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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10001《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与GB/T20501《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

求》、GB/T15566《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共同构成支撑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建设工作的

国家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GB/T10001《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第1部分。GB/T1000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第3部分:客运货运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第5部分:购物符号;
———第6部分:医疗保健符号;
———第7部分:办公教学符号;
———第8部分:行为指示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本文件代替GB/T10001.1—2012《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与GB/T10001.1—

201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图形符号18个:自动步道、安全检查、家庭卫生间、婴儿护理台、坐便器、蹲便器、照相、
大使馆/领事馆、天文馆、科技馆、交通枢纽、儿童乐园、儿童托管、自助服务、感应刷卡、自助行

李寄存、更衣、无线网络;

b) 更改了图形符号33个:出入口、入口、出口、天桥、上行自动扶梯、下行自动扶梯、电梯、货梯、感
应出水、喷泉式饮水台、商场/购物中心、超市、医院、银行、电影院、快餐、书报、网络服务、洗浴、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公园、自动柜员机、自动售货、安全保卫、衣帽间、男更衣、女更衣、手机

充电、电源插座、音量调节、烟灰容器;

c) 删除了或移至其他部分图形符号25个:其中删除图形符号3个:盥洗间、自动售票、贵宾;移至

GB/T10001其他部分图形符号22个:停车场、室内停车场、自行车停放处、加油站、脚踏开关、
靠右站立、保持安静、请勿通过、请勿坐卧、请勿躺卧、请勿翻越栏杆、请勿触摸、请勿踩踏、请勿

携带宠物、请勿使用手机、请勿拍照、请勿使用闪光灯、请勿吸烟、请勿扔烟头、请勿丢弃废弃

物、非饮用水、请勿打扰。
本文件参考ISO7001:2023《图形符号 注册的公共信息符号》起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图形符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和旅游部、国家铁路局、清华大学、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北京视域四维城市导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浙江朗域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兴博旅投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殿一、张亮、安姚舜、汪黎明、陈滋顶、杨永林、刘静文、宫凤启、任鸣、吴亚春、

刘霞、邹传瑜、陈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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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8年首次发布为GB10001—1988《公共信息标志用图形符号》;
———1994年第一次修订时将GB3818—1983《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并入;
———2000年第二次修订,分为部分出版;本文件对应GB/T10001.1—2000《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

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2006年第三次修订,2012年第四次修订;
———本次为第五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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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是引导人们在公共场所进行有序活动的信息系统,它由设置在公共场所的各类

公共信息导向要素构成。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是构成导向要素的主要视觉元素,它以图形为主要特征,向
公众传递无需专业培训或训练即可理解的公共信息,对其进行标准化能够保证信息传递的清晰、一致且

容易理解。使用标准图形符号构建的导向系统能够确保信息传递功能的有效发挥。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可以在各类公共场所中应用,它传递的信息十分广泛,数量众多的图形符号已经

形成较庞大的符号系统。为了对众多图形符号进行标准化,我国制定发布了GB/T10001《公共信息图

形符号》。考虑到通用性、易用性以及协调性原则,GB/T10001被分为通用、特定场所使用以及特殊情

境使用的图形符号三个版块,共包含9个部分。
———第一版块旨在界定在多个公共场所都要使用的通用图形符号,这样避免了在第二版块的各部

分中分别界定通用符号造成的符号之间不协调。这一版块由1个部分构成:

  ● 第1部分:通用符号。
———第二版块旨在界定仅在某特定场所中使用的图形符号,从而使得相应符号在特定场所易于使

用。这一版块界定的符号需要与第一版块的通用符号配合使用才能满足某特定场所中导向系

统的设置。这一版块按照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所涉及的公共场所进行划分,具体由以下6个部

分构成:

  ●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 第3部分:客运货运符号;

  ●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 第5部分:购物符号;

  ● 第6部分:医疗保健符号;

  ● 第7部分:办公教学符号。
———第三版块旨在界定特殊情境下使用的图形符号,在特定场所中设置导向系统时如涉及了某些

特殊情境(如需要直接对人的行为或对无障碍设施等进行指示)将使用这些符号。这一版块由

以下2个部分构成:

  ● 第8部分:行为指示符号;

  ●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10001.1—2012发布实施已有十年,这期间随着我国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建设的不断发展,该
文件中界定的图形符号已不能全面满足发展的需要。另外,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建设所依据的标准化文

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公共信息图形符号表示规则相关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完成了修订,形成

GB/T16903—2021《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求》;GB/T10001
的其他部分也于2021年完成了修订。鉴于以上原因,本次对 GB/T10001.1的修订,首先按照

GB/T16903—2021规定的“图形模板”以及其他规则对所有图形符号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与调整,并与

GB/T10001其他部分中界定的图形符号相协调,修改、增补了新的图形符号。
经过上述修改,GB/T10001.1的技术内容满足了我国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发展的客观需要,将提高

我国公共信息导向系统中的图形符号这类视觉元素的标准化程度,更好地发挥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功

能,进一步提升公共场所的有序化、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促进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Ⅲ

GB/T10001.1—2023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各类公共场所中使用的通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以下简称图形符号),给出了图形符

号的含义及说明,并规定了图形符号的应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旅游休闲、客运货运、运动健身、购物、医疗保健、办公教学等公共场所及相关设施,具

体用于公共信息导向系统中的位置标志、导向标志、信息索引标志、平面示意图、街区导向图、便携印刷

品及其他信息载体中的导向要素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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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001.2~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15565 图形符号 术语

GB/T16903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GB/T16903.2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2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要素

GB/T205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1556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图形符号

表1界定了通用图形符号并给出了符号对应的含义及说明。

5 应用

5.1 在使用本文件时,根据特定场所及特殊情境的需要,还应从GB/T10001.2~10001.9中选择使用

相应的图形符号。
5.2 如需设计新的图形符号,应首先从 GB/T16903.2中选取恰当的通用符号要素,并应按照

GB/T169031)的要求进行设计;设计形成的图形符号宜按照GB/T16900.2和GB/T16903.32)的规定

进行测试。

1) 该文件拟修订并重新编号为GB/T16903.1。

2) 该文件拟修订并重新编号为GB/T16900.3。

5.3 表1图形符号栏中的角标不构成图形符号的组成部分,仅为界定符号区域的依据。在设计导向要

素时,应对表1中的图形符号(包括角标)进行等比例放大或缩小,并以角标为依据确定图形符号的位

置,角标最终不应出现在各类导向要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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