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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１—２００８《图形符号　术语　第１部分：通用》和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２—２００８《图

形符号　术语　第２部分：标志及导向系统》。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１—２００８和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２—２００８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４１条术语：图形、图像、名称、含义、识别性、图形模板、人形模板、基准尺寸、视觉元素、

目标受众、认知训练、对象相关性测试、对比色、安全观察距离、警示语、颜色范围、物体色、维持

性安全标志、非维持性安全标志、磷光标志、逆反射标志、辅助文字、系列平面示意图、信息索引

标志、告示、水域安全标志、海滩安全旗、标志板、面板、背板、线路图、安全信息识别系统、应急

避难场所、有效作用区、区分性、记忆性、简洁性、整体性、一致性、协调性、系统性；

———修改和完善了２９条术语的定义：一般符号、简化符号、图标、角标、标志用图形符号、符号要素、

易理解性、清晰性、标志、图形标志、文字标志、安全标志、边框、衬边、醒目度、表观尺寸、劝阻标

志、道路交通标志、安全条件标志、节点、尽端式走廊、公共设施、服务设施、观察距离、低位、中

位、高位、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应急导向系统；

———删除了２３条术语：注册的符号原图、图像内容、方案、应用场所、应用形式、易理解性评价测试、

正反差、负反差、安全形状、形状代码、安全符号、功能列项图、位置图、信息板、应急导向线、总

平面图、疏散路线标志、普通材料、逆反射材料、觉察、光致发光、磷光、可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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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铁路局、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

用电器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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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殿一、陈滋顶、陈永权、强毅、邹传瑜、张亮、安姚舜、杨柞年、宫凤启。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１—２００８、ＧＢ／Ｔ１５５６５．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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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符号　术语

１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图形符号、标志、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安全信息识别系统以及导向系统的设计及设置

等方面的术语及其定义，确立了图形符号领域的概念体系（概念体系图参见附录Ａ）。

本标准适用于图形符号和导向系统等相关领域。

２　图形符号

２．１　符号

２．１．１　

符号　狊狔犿犫狅犾

表达一定事物或概念、具有简化特征的视觉形象。

２．１．２　

图形符号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狔犿犫狅犾

以图形（２．２．１）为主要特征，信息的传递不依赖于语言的符号（２．１．１）。

２．１．３　

文字符号　犾犲狋狋犲狉狊狔犿犫狅犾

文字代号

由字母、数字、汉字等或它们的组合形成的符号（２．１．１）。

２．２　通用概念

２．２．１　

图形　犵狉犪狆犺

在二维空间以点、线和面构建的可视形状。

２．２．２　

图像　犻犿犪犵犲

在二维空间对客观事物如实描绘或呈现的视觉画面。

２．２．３　

字符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

单一的字母、数字、标点符号或其他特定符号（２．１．１）。

２．２．４　

名称　狋犻狋犾犲

用于标示和提及图形符号（２．１．２）的专用名词或短语。

注：名称仅为图形符号提供独一无二的名字而不描述其应用。

２．２．５　

含义　犿犲犪狀犻狀犵

图形符号（２．１．２）所要传递的信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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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　

说明　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

解释图形符号（２．１．２）的功能（２．２．７）和应用场所的文字。

２．２．７　

功能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图形符号（２．１．２）所要表示的对象（２．６．２）的用途或作用。

２．２．７．１　

排斥功能　犲狓犮犾狌犱犲犱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图形符号（２．１．２）不表示的对象（２．６．２）或相关对象（２．６．２．１）所具有的功能（２．２．７）。

２．２．８　

否定　狀犲犵犪狋犻狅狀

表示与肯定相反或否认具体事物存在的一种方法。

２．２．９　

符号族　狊狔犿犫狅犾犳犪犿犻犾狔

使用具有特定含义（２．２．５）的图形特征表示共同概念的一组图形符号（２．１．２）。

注：使用“手术刀和手术钳”的图形表示含有“外科”概念的一组图形符号构成一个符号族。

２．３　分类

２．３．１　

通用符号　犮狅犿犿狅狀狊狔犿犫狅犾

适用多个领域、专业或普遍使用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２．３．２　

专用符号　狊狆犲犮犻犪犾狊狔犿犫狅犾

只适用某个领域、专业或专为某种需要而使用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２．３．３　

详细符号　犱犲狋犪犻犾犲犱狊狔犿犫狅犾

表示对象（２．６．２）的功能（２．２．７）、类型和／或外部特征等细节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２．３．４　

方框符号　犫犾狅犮犽狊狔犿犫狅犾

用以表示元件、设备等的组合及其功能（２．２．７），既不给出元件、设备的细节也不考虑所有的连接，

形状为矩形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２．３．５　

简化符号　狊犻犿狆犾犻犳犻犲犱狊狔犿犫狅犾

省略部分符号细节（２．５．４．３）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２．３．６　

基本符号　犫犪狊犻犮狊狔犿犫狅犾

一般符号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ｙｍｂｏｌ

表示一类事物或其特征，或作为符号族（２．２．９）中各个图形符号（２．１．２）组成基础的较简明的图形符

号（２．１．２）。

２．３．７　

特定符号　狊狆犲犮犻犳犻犲犱狊狔犿犫狅犾

将限定要素（２．５．４．２）或其他符号要素（２．５．４．１）附加在基本符号之上形成的含义（２．２．５）确定的图形

符号（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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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应用领域

２．４．１　

技术产品文件用图形符号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狔犿犫狅犾狊犳狅狉狌狊犲犻狀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ｔｐｄ符号　ｔｐｄｓｙｍｂｏｌｓ

用于技术产品文件，表示对象（２．６．２）和／或功能（２．２．７），或表明生产、检验和安装的特定指示的图

形符号（２．１．２）。

２．４．１．１　

简图用符号　狊狔犿犫狅犾狊犳狅狉犱犻犪犵狉犪犿

在简图中表示系统或设备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技术产品文件用图形符号（２．４．１）。

２．４．１．２　

标注用符号　狊狔犿犫狅犾狊犳狅狉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狀犵

表示在产品设计、制造、测量和质量保证等全过程中涉及的几何特性（如尺寸、距离、角度、形状、位

置、定向等）和制造工艺等的技术产品文件用图形符号（２．４．１）。

２．４．２　

设备用图形符号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狔犿犫狅犾狊犳狅狉狌狊犲狅狀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用于各种设备，作为操作指示或显示其功能、工作状态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２．４．２．１　

显示符号　犱犻狊狆犾犪狔狊狔犿犫狅犾

呈现设备的功能或工作状态的设备用图形符号（２．４．２）。

２．４．２．２　

控制符号　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狔犿犫狅犾

作为操作指示的设备用图形符号（２．４．２）。

２．４．２．３　

图标犻犮狅狀

呈现在设备屏幕上表示计算机系统对象和／或应用程序功能的可交互设备用图形符号（２．４．２）。

注：图标可分静态图标、根据用户的输入改变的交互式图标和根据设备状态改变的动态图标。

２．４．３　

标志用图形符号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狔犿犫狅犾狊犳狅狉狌狊犲狅狀狊犻犵狀

在基本模型（２．５．２．３）上设计的，在标志上使用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注：用于表示公共、安全、交通、包装储运等信息。

２．４．３．１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狆狌犫犾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狔犿犫狅犾

向公众传递信息，无需专业培训或训练即可理解的标志用图形符号（２．４．３）。

２．５　设计

２．５．１　设计原则

２．５．１．１　

清晰性　犾犲犵犻犫犻犾犻狋狔

字符（２．２．３）之间或符号细节（２．５．４．３）之间能够被相互区分的特性。

注：该术语同样适用于导向系统设计和设置中的“导向要素设计原则”（见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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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２　

区分性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狋犻狅狀

图形符号（２．１．２）之间在构图上具有明显差异并能够容易地彼此区别的特性。

２．５．１．３　

理解性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图形符号（２．１．２）能够被理解为所要表达含义（２．２．５）的特性。

２．５．１．４　

记忆性　犿犲犿狅狉犪犫犻犾犻狋狔

图形符号（２．１．２）所表示的对象（２．６．２）和／或含义（２．２．５）能够被记住的特性。

２．５．１．５　

一致性　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

〈图形符号〉不同图形符号（２．１．２）中表达同一含义（２．２．５）的符号要素（２．５．４．１）以及具有同一语义

关系的符号要素（２．５．４．１）间相互位置相同的特性。

２．５．２　设计模板

２．５．２．１　

基本网格　犫犪狊犻犮犵狉犻犱

用于设计技术产品文件用图形符号（２．４．１）的坐标网格。

注：基本网格的格线间距为某一模数犕（见图１），可在格线间再做出１０等分的辅助格线。如将基本网格用点阵图

形代替则称为基本点阵。

注：犱＝（１／１０）犕。

图１　基本网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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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２　

基本图型　犫犪狊犻犮狆犪狋狋犲狉狀

用于设计设备用图形符号（２．４．２）的通用模板。

注：基本图型由１２．５ｍｍ的方格组成的边长７５ｍｍ的正方形及叠加在其上的、处于不同位置的七个几何图形构成

（见图２）。

图２　基本图型

２．５．２．２．１　

公称尺寸　狀狅犿犻狀犪犾狊犻狕犲

便于图形符号（２．１．２）复制的参考尺寸。

注：在设备用图形符号的符号原图上公称尺寸为５０ｍｍ（见图２）。

２．５．２．３　

基本模型　犫犪狊犻犮犿狅犱犲犾

用于设计标志用图形符号（２．４．３）的通用模板。

注：基本模型包含四个几何图形（正方形、斜置正方形、圆形、正三角形）（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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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本模型

２．５．２．３．１　

图形模板　犵狉犪狆犺狋犲犿狆犾犪狋犲

设计公共信息图形符号（２．４．３．１）的通用模板。

注：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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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图形模板

２．５．２．３．２　

人形模板　犺狌犿犪狀犳犻犵狌狉犲狋犲犿狆犾犪狋犲

设计公共信息图形符号（２．４．３．１）中人体形状和动作的通用模板。

注：人形模板正视图见图５，人形模板侧视图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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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人形模板———正视图

图６　人形模板———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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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　设计基准

２．５．３．１　

符号原图　狊狔犿犫狅犾狅狉犻犵犻狀犪犾

按照图形符号（２．１．２）表示规则在设计模板上绘制的用来作为基准或进行复制的图形符号（２．１．２）

设计图。

注：技术产品文件用图形符号、设备用图形符号和标志用图形符号的设计模板分别为基本网格、基本图型和基本

模型。

２．５．３．２　

基本线宽　犫犪狊犻犮犾犻狀犲狑犻犱狋犺

用于绘制设备用图形符号（２．４．２）的符号原图（２．５．３．１）中最显著部分线条的宽度。

注：基本线宽为２ｍｍ或４ｍｍ。

２．５．３．３　

角标　犮狅狉狀犲狉犿犪狉犽犻狀犵

位于图形符号（２．１．２）外沿四个拐角处相互垂直的线段。

注：设备用图形符号角标见图２，公共信息图形符号角标见图４。

２．５．３．４　

符号区域　狊狔犿犫狅犾犪狉犲犪

角标（２．５．３．３）所确定的正方形区域。

２．５．３．５　

基准尺寸　犫犪狊犻犮狊犻狕犲

犪

符号区域（２．５．３．４）的边长。

注：基准尺寸是公共信息导向要素设计的基础尺寸，示例见图７。

图７　图形符号基准尺寸

２．５．３．６　

视重　狅狆狋犻犮犪犾狑犲犻犵犺狋

对视觉元素（３．４．１）显著程度或大小的视觉印象。

２．５．４　符号要素和细节

２．５．４．１　

符号要素　狊狔犿犫狅犾犲犾犲犿犲狀狋

具有特定含义（２．２．５）的图形符号（２．１．２）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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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２　

限定要素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

附加于基本符号（２．３．６）或其他图形符号（２．１．２）之上，以提供某种确定或附加信息，不能单独使用

的符号要素（２．５．４．１）。

注：基本符号也可作为限定要素使用。

２．５．４．３　

符号细节　狊狔犿犫狅犾犱犲狋犪犻犾

构成符号要素（２．５．４．１）的可由视觉分辨的最小单元。

２．５．４．４　

关键细节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犱犲狋犪犻犾

重要细节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ｅｔａｉｌ

对于图形符号（２．１．２）的理解或图形符号（２．１．２）的完整必不可少的符号细节（２．５．４．３）。

２．５．４．５　

否定要素　狀犲犵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犿犲狀狋

否定（２．２．８）图形符号（２．１．２）全部或部分含义（２．２．５）的符号要素（２．５．４．１）。

注：否定要素通常包括斜杠和叉形两种形式。

２．６　测试

２．６．１　

被试　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狀狋

在进行方案测试时做出反应的人员。

２．６．２　

对象　狉犲犳犲狉犲狀狋

图形符号（２．１．２）所要表示的概念或事物。

２．６．２．１　

相关对象　狉犲犾犪狋犲犱狉犲犳犲狉犲狀狋

在同一符号（２．１．１）系统中具有关联或相似功能（２．２．７）的对象（２．６．２）。

注：例如“壁球”和“网球”。

２．６．２．２　

对象的否定　狀犲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犪狉犲犳犲狉犲狀狋

通过在图形符号（２．１．２）上添加否定要素（２．５．４．５）来否定图形符号（２．１．２）的全部或部分含义

（２．２．５）。

２．６．３　

理解度测试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狅狀狋犲狊狋

对方案的理解程度进行量化的测试过程。

２．６．４　

对象相关性测试　狊狔犿犫狅犾狉犲犳犲狉犲狀狋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

评估单独显示图形符号（２．１．２）时可以理解图形符号（２．１．２）含义（２．２．５）程度的过程。

２．６．４．１　

认知训练　犳犪犿犻犾犻犪狉犻狋狔狋狉犪犻狀犻狀犵

确保一组被试（２．６．１）熟悉图形符号（２．１．２）所要表达或代表的含义（２．２．５）的过程。

０１

犌犅／犜１５５６５—２０２０



３　标志

３．１　基本概念

３．１．１　

标志　狊犻犵狀

由呈现在衬底色（３．４．１．３）和／或边框（３．４．１．２）构成的几何形状中的符号（２．１．１）形成的传递特定信

息的视觉构型。

３．２　分类

３．２．１　

图形标志　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狊犻犵狀

由图形符号（２．１．２）或图像（２．２．２）形成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８。

犪）　　　　　　　　　　　　　　犫）

图８　图形标志

３．２．２　

文字标志　犾犲狋狋犲狉狊犻犵狀

由文字形成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９。

图９　文字标志

３．２．３　

地名标志　狆犾犪犮犲狀犪犿犲狊犻犵狀

标示地理实体专有名称的标志（３．１．１）。

３．２．４　

主标志　犿犪犻狀狊犻犵狀

相对于辅助标志（３．２．５）或补充标志（３．２．７），传递主要信息或起主要作用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１０或图１１，图中的图形标志为主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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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主标志与辅助标志

３．２．５　

辅助标志　狊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狉狔狊犻犵狀

从属于主标志（３．２．４），用文字解释主标志（３．２．４）所传递信息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１０，图中的文字标志为辅助标志。

３．２．６　

辅助文字　狊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狉狔狋犲狓狋

与图形标志（３．２．１）一起使用，对图形标志（３．２．１）含义（２．２．５）予以说明或补充的文字。

３．２．７　

补充标志　犮狅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狉狔狊犻犵狀

从属于主标志（３．２．４），传递附加信息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１１，图中的文字标志为补充标志。

图１１　主标志与补充标志

３．２．８　

单一标志　狊犻狀犵犾犲狊犻犵狀

由一个图形标志（３．２．１）或文字标志（３．２．２）形成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８或图９。

３．２．９　

组合标志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在同一标志载体（３．３．１）上由主标志（３．２．４）与辅助标志（３．２．５）、辅助文字（３．２．６）、补充标志（３．２．７）

等组合形成的共同表达某一信息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１０或图１１。

３．２．１０　

集合标志　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狊犻犵狀

在同一标志载体（３．３．１）上由两个或多个单一标志（３．２．８）和／或组合标志（３．２．９）形成的表达多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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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标志（３．１．１）。

示例：见图１２。

图１２　集合标志

３．２．１１　

区域信息标志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所提供的信息涉及一定范围的标志（３．１．１）。

注：例如，在大厅中设置的“禁止吸烟”标志，表示在大厅的范围内禁止吸烟。

３．２．１２　

局部信息标志　狆犪狉狋犻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所提供的信息只涉及具体地点、设备或部件的标志（３．１．１）。

注：例如，在电气设备上设置的“当心触电”标志，表示当心触电的警告信息只针对该设备有效。

３．２．１３　

内光源标志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犾狔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犲犱狊犻犵狀

由透明或半透明材料制作，通过标志载体（３．３．１）内部或后部光源透射显示的标志（３．１．１）。

３．２．１４　

磷光标志　狆犺狅狊狆犺狅狉犲狊犮犲狀狋狊犻犵狀

用磷光剂作为涂层，在去掉激发能源后，还能继续发光的标志（３．１．１）。

注：根据发光机理，磷光安全标志也称作蓄光安全标志、光致发光安全标志。

３．２．１５　

逆反射标志　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狏犲狊犻犵狀

采用逆反射材料（反射光线接近入射光线方向的反方向反射的材料）作为基材制作的标志（３．１．１）。

３．３　载体

３．３．１　

标志载体　狊犻犵狀犮犪狉狉犻犲狉

承载和显示标志（３．１．１）内容的材料。

３．３．１．１　

标志板　狆犾犪狋犲

使用刚性材料制成的标志载体（３．３．１）。

３．３．１．１．１

面板　犳犪犮犲狆犪狀犲犾

朝向观察者并承载信息的标志载体（３．３．１）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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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１．２

背板　犫犪犮犽犻狀犵狆犪狀犲犾

位于标志板（３．３．１．１）后部或是起支撑作用的标志载体（３．３．１）部件。

３．４　视觉元素

３．４．１　

视觉元素　狏犻狊狌犪犾犲犾犲犿犲狀狋

构成导向要素（４．１．３）的各个组成部分。

注：通常包括，图形符号、图像、箭头、文字、数字、颜色、衬底色、边框等。

３．４．１．１　

衬边　犫狅狉犱犲狉

标志（３．１．１）的边框（３．４．１．２）或外缘周围与边框（３．４．１．２）或外缘颜色成对比色（３．４．１．６）的具有一定

宽度的条带。

示例：见图１３ｂ）。

３．４．１．２　

边框　犲狀犮犾狅狊狌狉犲

形成标志（３．１．１）几何形状外边缘的线形。

示例：见图１３。

犪）　　　　　　　　　　　　　　　　　犫）　　　　　

图１３　标志的衬边、边框和衬底色

３．４．１．３　

衬底色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犮狅犾狅狌狉

形成标志（３．１．１）几何形状，衬托图形符号（２．１．２）或文字的颜色。

示例：见图１３。

３．４．１．４　

颜色代码　犮狅犾狅狌狉犮狅犱犲

用于表示特定含义（２．２．５）的一组颜色。

３．４．１．５　

安全色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犾狅狌狉

被赋予安全含义（２．２．５）而具有特殊属性的颜色。

注：安全色包括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红色、蓝色、黄色和绿色。

３．４．１．５．１

颜色范围　犮狅犾狅狌狉狉犲犵犻狅狀

ＣＩＥ２°标准色度观测者狓，狔色品坐标和指定颜色的亮度因数或亮度的边界值。

３．４．１．５．２

物体色　狅犫犼犲犮狋犮狅犾狅狌狉

ＣＩＥ２°标准色度观测者狓，狔色品坐标和亮度因数或亮度表示的安全标志（５．２．１）元素的指定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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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６　

对比色　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犮狅犾狅狌狉

与安全色（３．４．１．５）形成鲜明对比使其更加醒目颜色。

４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４．１　基本概念

４．１．１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狆狌犫犾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狊狔狊狋犲犿

由公共信息导向要素（４．１．３）构成的引导人们在公共场所进行有序活动的导向系统。

４．１．２　

公共信息标志　狆狌犫犾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传递公共场所、公共设施（４．３．１）及服务功能（４．３．４）等信息的标志（３．１．１）。

４．１．３　

导向要素　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犲犾犲犿犲狀狋

导向系统中具有特定功能的最小组成部分。

４．２　导向要素

４．２．１　

位置标志　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由图形标志（３．２．１）和／或文字［文字标志（３．２．２）］构成，标明服务功能（４．３．４）或公共设施（４．３．１）所

在位置的标志（３．１．１）。

４．２．２　

导向标志　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由图形标志（３．２．１）和／或文字［文字标志（３．２．２）］与方向符号构成，指示通往预期目的地行进方向

的标志（３．１．１）。

４．２．３　

信息索引标志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狊犻犵狀

列出特定区域或场所内服务功能（４．３．４）或公共设施（４．３．１）位置信息索引的标志（３．１．１）。

４．２．４　

平面示意图　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狀

显示特定区域或场所内服务功能（４．３．４）或公共设施（４．３．１）位置分布信息的示意图。

注：在平面示意图中，特定建筑物或构筑物可标注为与实际外观相同的三维图像。

４．２．４．１　

系列平面示意图　狊犲狉犻犲狊狅犳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狀狊

在同一区域或场所内设置在不同地点的一组相同或相似的平面示意图（４．２．４）。

４．２．４．２　

图例　犾犲犵犲狀犱

对所使用的符号（２．１．１）、标志（３．１．１）或特定含义（２．２．５）颜色的集中说明。

注：该术语也适用于街区导向图。

４．２．４．３　

观察者位置　狅犫狊犲狉狏犲狉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在平面示意图（４．２．４）或街区导向图（４．２．５）中，用符号（２．１．１）标出的观察者在图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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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４　

主图　犿犪犻狀犫狅犱狔

用于给出具体服务功能（４．３．４）或公共设施（４．３．１）详细位置信息的图形区域。

注：该术语也适用于街区导向图。

４．２．４．５　

概览图　狅狏犲狉狏犻犲狑狆犾犪狀

帮助观察者概略了解主图（４．２．４．４）所示区域在所规划导向的整体区域中所处位置的示意图。

注：该术语也适用于街区导向图。

４．２．５　

街区导向图　狊狋狉犲犲狋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犿犪狆

提供街区内主要自然地理信息、公共设施（４．３．１）位置分布信息和导向信息的简化地图。

４．２．６　

便携印刷品　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狆狉犻狀狋犻狀犵犿犪狋狋犲狉

便于使用者携带和随时查阅的导向资料。

４．２．７　

分布图　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犿犪狆

提供某类公共设施（４．３．１）或服务设施（４．３．２）的地理分布位置信息的示意图。

４．２．８　

路线图　狆犪狋犺犿犪狆

提供从特定出发点到达目标的路线信息的示意图。

注：例如游览路线图。

４．２．９　

线路图　狉狅狌狋犲犿犪狆

提供线路上的沿途站点或参考点的示意图。

注：例如公交线路图、轨道交通线路图。

４．２．１０　

导向线　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犾犻狀犲

设置在地面或墙面，指示行进路线方向的带有颜色的线形标记。

４．２．１１　

行为指示标志　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提示人们良好行为的公共信息标志（４．１．２）。

注：例如“请保持安静”标志，“请勿乱扔废弃物”标志等。

４．２．１２　

告示　狀狅狋犻犮犲

用来引起目标受众（６．３．１）关注并告知某种信息的标志（３．１．１）。

４．３　导向目标

４．３．１　

公共设施　狆狌犫犾犻犮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在一定区域或场所内因公共需要所提供的为公众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等有形设施。

注：如电梯、卫生间、医院、铁路旅客车站等。

４．３．２　

服务设施　狊犲狉狏犻犮犲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公共设施（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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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医院、商场等。

４．３．３　

交通设施　狋狉犪犳犳犻犮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为公众出行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公共设施（４．３．１）。

注：如公共汽电车站、铁路旅客车站等。

４．３．４　

服务功能　狊犲狉狏犻犮犲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公共设施（４．３．１）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内容。

注：如购物服务、医疗服务等。

５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５．１　基本概念

５．１．１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在公共场所或工作区域中由多种系统要素配合使用形成的传递安全信息的标志系统。

５．１．２　

应急导向系统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犵狌犻犱犪狀犮犲狊狔狊狋犲犿

由应急导向要素（４．１．３）构成的引导人们紧急情况下沿着指定疏散路线（５．３．８）撤离危险区域的导

向系统。

注：在应急导向系统中，导向要素主要包括疏散平面图、安全标志、安全标记等。

５．２　安全标志系统

５．２．１　

安全标志　狊犪犳犲狋狔狊犻犵狀

由呈现在由安全色（３．４．１．５）形成的衬底色（３．４．１．３）和／或边框（３．４．１．２）构成的几何形状中的图形

符号（２．１．２）形成的传递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３．１．１）。

５．２．１．１　

禁止标志　狆狉狅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禁止某种行为或动作的安全标志（５．２．１）。

示例：见图１４。

图１４　禁止标志

５．２．１．２　

警告标志　狑犪狉狀犻狀犵狊犻犵狀

提醒注意周围环境、事物，避免潜在危害的安全标志（５．２．１）。

示例：见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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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警告标志

５．２．１．３　

指令标志　犿犪狀犱犪狋狅狉狔犪犮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强制采取某种措施或做出某种动作的安全标志（５．２．１）。

示例：见图１６。

图１６　指令标志

５．２．１．４　

安全状况标志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提示安全行为或标示安全设备、疏散设施所在位置的安全标志（５．２．１）。

示例：见图１７。

图１７　安全状况标志

５．２．１．５　

消防设施标志　犳犻狉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狊犻犵狀

提示消防设施所在位置或如何使用消防设施的安全标志（５．２．１）。

示例：见图１８。

图１８　消防设施标志

５．２．１．６　

水域安全标志　狑犪狋犲狉狊犪犳犲狋狔狊犻犵狀

与水环境相关的安全标志（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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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６．１

海滩安全旗　犫犲犪犮犺狊犪犳犲狋狔犳犾犪犵

一端在旗杆或绳索上固定，通过颜色与几何形状的组合来传递特定的安全信息且在海滩上使用的

旗帜。

注：海滩安全旗可使用辅助支撑，如水平支撑等。

５．２．２　

安全标记　狊犪犳犲狋狔犿犪狉犽犻狀犵

出于安全目的使某个对象（２．６．２）或地点变得醒目的标记。

注：通常由安全色、对比色、发光材料或分隔开的点光源等方式形成。

示例：见图１９。

图１９　安全标记

５．２．３　

安全标签　狊犪犳犲狋狔犾犪犫犲犾

向观察者告知潜在的危险并描述避免危险所需安全措施或行动的标签。

注：安全标签用于传递危险信息、避免危险的预防措施信息和／或危险不能避免时将导致的结果等信息。

５．２．４　

警示语　狊犻犵狀犪犾狑狅狉犱

用于吸引注意并标明风险类别的词语。

注：警示语包括“危险”“警告”“注意”三种。

５．３　应急导向系统

５．３．１　

疏散平面图　犲狊犮犪狆犲狆犾犪狀

提供疏散路线（５．３．８）和应急设施等信息的平面图。

５．３．２　

维持性安全标志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狊犪犳犲狋狔狊犻犵狀

正常或紧急运行时，其内部灯具始终通电的标志（３．１．１）。

５．３．３　

非维持性安全标志　狀狅狀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狊犪犳犲狋狔狊犻犵狀

只在正常照明的电源失效时才启用内部灯具的标志（３．１．１）。

５．３．４　

紧急出口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狓犻狋

疏散路线（５．３．８）中通向安全场所的门或通道。

５．３．４．１　

终端出口　犳犻狀犪犾犲狓犻狋

连接疏散路线（５．３．８）和安全场所的最终紧急出口（５．３．４）。

５．３．５　

尽端式走廊　犱犲犪犱犲狀犱犮狅狉狉犻犱狅狉

袋形走廊　ｄｅａｄｅｎｄ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只有单向疏散路线（５．３．８）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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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６　

集合区　犪狊狊犲犿犫犾狔犪狉犲犪

在危险区域之外指定的供疏散者集中的安全区域。

５．３．７　

应急避难场所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狊犺犲犾狋犲狉

用于避灾人员就近紧急或临时避难的具有应急避难生活服务设施（４．３．２）并可供避难人员临时生

活的安全场所。

５．３．８　

疏散路线　犲狊犮犪狆犲狉狅狌狋犲

从建筑物内任意位置通向终端出口（５．３．４．１）的安全路线。

５．３．９　

疏散距离　狋狉犪狏犲犾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从建筑物内任意位置到达受到保护的疏散路线（５．３．８）、外部疏散路线（５．３．８）或终端出口（５．３．４．１）

的距离。

５．３．１０　

应急照明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在正常照明发生故障时提供的照明。

注：包括疏散照明、安全照明、备用照明。

５．３．１０．１　

应急疏散照明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狊犮犪狆犲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为疏散或在疏散前试图终止潜在危险所提供的应急照明（５．３．１０）。

６　导向系统设计和设置

６．１　导向要素设计原则

６．１．１　

简洁性　犮狅狀犮犻狊犲狀犲狊狊

导向要素（４．１．３）通过尽可能少的视觉元素（３．４．１）和尽可能简单的形式能准确表达导向信息的特性。

６．１．２　

整体性　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

导向要素（４．１．３）上共同表达某种导向信息的多个视觉元素（３．４．１）被感知为一个整体的特性。

６．１．３　

醒目性　犮狅狀狊狆犻犮狌犻狋狔

视野内的标志（３．１．１）／导向要素（４．１．３）较其环境背景易于引起注意的特性。

注：该术语同样适用于导向系统设置原则（见６．２）。

６．１．４　

一致性　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

〈导向系统〉导向要素（４．１．３）设计使用的视觉元素（３．４．１）以及设置采用的设置方式和位置相近的特性。

注：该术语同样适用于导向系统设置原则（见６．２）。

６．１．５　

协调性　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

各视觉元素（３．４．１）为实现导向要素（４．１．３）的整体效能而相互配合，或者各导向要素（４．１．３）为实现

导向系统的整体功能而相互配合或与环境配合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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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术语同样适用于导向系统设置原则（见６．２）。

６．２　导向系统设置原则

６．２．１　

系统性　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狀犲狊狊

导向系统内各导向要素（４．１．３）之间信息的连续传递以及各导向系统之间信息的顺畅链接、转换从

而达到导向目的的特性。

６．３　目标受众

６．３．１　

目标受众　狋犪狉犵犲狋犪狌犱犻犲狀犮犲

预期接受导向要素（４．１．３）、标志（３．１．１）、标签或标记所传递信息的人或人群。

６．３．２　

分辨力　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观察者区分符号细节（２．５．４．３）的视觉能力。

６．３．３　

视敏度狏犻狊狌犪犾犪犮狌犻狋狔

观察者能够清楚地看到具有非常小角距的细节的视觉能力。

６．３．４　

观察角　狏犻犲狑犻狀犵犪狀犵犾犲

α

标志（３．１．１）所在平面与观察者视线所形成的夹角。

示例：见图２０。

说明：

α———观察角；

犾———最大观察距离；

犡———偏移；

θ———偏移角。

图２０　观察角、最大观察距离、偏移和偏移角示意

６．３．５　

视角　狏犻狊狌犪犾犪狀犵犾犲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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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者眼睛到被观看标志（３．１．１）的最长轴两端的连线所形成的夹角。

示例：见图２１。

图２１　视角示意

６．３．６　

表观尺寸　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狊犻狕犲

对标志（３．１．１）几何形状大小的主观感觉。

注：具有不同几何尺寸的形状可被主观感知成相同大小。例如，正方形、斜置正方形、圆形、等边三角形尺寸保持

２５∶２５∶２８∶３５的比例关系时，各几何形状标志的表观尺寸基本一致。

６．４　影响因素

６．４．１　

最大观察距离　犿犪狓犻犿狌犿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犾

观察者能够清晰识别标志（３．１．１）的最大距离。

示例：见图２０。

６．４．２　

安全观察距离狊犪犳犲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观察者在能够识别安全标志（５．２．１）且仍然有机会遵守安全标志（５．２．１）信息时与安全标志（５．２．１）

间的最短距离。

６．４．３　

距离因数　犳犪犮狋狅狉狅犳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狕

最大观察距离（犾）（６．４．１）和标志高度（犺）（６．４．７）之比。

狕 ＝犾／犺

６．４．４　

有效作用区　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狕狅狀犲

人们能够清晰和安全地观察导向系统要素的范围。

６．４．５　

偏移　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

犡

标志（３．１．１）中心点到观察者视野法向中心线的垂直距离。

示例：见图２０。

６．４．６　

偏移角　犪狀犵犾犲狅犳犱犻狊狆犾犪犮犲犿犲狀狋

θ

观察者注视标志（３．１．１）中心点的视线与观察者视野法向中心线之间的夹角。

示例：见图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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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７　

标志高度　狊犻犵狀犺犲犻犵犺狋

犺

几何形状为圆形的标志（３．１．１）的直径或几何形状为矩形（或三角形）的标志（３．１．１）的高。

６．４．８　

节点　犻狀狋犲狉狊犲犮狋犻狅狀

行进路线与相关路径的交汇处或行进方向的变更处。

６．４．９　

低位　犾狅狑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导向要素（４．１．３）安装在地面（地板）平面上或地面（地板）上方附近的位置。

注：地面（地板）附近指小于或等于０．３ｍ的位置。

６．４．１０　

中位　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导向要素（４．１．３）安装在介于低位（６．４．９）和高位（６．４．１１）之间或位于视线水平高度的位置。

注：介于低位和高位之间指位于地面（地板）以上大于０．３ｍ且小于１．８ｍ的范围。视线的水平高度约为１．６ｍ。

６．４．１１　

高位　犺犻犵犺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导向要素（４．１．３）安装在与天花板等高或高于中位（６．４．１０）的位置。

注：高于中位指距离地面（地板）水平面的垂直距离大于或等于１．８ｍ。

６．４．１２　

反差　犮狅狀狋狉犪狊狋

图像（２．２．２）中最大光密度与最小光密度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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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资料性

术语的概

图Ａ．１给出了本标准中全部术语的概念体系。

　　　　　　　　　　　　　　　　　　　　　　　　　　　　　　　　　　　　　图犃．１　术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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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

附录

念体系

念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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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汉语拼音索引

犃

安全标记 ５．２．２……………………………………

安全标签 ５．２．３……………………………………

安全标志 ５．２．１……………………………………

安全观察距离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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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识别系统 ５．１．１…………………………

安全状况标志 ５．２．１．４………………………………

犅

背板 ３．３．１．１．２………………………………………

被试 ２．６．１…………………………………………

边框 ３．４．１．２…………………………………………

便携印刷品 ４．２．６…………………………………

标志 ３．１．１…………………………………………

标志板 ３．３．１．１………………………………………

标志高度 ６．４．７……………………………………

标志用图形符号 ２．４．３……………………………

标志载体 ３．３．１……………………………………

标注用符号 ２．４．１．２…………………………………

表观尺寸 ６．３．６……………………………………

补充标志 ３．２．７……………………………………

犆

衬边 ３．４．１．１…………………………………………

衬底色 ３．４．１．３………………………………………

犇

单一标志 ３．２．８……………………………………

导向标志 ４．２．２……………………………………

导向线 ４．２．１０………………………………………

导向要素 ４．１．３……………………………………

低位 ６．４．９…………………………………………

地名标志 ３．２．３……………………………………

对比色 ３．４．１．６………………………………………

对象 ２．６．２…………………………………………

对象的否定 ２．６．２．２…………………………………

对象相关性测试 ２．６．４……………………………

犉

反差 ６．４．１２…………………………………………

方框符号 ２．３．４……………………………………

非维持性安全标志 ５．３．３…………………………

分辨力 ６．３．２………………………………………

分布图 ４．２．７………………………………………

否定 ２．２．８…………………………………………

否定要素 ２．５．４．５……………………………………

服务功能 ４．３．４……………………………………

服务设施 ４．３．２……………………………………

符号 ２．１．１…………………………………………

符号区域 ２．５．３．４……………………………………

符号细节 ２．５．４．３……………………………………

符号要素 ２．５．４．１……………………………………

符号原图 ２．５．３．１……………………………………

符号族 ２．２．９………………………………………

辅助标志 ３．２．５……………………………………

辅助文字 ３．２．６……………………………………

犌

概览图 ４．２．４．５………………………………………

高位 ６．４．１１…………………………………………

告示 ４．２．１２…………………………………………

公称尺寸 ２．５．２．２．１…………………………………

公共设施 ４．３．１……………………………………

公共信息标志 ４．１．２………………………………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４．１．１…………………………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２．４．３．１…………………………

功能 ２．２．７…………………………………………

关键细节 ２．５．４．４……………………………………

观察角 ６．３．４………………………………………

观察者位置 ４．２．４．３…………………………………

犎

海滩安全旗 ５．２．１．６．１………………………………

含义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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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

基本符号 ２．３．６……………………………………

基本模型 ２．５．２．３……………………………………

基本图型 ２．５．２．２……………………………………

基本网格 ２．５．２．１……………………………………

基本线宽 ２．５．３．２……………………………………

基准尺寸 ２．５．３．５……………………………………

集合标志 ３．２．１０……………………………………

集合区 ５．３．６………………………………………

记忆性 ２．５．１．４………………………………………

技术产品文件用图形符号 ２．４．１…………………

简化符号 ２．３．５……………………………………

简洁性 ６．１．１………………………………………

简图用符号 ２．４．１．１…………………………………

交通设施 ４．３．３……………………………………

角标 ２．５．３．３…………………………………………

街区导向图 ４．２．５…………………………………

节点 ６．４．８…………………………………………

紧急出口 ５．３．４……………………………………

尽端式走廊 ５．３．５…………………………………

禁止标志 ５．２．１．１……………………………………

警告标志 ５．２．１．２……………………………………

警示语 ５．２．４………………………………………

局部信息标志 ３．２．１２………………………………

距离因数 ６．４．３……………………………………

犓

控制符号 ２．４．２．２……………………………………

犔

理解度测试 ２．６．３…………………………………

理解性 ２．５．１．３………………………………………

磷光标志 ３．２．１４……………………………………

路线图 ４．２．８………………………………………

犕

面板 ３．３．１．１．１………………………………………

名称 ２．２．４…………………………………………

目标受众 ６．３．１……………………………………

犖

内光源标志 ３．２．１３…………………………………

逆反射标志 ３．２．１５…………………………………

犘

排斥功能 ２．２．７．１……………………………………

偏移 ６．４．５…………………………………………

偏移角 ６．４．６………………………………………

平面示意图 ４．２．４…………………………………

犙

清晰性 ２．５．１．１………………………………………

区分性 ２．５．１．２………………………………………

区域信息标志 ３．２．１１………………………………

犚

人形模板 ２．５．２．３．２…………………………………

认知训练 ２．６．４．１……………………………………

犛

设备用图形符号 ２．４．２……………………………

视角 ６．３．５…………………………………………

视觉元素 ３．４．１……………………………………

视敏度 ６．３．３………………………………………

视重 ２．５．３．６…………………………………………

疏散距离 ５．３．９……………………………………

疏散路线 ５．３．８……………………………………

疏散平面图 ５．３．１…………………………………

水域安全标志 ５．２．１．６………………………………

说明 ２．２．６…………………………………………

犜

特定符号 ２．３．７……………………………………

通用符号 ２．３．１……………………………………

图标 ２．４．３．３…………………………………………

图例 ４．２．４．２…………………………………………

图像 ２．２．２…………………………………………

图形 ２．２．１…………………………………………

图形标志 ３．２．１……………………………………

图形符号 ２．１．２……………………………………

图形模板 ２．５．２．３．１…………………………………

犠

维持性安全标志 ５．３．２……………………………

位置标志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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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标志 ３．２．２……………………………………

文字符号 ２．１．３……………………………………

物体色 ３．４．１．５．２……………………………………

犡

系列平面示意图 ４．２．４．１……………………………

系统性 ６．２．１………………………………………

显示符号 ２．４．２．１……………………………………

限定要素 ２．５．４．２……………………………………

线路图 ４．２．９………………………………………

相关对象 ２．６．２．１……………………………………

详细符号 ２．３．３……………………………………

消防设施标志 ５．２．１５………………………………

协调性 ６．１．５………………………………………

信息索引标志 ４．２．３………………………………

醒目性 ６．１．３………………………………………

行为指示标志 ４．２．１１………………………………

犢

颜色代码 ３．４．１．４……………………………………

颜色范围 ３．４．１．５．１…………………………………

一般符号 ２．３．６……………………………………

一致性 ６．１．４………………………………………

一致性 ２．５．１．５………………………………………

应急避难场所 ５．３．７………………………………

应急导向系统 ５．１．２………………………………

应急疏散照明 ５．３．１０．１……………………………

应急照明 ５．３．１０……………………………………

有效作用区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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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标志 ５．２．１．３……………………………………

中位 ６．４．１０…………………………………………

终端出口 ５．３．４．１……………………………………

重要细节 ２．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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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图 ４．２．４．４…………………………………………

专用符号 ２．３．２……………………………………

字符 ２．２．３…………………………………………

组合标志 ３．２．９……………………………………

最大观察距离 ６．４．１………………………………

ｔｐｄ符号 ２．４．１………………………………………

８２

犌犅／犜１５５６５—２０２０



英文对应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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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狊犻狕犲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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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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