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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应急场所导向标识系统是保障人员在灾害或突发事

件中快速疏散的重要工具，其设计和布局直接影响疏散

效率。然而常规的标识系统往往忽略了用户在紧急状况

下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它依赖于静态的标识信息，因此

难以应对突发环境的多变性。在实际疏散行动中，人们

的选择常常受路径依赖、群体效应和认知负荷等行为因

素的影响，使标识系统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急疏导功能。

这些行为模式表明，在高压情境下，人们的认知能力会

受到限制，更倾向于依赖简洁且明确的指引信息。因此，

深入分析用户在紧急情况下的行为模式，对于改进标识

系统设计至关重要。结合用户行为特性优化标识布局和

信息传递方式，不仅能显著提升疏散效率，减少拥堵，

还能在关键时刻防止灾害扩散和人员伤亡。目标是通过

分析用户行为，提出优化策略，以改进应急场所导向标

识系统，使其在复杂环境中更具实用性和可靠性。

一、应急场所导向标识系统现状与用户行为分析

（一）导向标识系统的现状与不足

现有的应急场所标识系统普遍受限于其静态设计，

这意味着它们无法实时适应突发事件的动态变化。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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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模式只能提供固定的疏散路线，无法应对紧急情况

下环境的变化，例如火灾的扩散方向或建筑物的结构损

伤。此外，许多标识系统未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认知能

力与行为习惯。例如，对于外来人员、儿童和老年人等群

体而言，解读复杂标识信息的困难可能对他们的决策和行

为产生影响。标识设计过于依赖符号或文字，导致信息传

递缺乏直观性。在紧急情况下，这种设计尤其会加重用户

的认知负荷，使其难以快速做出反应，延缓疏散进程 [1]。

这些问题使标识系统在紧急状况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引功

能，甚至可能增加疏散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用户行为分析的重要性

在紧急撤离过程中，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当面对灾难时，人们往往会选择他们熟悉的路径，哪怕

这些路径并非最安全或最快的。这揭示了路径依赖现

象，尤其在复杂建筑环境中更为明显。用户倾向于选择

熟悉的路线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往往忽略了不熟悉

的标识提示。此外，群体行为对疏散过程的影响同样显

著。人们常常受到他人行动的引导，选择跟随群体，这

虽然能够降低个人决策的压力，但可能导致人群集中在

特定出口，引发局部拥堵。认知负荷也是影响疏散的重

要因素。在压力极大的情境中，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下

降，复杂的标识信息会延长决策时间，进而影响疏散效

率。因此，掌握用户的行为特征并对标识系统进行个性

化优化，是提升应急疏散效率的关键。

（三）应急情境下的行为模式分析

在紧急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

盲目跟随、路径依赖和行动迟缓 [2]。在混乱的环境中，人

们往往会盲目跟随他人，忽视明确的标识指引，这种行为

加剧了疏散过程中的秩序混乱。路径依赖现象同样明显，

基于行为分析的应急场所导向标识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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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急情况下，导向标识系统对人群疏散至关重要。传统标识系统往往忽视了用户在高压情境下的行为模式，

进而降低了疏散效率。本文探讨了一种基于用户行为分析的标识系统优化方法，通过动态调整、分级信息传递和个

性化设计策略，提升系统的疏散效果。通过仿真模拟和数据分析，这些策略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紧急状况，从

而提高疏散速度和安全性。本研究为应急标识系统的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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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熟悉的出口，忽略标识系统提供的其他

选项，导致拥堵的发生。此外，老年人、行动不便者以及

情绪波动较大的用户通常反应迟缓，难以快速理解标识信

息并进行有效疏散。因此，在设计标识系统时，必须针对

不同群体的特定需求进行细致考量。对用户行为的深入分

析能够揭示现有导向标识系统的不足，从而推动更加精准

的优化，确保其在紧急状况下有效发挥疏散引导功能。

二、基于用户行为的应急标识系统设计原则

（一）以用户为中心的标识设计

在紧急状况下，人们往往处于高度压力和紧张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导致他们的行为与平时明显不同。鉴于这

一特性，应急标识系统的构建需以用户为核心，确保信

息能够迅速被辨认和理解。简洁性和可读性是设计的基

本原则。信息的复杂性会增加用户的认知负荷，影响决

策效率。因此，为提高标识的效率和易懂性，应尽量减

少复杂的文字描述，更多地采用直观的视觉符号，如简

洁的图标、鲜明的颜色和清晰的指示箭头 [3]。此外，为

了确保在烟雾、光线不足等情况下仍能被清晰辨识，标

识的颜色对比度需要足够突出。设计应符合视觉感知规

律，以便快速辨认。

应急标识系统的关键设计要素之一是具备实时动态

调整能力。在紧急状况下，灾害现场的情况可能迅速变

化，某些疏散通道可能因火灾、建筑物倒塌等原因无法使

用。因此，理想的标识系统应能够根据实时环境自动调整

疏散指引。例如，危险区域的出口应立即标记为“禁止进

入”，而安全通道应被突出显示。这样不仅能够降低用户

作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还能提升疏散效率和安全性。

层次化的信息传递能够适应各类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在紧急情况下，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反应速度各不相同，

标识系统应根据不同用户设计多级别的指引方案。对于

普通人群，简洁直观的疏散指引即可满足需求；而对于

老年人、儿童或行动不便者，则需提供更为详尽的指导

信息。例如，特定群体需要明确安全区域的位置和最宽

敞的疏散通道，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撤离。

（二）结合群体行为特征的标识设计

在集体撤离过程中，个人行动通常受到群体行为的

显著影响，尤其在紧急环境下，群体行为的同质性尤为

突出。设计标识时，需充分考虑群体行为特征，以制定

恰当的疏散指引方案。规避人流拥堵的导向设计是关键

要素。为了防止人群向同一出口聚集，可以通过分流标

识引导他们向不同方向疏散。在大型建筑中，布置多个

疏散通道是必要的措施。标识应清楚引导人们前往最近

且通畅的出口，以避免人流集中在单一路径上 [4]。

在此过程中，标识系统必须具备实时信息更新的能

力。通过实时监测人群和灾害现场，标识系统能够及时

向用户反馈当前路径的可行性，协助用户做出恰当的选

择。例如，当某条疏散通道因阻塞或危险情况不可行时，

系统应迅速提供备选路径，防止拥堵现象的扩散。

（三）特殊人群的标识优化设计

在紧急撤离过程中，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未成年人

以及行动不便者往往面临更大挑战。因此，设计标识系

统时需特别考虑这些群体的行为特征，以进行针对性的

优化。在规划疏散路径时，需重视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

的特殊需求。鉴于他们行动较慢，应设计宽敞且平坦的

通道以方便疏散。标识的字体和符号应加大，并使用高

对比度的颜色，以确保他们能够迅速辨认标识。此外，

标识布局应简化复杂的路径选择，减少过多的转弯或岔

路，以降低他们在疏散时迷失方向的风险。

对于语言能力受限或文化差异显著的群体，采用多

种语言和多感官渠道进行信息传递是提高标识设计效果

的关键。在国际化城市或旅游景点，标识不仅需提供多

种语言的辅助，还应采用图示、灯光和声音等方式传达

信息。多感官信息传递确保了来自不同语言或文化背景

的人群能够迅速掌握疏散指令，有效降低了因语言差异

带来的理解障碍。

三、基于仿真和数据分析的标识系统优化策略

（一）仿真模拟的应用

仿真技术在应急标识系统的改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使得我们能够在无需面临实际危险的情况下评估各种

设计方案对疏散效率的影响。例如，在大型购物中心或

高层建筑中进行紧急撤离演练时，仿真技术可以重现火

灾、地震等突发事件的情景。仿真系统可以模拟多种环

境设定，例如改变火源位置或楼层结构的复杂度。这有

助于评估标识系统的实用性 [5]。

以高层建筑为例，若火灾导致部分楼梯或通道被封

锁，仿真技术能够模拟此类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反应。在

明确的指示下，人群能够更快地分散，减少大量人员聚

集在主要出口造成的疏散延迟。此类模拟不仅有助于识

别哪些标识信息可能导致误解，还能够通过测试不同设

计方案，改善标识布局和信息传递效率，以提高其在紧

急情况下的适应性和实用性。

仿真技术能够揭示疏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拥堵点。

在某些复杂的建筑设计中，疏散通道可能较为复杂且出

口数量有限，模拟分析可以揭示某些关键位置容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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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依据模拟结果，可以提前优化该区域，通过增设

分流标识或引导次要出口的使用，避免人流拥堵，确保

疏散顺畅进行。

（二）数据驱动的标识系统优化

在应急标识系统的改进过程中，数据分析的作用同

样不可忽视。历史上的疏散事件为标识系统设计提供了

珍贵的借鉴。通过分析应急场所中的人群疏散数据，可

以观察到一些普遍存在的行为习惯。例如，在紧急情况

下，大部分人倾向于选择最熟悉或最显眼的出口。在构

建标识系统时，关键在于强调主要出口的可见性，同时

通过提高次要出口标识的可见度，实现人流分散，从而

提高疏散速度。

实时数据为标识系统的灵活调整提供了依据。利用

传感器，系统能够实时监控人群在疏散过程中的密度和

流动性，从而及时调整指示标识的引导方向。当一条疏

散路径出现拥堵时，标识系统能够自动指引人群转向其

他畅通的出口，从而降低特定区域的压力并提升整体疏

散效率。在地铁站、购物中心等人群密集场所，通过传

感器提供的数据，可以实时优化疏散路线，防止人群在

单一出口处堵塞，显著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和精确度。

实时数据的应用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标识系统的布局

和信息更新效率。通过持续收集并分析群体的行动路径、

拥堵点以及选择路线，标识系统能够逐步自我调节，减

少信息滞后或混乱现象。数据驱动技术提升了标识系统

在复杂疏散环境中的适应性，确保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

迅速响应并更新。

（三）智能化标识系统设计

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应急疏散提供了智能化标识系统，

开辟了新的优化途径。智能标识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息，

并根据实时监控和传感器反馈，为各类人群提供个性化

的疏散指引。在大型商业设施或医疗机构中，智能标识

系统能够定位行动不便者或老年人的位置，并根据他们

的移动速度和位置，规划出最适宜的疏散路线。对于其

他人员，系统能够提供最短或最直接的路径指引，从而

缩短疏散时间。

智能标识系统的另一优点是与应急指挥系统的协同

作用。当灾难如火灾或地震突然发生时，指挥中心通过

传感器实时监控火焰、烟雾和人群移动。智能系统根据

这些信息进行实时响应，自动封闭受威胁区域的出口，

并调整指示标志，确保人群沿安全路径撤离。

在一次火灾事故中，智能标识系统通过实时监测烟

雾浓度和温度数据，动态调整了指示标志，封锁了受威

胁的通道，有效防止了众多人员进入危险区域。智能系

统显著提升了疏散效率，相较于传统静态标识，其灵活

性和实时性得到了显著增强，从而有效降低了伤亡率。

四、结论与展望

基于用户行为分析，能够显著提高应急场所导向标

识系统的疏散效率与安全性。在紧急状况下，个体的决

策过程显著受到既定路径、群体心理以及认知负荷等因

素的影响，而传统的静态标识系统往往难以应对这些复

杂的行为模式。通过融合仿真模拟与数据分析手段，能

够针对不同场所的独特属性和用户行为习惯，实施个性

化的标识系统改进措施。引入动态调整能力、分级信息

传递和智能化设计，使标识系统能够实时响应紧急状况

下的环境变化和人群流动，从而为疏散过程提供更精确

且高效的指导。设计标识时，应注重简化和可理解性，

旨在降低用户在压力环境下的认知负担。针对不同群体

的行为特点，传递信息时需要更加灵活和个性化。行动

不便者和老年人等特定群体需要依赖专门设计的疏散通

道和引导，以确保他们能够安全撤离。对于普通人员，

则可以选择更迅速且直接的路线疏散。结合仿真模拟技

术和实时数据，能够有效识别在疏散过程中出现的瓶颈

区域，并对标识布局进行优化，使疏散流程更加顺畅。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与分析，系统得以持续优化，逐

渐实现动态和智能化的疏散方案。

智能化应急导向标识系统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提升风险预判和实时响应能力，从而实现更精准的应急

疏散效果。未来随着技术完善，这些系统将在紧急管理

中提供更有力的支持，降低灾害中的伤亡风险，提升安

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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