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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the “Road Traffic Signs and 
Marking: part 2 traffic signs” (GB5768.2-2009), by the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the behaviourism 
and cognitivism. And through practice and studies, put forward some questions needing to be 
discussed for some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 such as setting information elements, recognition 
pattern, information measure and setting method and thereby giv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solv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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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行为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理论的角度，解读了新国标《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2009)
设置的理论依据。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研究，对其中交通标志所包括的信息元素、信息量阈值、

识认规律和设置方式等几项具体内容，提出了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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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是道路交通管理和安全服务的重要设施之一，但其设计与设置则需考虑到驾驶

人视认性、路网结构特征、交通条件和法律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其中，道路使用者心理与生理需求是

交通标志与标线设置的首要理论基础。早期(大概 1999 年之前)的交通标志设置应用多侧重于警告、禁令、

指示等交通法规指令性的交通管理方式；后来出现的指路标志也只侧重于指路，与之相关的设计与设置

规定未形成成熟的体系。总的来讲，以前的交通标志设计与设置，依据简单，形式单一，未考虑驾驶人

认知心理和生理学方面的要求，也未将交通标志与道路使用和交通安全联系起来。从 1999 年(GB5768- 
1999)以来，特别是 2009 年新国标(GB5768-2009)的颁布实施，注重吸集和总结了近十多年来发达国家在

道路交通标志方面研究的新动向和国内道路的实际应用情况，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了驾驶人感知

特性、视认性以及动态状态下交通标志认知能力与信息要素和信息量之间的关系[1]；以驾驶员信息接收

和加工的基本规律为基础，分析了驾驶员有效利用指路标志传递信息的条件，研究了指路标志的视认距

离、空间的安置方式，完善了路网条件下，指路标志信息分类、选取和信息连续设置等方面的内容，以

及针对道路动态行车环境、交通条件，扩展了辅助标志的概念和涵义，形成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内容

丰富的组合标志体系，使标志的外延与内涵更加接近道路交通实际需要。诸上内容无疑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 

2. 交通标志识认的心理学基础 

2.1. 心理学理论基础 

涉及到有关交通标志识别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上世纪 40~50 年代心理学家华生(J.B. Watson, 
1878-1958)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和上世纪 70 年代以纽厄尔(Alan Newell, 1927)和西蒙(H.A. Simon, 
1916)为代表的现代认知心理学派。行为心理学家托尔曼(E.C. Tolman)和赫尔(C.L. Hull)等人以刺激与反应

机制的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切认知都是通过刺激和与之一定的外显反应相联系的结果。譬如，随着公路

上交通量的变化，驾驶人调整运行速度、变换车道和超车等行为都来源于外部条件作用和有关过程；其

中，驾驶人对于路侧信息的反应行为是心理反应的外在表现，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认读阶段、判断决策

阶段和行动操作阶段，借助于这三个阶段交通信息对道路使用者行为的影响模式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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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gnitive behavior model of behavioral 
psychology 
图 1. 行为心理学认知行为模式示意图 

 
其中，当车辆行驶到 M 点看清标志板信息，并开始认读标志板信息，到 N 点认读结束，MN 距离为

认读距离，针对标志板信息判断并决策，在此时间内车辆已由 N 点到达 O 点，NO 为决策距离，标志板

信息在车辆行驶到 P 点消失，从行动开始到路口的距离为行动距离，车辆在此段距离内必须顺利完成根

据标志板信息内容所采取的全部行为(包括减速，更换车道，变更方向等行为)。因此，要求交叉路口指路

标志板信息具有大小和量的度量功能。 
认知心理学派认为：认知的信息处理模式是一种以心智处理来思考与推理的模式。该理论以计算机

模式为基础，阐述了人如何接受来自周围环境的信息、加以运算，并将其和自己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叠加，

以及把结果用做决定如何行动的基础。这类理论的一般方法是选择一个普遍认为有思维过程的场景，认

知产生的条件不仅包括外部刺激还包括记忆中贮存的信息。例如，路侧交通标志牌对运行中的驾驶人来

说，是典型的一个外部认知场景，驾驶人对来至路侧标志牌中所体现的属性信息进行加工，如图 2 所示

是表示驾驶人认知过程的构成模式，他强调人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当前的认识活

动有决定作用，强调认知过程的整体性，反映出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概括性和内在性。所以，狭义上来讲，

认知心理学也是信息加工心理学(information processing psychology)。 

2.2. 新国标中的心理学理论应用 

在新国标(GB5768-2009)中，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驾驶人心理需求信息要素 
从上述心理认知过程分析地来看，认知是人对当前事物的各种属性和内容，以及它们各部分之间关

系的、综合的、整体的反映。驾驶人识别路侧交通标志是一种认知行为。现代心理学有许多专门研究认

知的成果表明[2]，涉及到影响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因素很多，概括起来讲，这些局限性主要有空间知觉(S)、
深度知觉(D)、运动知觉(M)、色度知觉(H)、声知觉(V)和量的知觉(Q)等基本心理认知元素。 

空间知觉(S)是人对空间方向或方位的认知，即人类对空间概念，如上下左右前后方位的敏感性具有

一种本能认知需求。当驾驶人不断地调整运行状态以适应公路空间环境带来的变化时，迫切需要了解当

前行驶的总体方向而避免焦虑感，因而，在交通标志中体现方向识别信息是最基本的心理需求。 
深度知觉(D)是空间知觉的分支，它包括距离和立体形状知觉，距离知觉实用的感受形式就是远近信

息。按心理物理对应说(J.J. Gibson, 1950)，深度即是公路路线距离的长短，也是驾驶人所知觉到的道路空

间环境表面的某种布置情况，以及与这种布置情况有关的自己的动作。特别是指路标志路线长度量度信

息对道路使用者心理与生理需求影响很大，是标志中体现的最基本功能之一。 
运动知觉(M)与时间知觉(T)互为倒数，常采用时间标尺信息作为运动快慢量度。即在同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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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图 2. 认知心理学认知行为模式示意图 

 
中，经过的时间长，表明运动慢；经过的时间短，表明运动快。在路侧交通标志认知关系中，涉及到运

动知觉方面的主要内容是标志牌的大小和位置。更具体地讲，就是在一定运动速度条件下，标志牌中所

表示信息几何尺寸的大小和设置的相对位置对驾驶人认知反应时间强度的影响。 
信息(I)涵义与表现形式(C)。无疑，交通标志所表现的内容是道路使用者最基本的心理需求，由于驾

驶人在道路上的行车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为了易于识认，除尽可能地采用易于辨识的图形、符号涵义

替代抽象的文字外，还利用形状、颜色等外在形式表示特定的涵义。如图 3 所示是利用图形、颜色和形

状说明特定信息涵义的交通标志。 
通过上述归纳，诸如方位、距离、路线名、地名，以及形状和颜色是交通标志最基本的信息要素。 
2) 信息参量与阈值 
量的知觉(Q)是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接受信息量。心理学研究表明[2]人类自身接受客观环境信息量的

能力有一定的规律和阈值。即人们的知觉总是要尽量把信息量大的对象，利用自己的知识，在主观上改

组为信息量小的对象。就是说，因为人们的信息通道有一个容量阈值，所以在主观上总是尽量把信息量

减少，使一些信息成为多余信息，以提高知觉效率。 
人类可接收信息量的多少称为信道容量，即单位时间内所能接受的信息量，也就是说每秒钟内能接

受几个比特(bt)的信息。1983 年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3]，如果让人识别由 1~8 这样八个数码，则每次识

别一个数码所的信息量为 3 bt；如果每个数码均可能有四种颜色，则每次识别一种颜色的一个数码所的

信息量为 5 bt。识别无颜色的数码比识别由特定颜色的数码反应时间要短。这样根据反应时的测定，就

可以计算单位时间内所的信息量，算出来的就是信道容量。再比如按照国标《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2009)中规定，如图 4 所示的是普通公路指路标志信息排列顺序和数量，从图 2 和图 3 的分析计算

与研究来看，共有主信息 6 个、辅助信息 1 个、方位信息 1 个、色彩信息 2 种。通过组合为 2 × 2 × 2 × 2 
× 2 × 2 × 2 = 64 种，要求知觉图形的信息量为 6 bt，即该类型标志图在静态的视认条件下，具有 6 个信息

单位的信息容量，即每秒可接受 6 个信息单位。 
上面是单纯利用心理学的理论实验结果，间接推断指路标志可接受单位信息量的阈值为 6 个组合单

元。但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学理论实验所采用刺激源为抽象数字或几何图形，与指路标志中采用汉字表征

的单位信息量识别有一定的差别。 
在国内外，专门针对交通标志信息量识别研究不多，有资料显示，国外较早从事指路标志研究的国

家是荷兰、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W. Eward 首次提出户外广告牌的识

别研究，但无定量研究结果[4]；本世纪以来，我国也有一些大专院校专题进行过交通标志和指路标志信

息量的识别研究，其中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侯德藻等人[5]等人，宁波大学陆晓峰、朱双东等人[3]，
北京工业大学陈炎等人的实验研究[6] [7] [8] [9]，基本思路均是基于传统认知心理学刺激(S)–反应(R)模
式的分析结果，忽略了关于刺激对象的知识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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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Using different shapes, colors, graphics and text 
traffic signs 
图 3. 采用不同形状、颜色、图形和文字交通标志版面

信息排列 
 

 
Figure 4. Guide signs layout information 
图 4. 指路标志版面信息排列 

 
3) 动态认知心理模式 
新国标(GB5768-2009)依据动态行车对路测交通标志认读阶段、判断决策阶段和行动操作阶段的认知

心理学构成机理，分别按信息重度和发布原则，对指路标志提出了预告、告知和确认三种功能分类的要

求，即完整的指路标志系统由预告标志、告知标志和确认标志构成，各种标志按照其所起的作用，发布

不同的信息，共同构成完整的指路信息发布系统。 
上述分析内容是典型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心理学的一个新潮流，即通常所说的“心理过程”，

或称“认知心理过程”，就是不仅只有认知的起点和终点，而且还有由起点到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现

代科学叫做信息加工过程。即当人们接受刺激之后，发生反应之前，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心理上要发生一

系列变化，进行一定的操作活动，这就叫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就是要过问由刺激到反应之间经过一些

什么变化。信息加工这一概念引自电子计算机科学，当给电脑输入信息后，它的输出信息是它的程序和

储藏信息对输入信息加工的结果。知觉必须由输入信息引起，谓之材料驱动；知觉还必须经过信息加工，

谓之概念驱动。 
因此，针对路侧标志的功能和设置必须明确这两个概念，或起终点所要起到的两个信息功能，一个

是材料驱动，即标志需要说明的信息功能；其次是概念驱动，即驾驶人在行车过程中的心理终点或控制

点概念。也就是交通标志需要说明的信息功能须与驾驶人的心理需求相吻合。 

3. 关于几个的问题讨论与研究 

同样，在新国标(GB 5768-2009)中，也有一些实际操作不明确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尚需

商榷的问题： 
1) 汉字认知的特点 
汉字与拼音文字的认知特征有本质上的差别。有些心理学家研究认为[3]，就信息刺激源来讲，拼音

式文字是一种抽象形文字，汉字则是一种纯粹的图形文字，两者之间的认知特点相比有较大的差别。因

此，美国式的交通标志，特别是信息组合较为复杂的指路标志多采用单独式，而尽量避免组合式，为的

就是辨认方便。对于图形结构特点汉字的辨认，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也称完形心理学)认为[10]，心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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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绝不是感觉相加的总和，思维也不是观念的简单联结，人们对图形感知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中所显

现出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即人类具有凭借自身知识感觉的信息加工能力，使缺陷形状补充完整的直觉。

也就是说，在汉字与拼音文字识认比较方面，汉字较易识别，拼音文字的认知则需要一个推理的过程。

下面利用图 5 的方式说明在指路标志视认中的差别。 
从图 5 中的比较可看出，汉字作为指路标志中的信息源时，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汉字组合成地名信

息时，就形成一个不拆分地名概念的整体，也是人们经过知识信息加工过程中，作为同一概念累积的自

觉知觉反应；而如果拼音文字出现缺陷，其识认会引起或延伸出很多歧义，不易辨识。因此，简单地从

认知心理学推断汉字信息识别阈值为 6~8 个汉字，有待实验心理学方面的验证，当汉字作为地名信息出

现时，2 字或 3 字地名应该作为一个信息单位，由此推断，由汉字组成的标志牌的信息识认阈值要大于

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标志牌[11]。 
2) 动态认知心理模式应用 
在新国标(GB 5768.2-2009)中，从建立驾驶人认知心理与信息处理过程的概念模型出发，对指路标志

按照不同信息要素的识认顺序，分别独立设置路线名、地名、方位和距离四种信息要素指示，构建了完

整地预告、告知和确认三种功能的信息传递发布体系，这种设置方式在单纯高速行车状态下，对信息传

递与识认具有一定的益处，但对于普通公路系统不同技术等级公路的适应性未做出明确规定，从而极易

导致标志林立和设置随意性，以及信息设置沉余和增加较多工程经济费用。 
因此，在满足不同等级公路用户心理需求和识别、认读要求的前提下，可充分利用标志版面的空间，

尽可能地减少标志板数量，对标志组合功能做出系统与科学的规定，降低设置成本。如组合后的确认标

志设置如上图 6 所示[12]。 
3) 心理需求的地域特征 
通常，道路穿越不同地域形态特征的地理区域，如野外公路、乡镇道路和城市道路等。对于指路标

志地名、路线名、方向与距离四大信息要素而言，由于路线所处的地理形态不同，选取上述信息要素的

心理需求优先级也不同。对道路使用者实际心理需求调查表明，除方向信息是首要信息要素之外，野外

公路与乡镇道路人们优先选取的信息是地名，其次是路线名，再次是距离；城市道路则优先选取的信息 
 

 
Figure 5.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differenc-
es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honetic 
defects 
图 5. 汉字与拼音缺陷引起的认知差别比较 

 

 
Figure 6. Comparison of single and combination information sign 
settings 
图 6. 单一与组合信息标志设置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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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路线名，其次是地名，再次是距离。因而，公路与城市道路指路标志信息选取的不同之处，实质上是

因道路地域形态差别而导致的心理需求差异。 

4. 结语 

交通标志按其管理和服务功能分为多种形式，为了更符合驾驶人的心理与生理特性，交通管理类标

志多采用图案或符号表达方式，并日渐完善与国际通用的表示方式接轨；相对而言，路径指引类标志则

多采用文字型表达方式，由于汉字认知的特点，本文通过研究与实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路侧交通标志认知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过程，即符合刺激(S)–反应(R)行为模式，又吻合信

息加工心理学基本规律，前者更适于图案或符号式标志视认，后者则更适于文字式标志的识认。 
2) 图案或符号与拼音文字信息相比，汉字认知更接近图案或符号信息，即符合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基本认知规律，因此，汉字更易辨识，且认知信息量要大于拼音文字。 
3) 对道路使用者实际心理需求调查表明，除方向信息要素外，公路指路标志以地名为主，路线名为

辅；城市道路则以路线名为主，地名为辅原则。 
4) 通过标志认知实践证明，对构成指路的基本信息元素，普通公路宜采用组合标志，即可减少信息

设置沉余，又可降低工程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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