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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各国公用建筑灾害与防灾标识的关联性分析，结合标识的问卷调查，从防灾标识的认知

区域划分、层次设置、系统设计３个方面对公用建筑防灾标识高效认知体系的优化进行提案。通过

引入区域划分概念，提出了危险、过渡、安全３个防灾标识认知区域划分的新视点；结合公用建筑等

级对防灾标识进行了层次设置，保障了标识的功效性及经济性；针对标识自身因素，通过加强防灾

标识的形式、细节、人性化设计，完善了标识的系统性设置。结果表明：通过标识设计、设置等方面

的改进，可以能达到优化防灾标识高效认知体系的效果。

关键词：公用建筑；防灾标识；高效认知体系；区域划分；系统设计

中图分类号：ＴＵ８９９　　　文献标志码：Ａ

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犛狋狌犱狔狅狀犎犻犵犺犈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犆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犛狔狊狋犲犿狅犳

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犘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犛犻犵狀狊犻狀犘狌犫犾犻犮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狊

ＳＯＮＧＢｏ１，ＣＵＩＸｉａｏｌｉ１，ＭＡＫｕｎ１，ＪＩＡＳｈｕ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３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ｓ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Ｂｙ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ａ

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ａ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ｓａｆ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ｉｔｓｏｗ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ｓｗｅ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ｚ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ｎｓｉｎｅｖｅｒｙａｓｐｅｃ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ｕｂｌｉ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ｄｅｓｉｇｎ



０ 引　言

公用建筑的日益大型化、复杂化，灾害的频发给

防灾减灾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做好应急预案中人

员疏散与救援工作十分重要。而标识系统作为灾时

最贴近人员的应急系统，如何提高标识本身的合理

性及有效性，在灾害下充分发挥其安全信息传达、合

理疏散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各国对于标识系统已

有一 定 研 究：在 标 识 的 直 观 信 息 研 究 方 面，

Ｏｇｕｚｈａｎ
［１］ 对 “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ＡＵＴＩＯＮ”和

“ＮＯＴＥ”３类警示标识进行了定义和风险感知测

试，认为警示标识需要包含足够的信息才能体现认

知效果。Ｋｏｂｅｓ等
［２］分析发现，仅从标识本身的属

性难以全面体现认知性，人们的感知、意图、动机等

主观能动性在避难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Ｗｏｎｇ等
［３］在一个长１８ｍ的内部走廊对“ＥＸＩＴ”标

志进行了不同高度的试验研究，认为影响标识认知

的因素包括图形、颜色、光线和观察者年龄。在标识

的必要性研究方面，杜丽娟［４］通过建立导入马尔可

夫过程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和仿真试验，指出标识能

够帮助群体疏散，降低人员伤亡。姚云［５］以认知心

理学作为指路标志视认性的理论基础，对标识信息

量进行探索。中国学者通过对地铁站火灾事故的研

究，指出设置和个性化考虑的不足会降低标识的认

知程度［６］。Ｌｉｕ等
［７］认为紧急疏散标识优化设置的

一个基本要求是确定标识效用的有效距离。在标识

优化布置研究方面，Ｎａｓｓａｒ等
［８］提出了一种评估大

型建筑物内部标识的离散事件仿真模型，帮助设计

师确定标识的最优位置。

日本规范ＪＩＳＺ９１０１
［９］根据防灾标识的主要信

息功能，将其分为一般、禁止、指示、警告、安全状态、

防火等类别，对防灾标识的分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本文中笔者首先提出防灾标识系统的概念，从

既有防灾标识系统存在的问题入手，基于公用建筑

灾害与防灾标识认知的关联性，从防灾标识的认知

区域划分、层次设置、系统设计等方面研究公用建筑

防灾标识高效认知体系的优化方案。

１ 防灾标识系统概念界定

伴随着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的频发，防灾标识

自然地从标识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标

识系统，在很多灾害事故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减少了

人员伤亡。

防灾标识定义为用于防灾减灾的标识，即在自

然灾害发生或是未发生、预防人为事故的，设置在建

筑及周边地区的具有一定颜色、形状、图形和文字的

警告性的标识。防灾标识系统是灾时最贴近人行为

活动的应急系统，其主要作用是使受灾人员第一时

间评估自己的受灾状态，缩短应急疏散的时间，从而

寻找一个合理的应急疏散路线，以确保灾害下应急

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受灾人员的安全以及防

灾应急预案系统中各项调度指挥系统的正常运作。

防灾标识的分类可以参考面向对象的普遍性、

标识的常见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度等因素，综

合各方面条件，将防灾标识进行划分。目前，标识按

其功能可分为指向性标识、提示性标识、警告标识、

禁止标识以及防灾设施标识等。

２ 公用建筑灾害与防灾标识的关联性

　　大型公共建筑具有规模大、空间结构复杂、人员

高度集中等特点，一旦发生突发性自然灾害或人为

恐怖事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２０１１年３月，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地震并引发

海啸，在短时间内社区建筑几乎全部倒塌，地震灾害

下公用建筑内人员的紧急逃生时间非常紧迫。２０１１

年１月，湖北武汉市侨康综合商场发生火灾，由于多

家商业楼聚集，疏散场地狭小，而且无引导标识对人

群进行分流，造成９人死亡。因此，在自然灾害与人

为灾害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公用建筑应急疏散设施

的加强与完善对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具有重要的

意义［１０］。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多，使

得标识广泛应用于公用建筑及设施中，提示人们各

种信息，社会秩序得以有序进行。目前，世界各地人

员密集的公用建筑及设施都会采用各种防灾标识，

但是标识设置存在整体性和个性化的不足，人们对

标识的认知程度还远远不够，甚至在一些场合几乎

没有起到作用（图１）。

图１ 标识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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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各国公用建筑灾害事故，分析其与防灾标

识认知的关联性，造成人员伤亡且与防灾标识关联

的主要原因有以下３个方面：①灾害具有突发性、随

机性等特点，公用建筑内部人员通过防灾标识避难

的时间很短暂；②人员集中的区域未能有效利用防

灾标识的分流引导功能，紧急情况下易造成安全出

口拥堵；③未建立完善的防灾标识体系，从公用建筑

到附近避难场所（绿地、防灾公园等）的引导信息不

连续，以致疏散过程中的混乱。由此可见，防灾标识

的高效使用对减少公用建筑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针对公用建筑的灾害特点，防灾标识系统必须

具备统一、连续、系统的特点，才能适应不同人群认

知的需求（图２）。因此应充分发挥防灾标识的作

用，防灾标识的认知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２ 公用建筑防灾标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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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防灾标识认知体系的优化提案

防灾标识集预防、提示、引导等功能于一身，是

沟通灾害事故与人们行为的工具，设置防灾标识的

目的是通过人的认知达到安全避难，认知程度直接

决定其应用效果。

认知是主体对客体的识别程度，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反映认知状况。调查

人群为北京科技大学在校学生、教职工、退休老人以

及过往路人等共２００人。表１中给出了为调查问卷

结果统计。

以避难场所标识为例，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文字

及图案的识别能力最强，能识别比例为７５％；６０岁

以上年长者识别能力较差，能识别比例为４０％；高

中生受学校防灾知识教育的影响较大，能识别比例

为３０％。避难场所标识和安全出口标识是社区常

见标识，从调查问卷结果可以发现，人们对这２个标

识很容易混淆。

仅是标识直观设计方面的认知调查，各类人群

就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当灾害发生时，受心理因

素、建筑复杂度等影响，各类人群通过防灾标识寻找

安全区域的能力差异会更大。如何综合考虑各类因

素，减少防灾标识设计与设置的主观因素影响，是高

效认知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３．１ 防灾标识的认知区域划分

现代城市面临的主要灾害为地震、火灾、泥石流

等，根据地区灾害历史资料统计可以相对明确灾害

表１ 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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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理解度 回答
总人数２００名

受过高等教育１５０名

艺术专业５０名 理工科５０名 文史科５０名
６０岁以上２０名 高中生３０名

回答数 比例 回答数 比例 回答数 比例 回答数 比例 回答数 比例 回答数 比例

正确 避难场所 １２９ ０．６４ ４９ ０．９８ ３６ ０．７２ ２７ ０．５４ ８ ０．４０ ９ ０．３０

错答１ 急救医院 ３８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０６ ７ ０．１４ ２ ０．１０ ６ ０．２０

错答２ 紧急出口 ３２ ０．１６ １ ０．０２ ７ ０．１４ １０ ０．２０ ６ ０．３０ ８ ０．２７

错答３ 急救设施 ２１ 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４ ０．０８ ６ ０．１２ ４ ０．２０ ７ ０．２３

认知程度
容易 １０７ ０．５４ ４２ ０．８４ ３５ ０．７０ ２５ ０．５０ ２ ０．１０ ３ ０．１０

较难 ４５ ０．２３ ３ ０．０６ ９ ０．１８ １２ ０．２４ ９ ０．４５ １２ ０．４０

正确 安全出口 １１８ ０．５９ ４８ ０．９６ ３３ ０．６６ ２１ ０．４２ ６ ０．３０ １０ ０．３３

错答１ 急救医院 １６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４ ６ ０．１２ ３ ０．１５ ５ ０．１７

错答２ 电影院 ２７ ０．１３ ０ ０．００ ５ ０．１０ １２ ０．２４ ６ ０．３０ ４ ０．１３

错答３ 避难场所 ３９ ２０．００ ２ ０．０２ １０ ０．２０ １１ ０．２２ ５ ０．２５ １１ ０．３７

认知程度
容易 １０５ ０．５３ ４３ ０．８６ ３１ ０．６２ ２５ ０．５０ １ ０．０５ ５ ０．１７

较难 ５２ ０．２６ ４ ０．０８ １１ ０．２２ １４ ０．２８ ８ ０．４０ １５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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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较少的地区和较易发生灾害的地区，如发生洪

水灾害的沿河地区有历史最高水位等。此外，根据

用地性质及方式不同，区域危险程度也不一样，如城

市区域规划中的商业区、居民区等易发生灾害，而大

型公园、防灾绿地则可作为安全区域［１１］。由此可

见，城市面临的灾害及用地性质使不同区域具有不

同的安全级别，因此应对城市进行不同防灾认知区

域的划分，如图３所示。

图３ 防灾认知区域划分

犉犻犵．３ 犇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犘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犆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犚犲犵犻狅狀

以海啸灾害影响区域为例（图４），根据灾害对

人及建筑物的影响程度进行划分：造成建筑物毁坏

以及使建筑物内人员有生命危险的区域为高度危险

区域，对建筑物有破坏但不造成建筑物倒塌和人员

伤亡的为过渡区域，对建筑物有微小影响的为安全

避难区域。同时，标识系统作为导向信息载体，其设

置范围应具有区域性，应在不同区域的边界位置设

置合理有效的标识以达到信息连续性要求。在不同

区域内根据受灾人员的信息需求，标识设置种类应

有所区别，如图５所示。危险区域的防灾标识应考

虑的主要功能为警示、提示及分流引导，过渡区域需

要考虑人群流量及动、静态标识层次设置，安全区域

需要防止人员过多产生次生灾害，应设置应急设施

标识，并保证标识设置的连续性。

图４ 海啸灾害影响区域

犉犻犵．４ 犜狊狌狀犪犿犻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犃狉犲犪狅犳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

通过不同防灾区域的划分，各区域防灾标识相

应规范化、系统化，达到防灾标识的总体统一性，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防灾标识认知体系。进一步提高抵

图５ 标识分区域设置

犉犻犵．５ 犛犲狋狋犻狀犵狅犳犛犻犵狀狊犫狔犃狉犲犪

御灾害风险的能力，体现防灾标识的高效认知性，还

需要进行不同认知区域防灾标识的层次设置。

３．２ 防灾标识的层次化设置

公用建筑及设施防灾标识的设计与安装应当区

别各种建筑功能、级别、类别等，根据不同设计等级

进行层次设置，通过不同的针对性达到高效认知。

中国民用建筑设计分为特级、１～５级共６个等级，

对应不同的重要程度。众多灾害实例表明，不同等

级的公用建筑灾后损失不尽相同。基于建筑等级的

防灾标识设置可以分为３个层次，如表２所示。

表２ 防灾标识层次设置等级

犜犪犫．２ 犌狉犪犱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犘狉犲狏犲狀狋犻狅狀犛犻犵狀犛犲狋狋犻狀犵

建筑等级 特级，１级 ２，３级 ４，５级

标识层次设置等级 Ⅰ Ⅱ Ⅲ

　　公用建筑防灾标识设置种类可按其划分类别进

行逐次递减设计。建筑等级为特级和１级时，一般

为大型公用建筑，聚集人员众多，一旦发生灾害，人

员疏散困难，防灾标识重要性应为Ⅰ级。此类公用

建筑应包含以下８种标识：①疏散指向标识，在疏散

路线的两侧墙上或在一侧墙上及地面上设置导向

线；②楼梯、电梯位置标识，在导向线的路线上设置

楼梯、电梯标识；③安全出口标识，设置在出口上部；

④防灾设备类标识，消防设备、应急设备及报警设备

标识；⑤紧急出口标识，在导向线的终端或沿途的墙

上设置紧急出口标识；⑥安全区标识，指明安全区域

地点的标识；⑦特殊危险标识，标示疏散路线中的障

碍物或相关地质性灾害、气象性灾害区域的标识；

⑧特殊人群导向标识，应有专门标识，如无障碍设施

标识。

２级和３级建筑一般为中型公用建筑，亦可按

照１级建筑进行防灾标识的设置，但是由于人员聚

集程度不是很高，标识的种类和数量可以相应减少。

此类公用建筑可不包含楼梯、电梯位置标识以及特

殊危险标识和特殊人群导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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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级和５级建筑如单层食堂、一般办公楼等，由

于建筑层数及重要性较低，建筑环境较为简单，因此

防灾标识可以少配置。此类公用建筑可仅包含疏散

指向标识、安全出口标识、防灾设备类标识。

防灾标识的层次化设置，是认知区域划分后标

识高效认知性的直接体现，基于建筑等级的防灾标

识层次设置，优化了原有的标识设置理念，达到适用

性、安全性、经济性的统一，最大程度地发挥了防灾

标识的作用。

３．３ 防灾标识的系统性设计

防灾标识自身因素对标识应达到的认知效果有

较大的影响，为提高认知的效率，减少标识设置中的

主观随意性，根据各种因素对标识的影响作用以及

考虑灾害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对标识的系统性设置

进行研究。

区域范围内标识系统性的实现需要标识种类的

完善设置以及标识形式的统一。功能性与连续性是

标识实现系统性的基础，具体包括以下３个方面：

（１）防灾标识形式设置

防灾标识的形式设置是影响标识系统高效认知

的重要因素，也是标识进行信息传递的可靠保证。

标识设置形式可以分为８类（图６），如悬挂式、嵌墙

（地）式、落地式等形式。

图６ 标识设置形式

犉犻犵．６ 犛犻犵狀犛犲狋狋犻狀犵犜狔狆犲狊

２０１１年，东日本大地震中宫城县志津川医院

（图７）内部损坏严重，各种形式的标识中嵌墙式标

识基本保持完好，因此防灾标识的设置应参照危险

区域的灾害类型选择相应的形式。

（２）防灾标识功能性及连续性设置

夜间，人们视觉捕捉能力及可视范围降低，采用

具有夜视功能和能适应复杂环境的防灾标识可以增

加发现标识的概率［１２］。具有夜视功能的防灾标识

可以采用荧光材料制造或在标识内部设置独立电

源，如图８所示。

此外，还应考虑连续引导标识的间距（图９），以

保证标识信息传递的连续性，便于人群疏散，避免因

未找到标识而造成的人群滞留。

图７ 地震后破坏场景

犉犻犵．７ 犇犲狊狋狉狅狔犲犱犛犮犲狀犲犃犳狋犲狉犈犪狉狋犺狇狌犪犽犲

图８ 标识的夜视功能

犉犻犵．８ 犖犻犵犺狋犞犻狊犻狅狀犆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犛犻犵狀狊

图９ 标识设置的连续性

犉犻犵．９ 犆狅狀狋犻狀狌犻狋狔狅犳犛犻犵狀犛犲狋狋犻狀犵狊

（３）防灾标识细节设置

在确定公用建筑周边的安全区域后，根据道路、

设施的实际情况，配备一系列应急疏散指示标识，平

时便于人们熟悉应急疏散路线，紧急状态下迅速撤

离到安全区域。引导标识应注意设计细节，如图１０

所示，图１０（ａ），（ｂ）分别适用于向右和向左引导的

情况。图１０（ｃ）中，２号楼出口正前方是建筑物，南

北向道路均可去往防灾公园，因此需要设置指向２

个方向的避难场所引导标识。

防灾标识的高效认知体系设置是一个多因素、

多目标的综合问题，其正规化、标准化工作是一个长

期的、系统的工作。通过在标识设计、设置等方面的

不断改进，提高防灾标识的认知效率，使人们能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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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社区内避难场所引导标识范例

犉犻犵．１０ 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狅犳犛犺犲犾狋犲狉狊犌狌犻犱犲犛犻犵狀犻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

难过程中充分利用防灾标识的信息传递功能。

４ 结 语

（１）防灾标识设置引入区域划分概念，保障了公

用建筑防灾标识设置的统一性，实施防灾标识认知

区域划分，有助于建立高效的防灾、减灾认知体系。

（２）基于认知区域划分，标识的设置应根据建筑

物的重要性等级进行层次划分，建筑物重要性不同，

与其相应的标识考虑程度应该有所区分，在满足防

灾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更具经济性。

（３）参考问卷调查结果，通过防灾标识的形式、

细节、人性化设置，实现防灾标识的统一性、连续性

和系统性，从本质上体现防灾标识的高效认知特性。

（４）公用建筑防灾标识高效认知体系设置需要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进行，通过不断改进，增加

标识在防灾工作中的作用，使得标识的使用更加广

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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