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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规范海南省城市建设中关于公共服务设施和行政机构街区导向标志系统的设计

和设置，满足我省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出行及办公需求。

本标准在充分调研并分析海南省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根据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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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和行政机构街区导向标志系统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省城市基础建设中关于公共服务设施和行政机构街区导向标志系统设置的术语

和定义、导向系统构成、一般原则、设置方式、设置位置、设置范围、标志设计和信息传递。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内城市街区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行政机构街区导向标志系统。

本标准不适用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及标线的施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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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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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001（所有部分）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5565（所有部分） 图形符号 术语

GB/T 15566.1-2007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5566.10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0部分：街区

GB/T 17695 印刷品用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GB/T 205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565（所有部分）、GB/T 20501（所有部分）、GB/T 15566.1、GB/T 15566.10界定的以及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街区

城市中以道路为边界，由若干建筑构成的区域。

3.2

开放式街区

有城市公共道路贯穿其中但无明确出、入口的街区。

3.3

封闭式街区

内有独立道路系统但只设有限公共出、入口与城市其他区域相连的街区。

4 导向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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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导向标志系统由以下导向要素构成：

——位置标志；

——导向标志；

——平面示意图；

——信息板；

——街区导向图；

——便携印刷品。

5 一般原则

5.1 规范性

5.1.1 导向要素的设计应符合 GB/T 20501 的要求。

5.1.2 导向要素中主要信息的传递应优先使用图形标志。对于边长大于 10 mm 的图形标志，应使用

GB/T 10001 中规定的图形符号；对于边长为 3 mm～10 mm 的图形标志，应使用 GB/T 17695 中规定

的图形符号。

5.2 系统性

5.2.1 导向系统内所有信息的传递应连续一致，各种标志的设置位置和设计风格应保持协调一致。在

系统内所有节点处都应设置相应的导向要素，并通过导向要素的设置对所有可能的目的地以及到达每个

目的地的最短或最合适的路线进行引导。

5.2.2 应保证不同导向系统间信息传递的连续性，在考虑对系统内部进行导向的同时亦应提供到达周

边导向系统的信息。不同导向系统间连接、转换的导向设置应采用相同规则，以利于顺利转换和过渡。

5.2.3 在设计并设置某一具体导向系统时应考虑其中的导向要素对整个城市导向系统的作用，例如可

提供具有导向功能的反映整体环境的市区地图等印刷品或者通过公交站牌的站名设计起到对周边区域

定位的作用。

5.2.4 导向系统内部应配合使用并适量设置各种导向要素。

5.2.5 导向系统内部标志载体的设置宜与周边景区有所区别。

5.3 醒目性

5.3.1 导向要素在所设置的环境中应醒目易辨。

5.3.2 导向要素应设置在易于发现的位置，并避免被其他固定物体遮挡。

5.3.3 导向要素如需在夜间使用时，应保证有足够的照明设备或使用内置光源。

5.3.4 导向要素与广告及交通标志等应保持视觉上的分离，并不得混设或呈规律性排布。

5.4 清晰性

5.4.1 导向要素中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与其背景应有足够的对比度。

5.4.2 导向要素中图形符号与文字符号的细节之间应易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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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应保证标志与标志以及标志与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清晰。

5.5 协调性

5.5.1 在导向系统中所有表示相同含义的图形符号或文字符号应协调一致。

5.5.2 导向要素的设计（如几何形状及颜色等）应与环境相协调。

5.5.3 同一区域中同类导向要素的几何尺寸、设置方式和设置高度宜相同。

5.6 安全性

5.6.1 标志载体及其制作应选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材料和工艺。

5.6.2 导向系统中各要素设置后不应有造成人体任何伤害的潜在危险。

6 设置方式

6.1 导向要素的设置方式包括：

——附着式：标志背面直接固定在物体上的设置方式；

——悬挂式：与建筑物顶部或墙体连接固定的悬空设置方式；

——摆放式：可移动放置的设置方式；

——框架式：固定在框架内或支撑杆之间的设置方式；

——柱式：固定在一根或多根支撑杆顶部的设置方式；

——台式：附着在一定高度的倾斜台面上的设置方式。

6.2 导向标志宜采用附着式、悬挂式、框架式或柱式等方式设置。

6.3 位置标志宜采用附着式、悬挂式或摆放式等方式设置。

6.4 平面示意图宜采用附着式、柱式或台式等方式设置。

6.5 信息板宜采用附着式、柱式或台式等方式设置。

6.6 街区导向图宜采用附着式、柱式或台式等方式设置。

7 设置位置

7.1 位置标志

7.1.1 位置标志应设置在目标的上方或紧邻目标物。如位置标志所示目标在有效观察范围内特征突出

且易于辨认，则位置标志的设置应起到导向作用，使远处的观察者易于发现。

7.1.2 在人员入口内侧和人员出口外侧宜设置“请勿通过”标志（见图 1）。在停车场车辆入口内侧

和车辆出口外侧应设置“禁止驶入”标志（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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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请勿通过标志

图2 禁止驶入标志

7.2 导向标志

7.2.1 导向标志应设置在导向路径上所有需要做出方向选择的节点处（如路口、分岔口等）以及看不

到位置标志的地方。当导向路径很长时，即使没有路口等节点亦应以适当的间隔重复设置导向标志。

7.2.2 同一场所中，如需同时为车辆和行人分别进行导向时，应通过标志的颜色、标志载体的几何形

状或其设置位置等明确区分两种不同信息（示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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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车辆导向信息与行人导向信息的区分

7.3 信息板和平面示意图

7.3.1 信息板和平面示意图应设置在其导向范围的主要入口处。封闭式街区的所有出、入口均应设置

平面示意图。平面示意图的实际设置位置应与图中所设计的观察者的位置及方向相一致。

7.3.2 宜在信息板和平面示意图上的显著位置设置信息中心图形标志。

7.4 街区导向图

7.4.1 街区导向图应设置在开放式街区中行人较多的露天场所。封闭式街区的所有出、入口均应设置

街区导向图。

7.4.2 街区导向图的设置密度应与导向范围内的交通流量相协调。在主要干道上设置时，其同向设置

距离不宜大于 500 m。在其他道路上设置时，其同向设置距离不宜大于 1 000 m。

7.4.3 观察者在街区导向图上看到的方位应与实际方位相一致。

7.4.4 宜在街区导向图上的显著位置设置信息中心图形标志。

7.5 便携印刷品

7.5.1 便携印刷品宜放在其导向范围的主要入口处或政府机关、宾馆、车站及码头等公共场所的接待

处，以方便取用。

7.5.2 便携印刷品宜放置在平面示意图等导向要素附近，并与其配合使用。

8 设置范围

8.1 封闭式街区

8.1.1 出入口

8.1.1.1 在街区周边主要临近路口处宜提前 100 m～200 m 为车辆设置街区入口的导向标志。

8.1.1.2 在临近街区的公交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附近宜为行人设置街区入口的导向标志。

8.1.1.3 在街区的主要入口处应设置街区的名称标志（如×××小区）及所在道路的地名标志（如三

亚湾路）。

8.1.1.4 街区的主要出口处内侧宜设置该出口的名称标志（如×××小区北出口）。

8.1.1.5 在街区出口外的适当位置宜设置该出口附近的公交车站、码头及停车场等交通枢纽的导向标

志。

8.1.2 区内道路

8.1.2.1 街区内设有公共停车场、卫生间等服务设施时，应在道路右侧设置相应的导向标志。

8.1.2.2 当街区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构时，其导向标志中应包括主要行政机构的导向信息。导

向信息的选择应符合 10.1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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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3 当从街区入口到达需导向的某一服务设施或行政机构距离较远或者途中有岔口时，应在道路

右侧连续设置该服务设施或行政机构的导向标志。

8.1.3 地理实体

8.1.3.1 地理实体应设置名称标志（如×××大厦）。名称标志宜设置在该实体的外立面和主要入口

处，其中入口处还宜提供该实体所能提供的主要服务信息。

8.1.3.2 地理实体主要出口外侧的适当位置宜设置街区出口的导向标志。

8.1.3.3 当停车场位于街区内时，宜在 8.1.3.2 所示位置设置停车场导向标志。内设停车场的地理实

体宜提前设置停车场导向标志。

8.2 开放式街区

8.2.1 应按 8.1 的基本要求设置导向系统。

8.2.2 对有多个入口的开放式街区，其导向信息应以最近入口为主，并宜兼顾其他入口的导向。

8.2.3 应在街区内设置所在道路的地名标志。十字路口处的道路地名标志不宜少于 4 块，丁字路口不

宜少于 2 块。在人员密度较高的路段（如市中心繁华路段）宜每隔 300 m～500 m 设置一块道路地名标

志。

8.2.4 宜在 8.1.3.2 所示位置设置周边公交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的导向标志。

8.2.5 宜在人员流动节点处（例如公交车站）设置临近地理实体的导向标志。

9 标志设计

9.1 尺寸

9.1.1 图形标志的尺寸应符合 GB/T 20501.1 的要求。

9.1.2 文字标志的尺寸应符合 GB/T 20501.2 的要求。

9.1.3 标志的最小尺寸应根据标志的最大观察距离确定。标志最大观察距离的确定方法参见 GB/T

15566.1-2007 中附录 A。

9.1.4 图形标志最大观察距离确定后，宜按表 1 所示尺寸系列确定标志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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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图形标志尺寸系列

单位：m

最大观察距离 图形标志尺寸

0～2.5 0.063

2.6～4.0 0.100

4.1～6.3 0.160

6.4～10.0 0.250

10.1～16.0 0.400

16.1～25.0 0.630

25.1～40.0 1.000

9.2 视线偏移

应符合 GB/T 15566.1-2007 中7.5的要求。

9.3 设置高度

9.3.1 标志的设置高度应能满足 9.2中对视线偏移的有关要求。

9.3.2 导向标志采用附着式安装时，标志载体的上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2.00 m，以保

证标志信息不被遮挡（见图 4）。

图4 附着式导向标志设置高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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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位置标志采用附着式安装时应将标志设置在水平视线的高度，即标志载体的上边缘与地面之间

的垂直距离约为 1.60 m。如位置标志需在更大距离上被识别时，标志载体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

距离不应小于 2.00 m（见图 5）。

图5 附着式位置标志设置高度示意图

9.3.4 标志采用悬挂式安装时，标志载体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最大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2.20 m（见图 6）。

图6 悬挂式标志设置高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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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传递

10.1 标志内容

10.1.1 街区导向系统应提供以下五类信息：

——公共交通设施：有关公交车站、码头、火车站、机场的名称、方位等信息；

——道路：有关道路的名称、方位等信息；

——公共服务设施：有关购物场所、医疗机构、宾馆饭店及公共卫生间等的方位信息；

——旅游景区：有关旅游景点、市区慢行道及广场的名称、方位等信息；

——行政服务机构：有关行政服务机构的名称、方位及服务项目等信息。

10.1.2 街区导向系统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务设施信息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具有标识本街区地理方位的作用；

——有相对较大的客流量；

——有固定的对外服务时间。

10.1.3 街区导向系统提供的主要行政服务机构信息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具有对外服务窗口或接待部门；

——有相对较大的来访量；

——有固定的对外服务时间。

10.1.4 当某一公共服务设施信息代表的是单一功能的建筑（如医院）时，应使用相应的图形符号和相

关文字说明（如×××医院）传递该信息（见图 7）。

图7 导向标志设计示例

10.1.5 当某一公共服务设施信息代表的是综合性建筑（内设多种设施，如有银行、酒楼、超市及办公

场所等）时，应使用相关文字说明（如该建筑物的名称）传递该信息（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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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综合性建筑位置标志示例

10.1.6 当某一行政服务机构信息代表的是多个单位或部门（如行政服务大厅）时，应使用综合办公机

构名称或相关文字说明传递该信息（见图 9）。

图9 综合办公机构位置标志示例

10.1.7 在办公机构的入口或接待部门的适当位置宜设置便携印刷品，标明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对外服务

项目、服务时间及行政职能等信息。

10.2 方向指示

10.2.1 当不同指向的多个导向标志设置在一起时，各导向标志间应以图 10 所示方式布置，且同一方

向的导向标志应上下相邻布置。具体设置示例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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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方向导向标志布置示例

图11 导向标志集中设置示例

10.2.2 设置导向标志时应避免在选择方向时产生任何误解，例如在可能与“向上”混淆的情况下使用

向下指的箭头表示“向前”。

10.2.3 位置标志中的图形符号含有方向性时应在设置位置标志时使图形符号的方向与实际场所中的

方向一致（见图 12）。如图形符号的方向与实际场所的方向不一致，则应使用图形符号的镜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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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标志符号方向与实际场所方向一致的设置示例

10.2.4 在出入口设置位置标志时应根据实际设置的位置调整图形符号的方向，使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与

实际人员流动方向相一致。表 2 中给出了出入口图形符号处于不同方向时的设置位置。具体设置示例参

见图 13。

表2 出入口图形符号处于不同方位时的设置位置

不同方向的

入口图形符号

设置位置
不同方向的

出口图形符号

设置位置

标志附着于

入口所在墙面

标志与入口

所在墙面垂直

标志附着于

出口所在墙面

标志与出口

所在墙面垂直

设置在入口的上

方、左侧或右侧
——

设置在出口的上

方、左侧或右侧
——

——
设置成标志中的

箭头指向入口
——

设置成标志中的

箭头指向出口

——
设置成标志中的

箭头指向入口
——

设置成标志中的

箭头指向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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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入口标志设置示例

10.2.5 出入口符号与导向箭头配合形成导向标志时出入口符号中的箭头方向应与导向箭头的方向相

一致（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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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出入口导向标志的设置方式

入口导向 出口导向

10.3 标志布局

10.3.1 当导向标志同时提供 10.1.1 中的五类信息时，应集中布置同类信息并用不同的颜色区分不同

类别的信息。导向标志中五类信息从上至下的排列顺序宜为道路信息、旅游景区信息、公共交通设施信

息、公共服务设施信息和行政服务机构信息。

10.3.2 当导向标志上有多个不同方向的目的地时，应按照向前、向左和向右的顺序布置（示例参见图

14），且同一方向的信息应按照 10.3.3 的要求集中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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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不同方向信息布局示例

10.3.3 当导向标志在同一方向上有多个目的地时，所有目的地的排列顺序应按照由近及远的空间位置

从上至下排列。图 15 中给出了多个目的地的空间位置与导向标志平面布局的关系（图中“公交站”是

距离当前位置最近的地点）。

图15 空间位置与布局关系

10.3.4 导向标志宜按照先概括后具体的顺序设置。例如，可先设置“卫生间”标志，然后再设置“男

卫生间”和“女卫生间”标志。

10.3.5 相同信息在不同导向要素中的表达形式和内容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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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