识凸出墙面、柱面安装时，不应侵入无障碍通行设施的有效宽度，且不应对乘客通行造成安全隐患。

      3  无障碍综合信息标识中应标注无障碍流线的规划及各项无障碍服务设施的位置。

      4 可根据需要在无障碍行进线路上设置智能导航带，通过电子语音或智能灯光形式引导肢体障碍者、视力障碍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及其

他有需求的乘客。

8.2.3  无障碍标识的安装高度应便于轮椅使用者坐位观看，且视线不应被遮挡。 （安装高度）

8.2.4  供视力障碍人群观看的无障碍标识，图形符号、中文和英文的高度尺寸宜在本规范第7.1.1条规定

的基础上适当加大。 （观察距离要求）

8.2.6  枢纽建筑内的无障碍标识宜提供多种信息感知方式，根据需求设置盲文、声音等非视觉信息。

无障碍卫生间可提供带有盲文的触觉标识和听觉辅助信息，盲文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中国盲文》

GB/T 15720的有关规定。（信息感知方式）

8.2.7  触觉标识信息的下沿距地面高度应为1200mm～1600mm。当触觉标识设置在房门一侧时，应

设置在门把手一侧的墙面上，标志载体与门框的间距宜为50mm～100mm。（触觉标识）
无障碍卫生间触觉标识设置示意图

第8章 专项标识

三、主要内容

8.2  无障碍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