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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高速发展，随着各行各业对设计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设计的能力与自信越

来越强。中国设计和设计教育的发展无疑为高速发展的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设计

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设计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关键性作用。文化

的内涵、技术的革新、情感的体现等一系列设计圈中的热门话题，现在都成为普通民众所

关切的事情。我国的设计教育要为社会培养大批优秀设计师，并引领社会大众在设计和生

态环境、设计和能源消耗、设计和材质运用及设计如何融合传统和时尚、如何面对历史和

未来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设计教育的使命是崇高的，其面临的挑战与压

力也是巨大的。

本书的作者都是从事设计教育的一线教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就是设计学科的发展非常快，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目前国内高校对这门课程

的重视程度还明显不够，无论是在课时的安排上还是在教材或参考书的准备上，都与现实教学

的需要和现代设计的发展要求有一些差距。近几年，我国高校设计教育体系面临着变化，今后

设计业的竞争也空前激烈。只有具备先进的设计技能与创新思维，学生才能适应今后设计业的

发展要求，在广阔的设计领域舒展拳脚。为了使学生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我们要帮助他们提

高专业能力与技术素养。基于这个背景，我们编写了本书。

本书特点如下所述。

（1）知识面广。

本书涵盖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历史、概念、特征、类型、程序、方法、发展等知识，还包含设

计的形式美学、设计心理学、创造性思维、信息设计的多元理论与发展现状等方面的知识，能

锻炼学生对设计的感受能力、分析能力和执行能力，使其满足将来工作的能力需要。

（2）易读性强。

书中列举了大量经典和优秀的设计案例对理论知识进行导读，并对知识点进行详细的分析

和讲解，使学生能在和风细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设计的感知与理解，激发其灵感与创意，提

高其创作能力。即使是非设计专业的学生和普通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不会产生障碍。

（3）针对性强。

本书是一部针对视觉传达设计核心能力的教材，深入地对信息可视化的专业知识进行了论

述与探讨，具有一定专业深度的知识扩展，同时也对部分重点内容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可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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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入学习，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其专业能力，并使其懂得应用本专业知识来解决生活

和生产中的问题。

本书主要面向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类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可作为“信息设计”“信息

可视化设计”“信息图表设计”等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信息设计从业人员及对信息设计感兴

趣人员的参考用书。

在本书的编写团队中，钟周、彭文芳、黄芳芳、周文娟来自广东工业大学，彭小鹏来自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沈仰云来自广州大学。在此感谢各位作者的坚持和努力。感谢对本书的写作

与出版提供帮助的师长、同事与朋友们，还要感谢广东工业大学麦志芹、罗葳、肖圭元、黄添英、

杨静雯、王琬柔、张业铭、伍恩瑶、黄雅琪等研究生在资料收集与文字校对上所做的工作，正

是因为大家不遗余力的努力才迎来了本书的问世。

希望本书能在大量的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实践中不断升华，迸发出新的光芒。但限于编者的

视野、水平、知识、精力，书中难免存在待完善与修正之处，恳请广大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提

出宝贵修改意见。

                                                                                                                                        编　者  
20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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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信息可视化设计概述 

1

信息可视化设计概述

第 1 章

“信息可视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如果你留意生活中的一些

信息传播渠道，如书籍、期刊、数字媒体甚至社交网站，一定会找到它的身影。信息可视

化作为一种活动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但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却是近半个世纪前才出现的。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伦敦设计师特格拉姆首次使用“信息设计”（Information Design）这

一术语，将这类活动区别于传统的平面设计（Graphic Design）。信息可视化作为一门设计

专业课程，则出现得更晚。在我国的研究和教学体系中，信息可视化设计可以说是一个新

事物。除了信息可视化设计（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esign）这个名称，它还可以被称

为信息设计、信息图（Infographic）、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等。就其涵盖的内

容而言，信息可视化设计属于跨越多个学科的视觉设计类别，包括图解设计、图表设计、图

形符号设计、统计图设计、地图设计等多种视图设计，涉及色彩设计、版式设计、平面设计

等艺术领域。图 1-1 所示为信息图形在公共交通急救领域的应用。

图 1-1　信息图形在公共交通急救领域的应用（设计：Raufeld Me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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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相关概念 

以前，信息发布者把控制和使用图形与文字作为行使信息控制权的手段，这就意味着，

阅读信息对读者来说是承担的义务，读不懂是因为读者没有仔细看，这不仅压迫不识字与

符号的人，而且是对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的“欺凌”。例如，使用不同文字、多种字体或晦

涩难懂的图形来增加读者获取信息的难度。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人们生活的便

利性为出发点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使得这种控制权失去了存在的正当理由。英国设计

师奈杰尔·霍姆斯（Nigel Holmes）认为设计者应生产“Wordless Diagram”（无言的图表）。

日本设计师木村博之受其启发，把 Wordless（意即摒弃文字、以图释义）作为选择和制作

信息图的五大要素之一。可以说，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把繁杂的信息条理化、

视觉化、简单化，让人们能够无障碍地准确接收和理解信息。如图 1-2 所示的信息图中文

字极少，但是我们能从中了解设计师所表达的未来城市的整体布局。

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中，美国著名作家海伦·凯勒表达了她想用眼睛看世界

的愿望，这让拥有正常视觉的人猛然意识到，能用眼睛看世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众

所周知，视觉是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看（look）信息不等于看懂（see）信息。

为了让复杂且难以表达的信息适合人们阅读并易于理解，需要对信息进行可视化设计。什

么是信息可视化？简单来说，信息可视化就是将一些内容复杂且难以形象表述的文字信息、

数据信息或某些抽象的关系，转化为丰富的视觉形式，通过有趣且通俗易懂的画面将它们

呈现出来。在实际应用中，信息可视化的更多功能是解释科学问题，展示科学示例，让复

杂的科学信息转化成图形，让人们更容易理解。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持续增长的信息能够被快捷地筛选和呈现出来，并以

有序且可控的方式为我们所用，满足我们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求，并帮助我们了解不断变

化的世界。现在帮助人类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是计算机与互联网，信息可视化则利用理论、

技术帮助人们理解、分析和表达数据的方法，使信息变得简单且值得信赖。那么信息可视

化设计到底是一种信息处理的工具，还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呢？答案是两者皆具。信息

可视化设计是一个多领域交叉的学科，立足于科学与艺术，是近年来设计学研究的新方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可视化设计将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也将成为一个更便利的工具和

更优秀的媒介来用于获取当前与未来的信息。

信息可视化相当于信息加工处理和展示的过程，由 4 个重要部分组成，分别是信息

分类、信息关系组织、信息流程构建与视觉表现。它引领人们进入预先设计好的信息主

题场景，激发阅读兴趣进而实现信息传达的目的。因此，信息设计师需要通过多渠道获

取并深入理解数据和信息，然后以出色的视觉表现技巧加以诠释，让信息可视化设计帮

助更多的人理解信息，达到普遍识别的目标，实现其传播价值。在多媒体时代，信息传

播的形式不断改变。由于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收速度高于文字信息，因此信息传播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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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逐渐图形化，并与视觉传达的相关知识逐渐融合在一起，变成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

部分。

图 1-2　未来城市的布局（设计：Joana Miguel）

总体来说，信息可视化设计是将视觉设计和用户体验结合起来研究的一门学科，我们

一直在以人为本的观念主导下及科技力量的辅助下对信息进行可视化设计，让获取和理解

信息成为人们轻松而高效的事情。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最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是视觉。信息可视化正是利用了人类

眼睛所具有的比其他感官敏锐的特点，把各色各样庞杂的数据与信息进行视觉化，将其设

计为与受众视觉习惯相匹配的可视化信息图，使人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使用最少的视线移

动捕捉到最多的信息，从而更加轻松地实现信息展示、传达与获取的目的。在我们生活的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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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个时代，各种可视化的多元信息非常丰富，它们围绕在我们身边，植根于我们的生活，也

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如书籍、宣传单、产品使用指南、旅游地图、数据图表、商业广告、员

工手册、移动应用程序等。图 1-3 所示的糕点类加工信息图用生动的形态让人们对加工过

程一目了然。

图 1-3　糕点类加工信息图（作者：大头菇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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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信息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以便捷的视觉方式获取信息和记忆信息，这不仅是满足人

们不同需求、达成不同目标的手段，而且是人们在信息时代的生存和生活的必需方式。

1．数据

数据（Data）是指未经处理的反映客观事物属性的原始记录，也是事实的结果。美国

统计学博士邱南森（Nathan Yau）在《数据之美—一本书学会可视化设计》一书中说：“数

据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快照。”准确地说，数据是按一定规则排列组合的载荷或记录信息的

物理符号，它可以是数字、文字、图像，也可以是计算机代码。人们对信息的接收始于对

数据的接收，并通过对数据背景和规则的解读来理解信息。数据背景是接收者针对特定数

据的信息准备，即当接收者了解物理符号序列的规律，并知道每个符号和符号组合的指向

性目标或含义时，便可以获得一组数据所载荷的信息。

数据转化为信息，可以用“数据 + 数据背景 = 信息”表示。数据是抽象的物理符号，

单纯的数据没有太大价值，如果数据缺乏组织和分类，则无法明确地表达事物所代表的意

义。如图 1-4 所示的计算机二进制数据，光从数据本身来看是很难知道其内在含义的，但

当数据与被观察、被感知的事物发生关联，并对事物产生了相应影响时，数据就变得非常

有意义。

图 1-4　计算机二进制数据

2．信息

信息（Information）是客观世界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泛指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的所有

内容。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
明确地把信息定义为“信息是用来减少随机不定性的东西”；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

纳（Norbert Wiener）则提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

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互相交换的内容和名称”；我国信息学家钟义信则认为“信息是

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存在方式”。基于对信息成果的大量研究，科学的信息定义可以概括为

“信息是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映，是客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信息可视化设计

6

互作用的表征，表现的是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实质内容。”而对人文社科领域来说，

信息是人们要表达的认识、思想、感情、意志等，这也是一般概念中所涉及信息的范围。

如果从信息与数据的关系层面来进一步解析信息的定义，美国信息资源管理学家霍顿（F. 
W. Horton）说：“信息是为了满足用户决策的需要而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信息是数据

的含义，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数据经过加工处理成为信息，也就是说，信息的具体表现形

式是数据。

3．信息图

信息图是一个合成词，即“信息（Information）+ 图（Graphic）= 信息图（Infographic）”，
也就是我们经常能在报纸、期刊与新闻等信息传播媒介上看到的信息图形。一幅图胜过千

言万语，因为视觉效果与记忆的联系紧密，所以它也是增进记忆的常用手段。简单来说，

信息图就是数据与信息的可视化表现形态，主要用于解释和表达数量庞大、类型复杂、难

以形象表述的信息。生硬抽象的数据与信息借助信息图强大的解释力和表现力，让读者能

够轻松地理解其意义并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数据、信息与信息图的关系示意图如

图 1-5 所示。信息图从诞生至今虽然时间不长，但已成为现在乃至未来信息传播的主流方

式。由于信息图从原先的单一、静态和单向传播发展为多元、动态和交互传播，因此符合

时代的发展需要。此外，起源于图形设计的信息图设计，有着不同于图形设计的内涵和作用，

因其必须具备普遍识别性而成为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研究的新方向。

图 1-5　数据、信息与信息图的关系示意图 （设计：张毅）

信息图旨在更好地解释、表达和传达信息，是通过在设计中使用各种类型的视觉元素

来实现的，这些视觉元素包括图形图像、符号图标、统计图表、色彩、动态效果及少量但必

要的文本等。具有美感和功能的信息图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对话与交流方式，它通过视听的

形式表现信息的意义和价值，满足信息传达和人们普遍理解的目的。可以说，信息图设计

为人们理解某个事物提供了一种心理模型或心理图像，使人们可以通过它理解事物。

4．可视化

可视化，从字面上看，是指人类能用眼睛看到并理解事物。可视化相当于视觉对话，

是通过视觉表达形式将枯燥复杂的信息内容或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将加工后的信息，解读并

传达给用户，使用户能够轻易地掌握大量的信息。英国记者兼平面设计师大卫·麦坎德利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 1 章 信息可视化设计概述 

7

斯（David McCandless）说：“通过可视化信息，我们可以绘制出眼睛看到的蓝图—一种

信息地图。当你迷失在信息中的时候，信息地图就会展现作用。”

英国著名信息可视化专家、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教授罗伯特·斯彭思（Robert 
Spence）在其著作《信息可视化—交互设计》中提出“可视化是对某事物建立心理模

型（Mental Model）或心理图像（Mental Image）”。心理模型或心理图像，通俗地说，是

在人们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信息。例如，卡尼萨三角的心理模型是盖塔诺·卡尼萨用错视原

理建立起来的，在他的设计之前，关于卡尼萨三角的心理模型只是零碎的线条和 3 个有缺

口的圆。木村博之在《图解力》一书前言中提到“我留心观察身边的一切，并以信息图的

形式，把那些看不见的信息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信息可视化希望信息能够被看

得见和感知得到。人的认识规律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信息可视化恰恰是利用

感性的方式来表达出通过理性认识得到的东西，从而让人们获得感性认识。

图 1-6 所示为创可贴的使用说明书。画面不仅用文字解释了创可贴的使用方法，而且

通过放大具体的手部动作来直观地演示创可贴的使用步骤。这让使用者可以略过文字的辅

助说明，仅看图就能轻易地理解使用创可贴的方法，强化使用者的感性认识。

 

图 1-6　创可贴的使用说明书（设计：Saloni Dh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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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发展历史 

信息可视化设计这门学科虽然近十几年才开始普及，但其起源最早可追溯到 3 万多年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那时的洞穴岩壁中可发现人类创造的简单动物图形。1940 年，距今

15000 年的拉斯科洞窟壁画在法国西南部道尔多尼州乡村中被发现，洞窟壁上绘有约 100
种惟妙惟肖的动物图形，这些图形信息对研究史前人类艺术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就是信息图的雏形。公元前 3000 年，埃及的象形文字（如图 1-7 所示）

也是一种以图形符号作为沟通元素的字符，这是早期信息图的杰出典范。

图 1-7　埃及的象形文字（来源：牛津版《技术史》） 

1350 年，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尼科尔·奥雷姆创造出了一种用于解释物体运动规律的

图形图样，这种图样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复杂的信息图。1507 年，德国地图制作者马丁·瓦

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绘制完成了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地图，这标志着

使用信息图传递信息的开端。1510 年的文艺复兴时期，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在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创造出超过 200 幅插图与文字结合的人 体解剖指南，在医学

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后世医学家们公认为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该指南也成为现代

信息可视化的雏形。1786 年，苏格兰的工程师和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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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fair）在《商业与政治图解集》一书中，首次采用条形图等形式展现数据信息，这种数

据信息的呈现方式开启了信息视图化的新纪元。此后他又相继发明了折线图、饼图和扇形

图，数据图形学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1857 年，英国护士和统计学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威廉·普

莱费尔发明的饼图基础上发展演变出一种新型的饼图—南丁格尔玫瑰图，如图 1-8 所示，

该图解释了 1854—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与原因。它的出现为南丁格尔制定

英国医疗统计的标准模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因此被誉为“统计图形显示的先驱”，

至今仍是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经典作品。同一时期，法国建筑师查尔斯·约瑟夫·密纳德设

计出了大量流程图和地图来解释各种地理统计信息。

图 1-8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与原因（设计：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1930—1940 年，国际文字图像教育系统（ISOTYPE）出现了，标志着人们已经能够有

效地通过图示或图像传递想法，而现今公共场所中的标识符号基本是由该系统演变而来的。

1970—1990 年，信息图逐渐开始出现在英国的各大主流新闻媒体上，也在这一时期“信息

设计”术语被设计师特格拉姆第一次使用在信息传递的研究中。

从图 1-9 可知 1812—1813 年拿破仑东征俄国及之后的撤退情况，也可知拿破仑发动

的这场征俄战役是怎么走向失败的。这幅著名的信息图出自法国工程师 Charles Joseph 
Minard 之手，成为信息可视化设计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该信息图中，线条的宽度表示

军队规模，同时标明了军队移动所到之处的经纬度；使用不同颜色表示军队的进退方向，

浅棕色表示前进，黑色表示撤退；在图的下方标注了撤退期间的温度变化。该信息图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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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种信息，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拿破仑征战的 60 万大军是如何在长途跋涉和严寒中逐

步溃散的。

图 1-9　1812—1813 年拿破仑征俄战役信息图（设计：Charles Joseph Minard）

1979 年，“信息设计”一词在学术界确立了地位，这源于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期刊的创刊。20 世纪末，数字化信息技术不断进步，视觉传达设计涵盖了原先传统的平面

设计，成为一种以视觉语言向特定人群传递具体信息的设计活动。到了 21 世纪，信息可视

化设计逐渐普及，它的表现手段和表现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浏览网

页，翻阅书籍、期刊时甚至在街边广告上看到它。

1.3　现代信息可视化的崛起条件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信息数据的分析工作和呈现形式发生

了改变。信息可视化基于人类的视觉，利用计算机图形学理论与图形图像技术帮助人们理

解、分析和展示数据，以图形形式呈现信息，试图通过利用人类的视觉能力形成感知图像，

强化认知理解的过程，快速传达抽象的信息。计算机中高清的图形和交互式的图形分析，

提供了以前手绘时代无法实现的表现能力，这样，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就能轻易地在信息

时代掌握海量的复杂信息。我们对信息可视化的深入理解需要研究其产生的原因，了解与

探讨可视化发展的条件，下面从科学计算可视化的出现、人们对图像记录信息的渴求与思

维方式的变化三个方面展开介绍。

1．科学计算可视化的出现

信息可视化是由最初的科学计算可视化发展而来的。科学计算可视化于 1987 年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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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出，算是可视化的理论、方法与技术领域最早的应用。其将大规模的计算机数字信息、

科学数据与工程数值转换为直观的图形图像，供用户观察、模拟和计算。随着人类社会的

不断进步，人类在生产实践与科学研究中产生并获得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以纸笔为代表的

传统数据信息分析载体和手段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不能满足日常处理大量数据信息的需

要了。后来，计算机的出现为人类科学数据信息采集和计算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使信息

实现了从少到多、从大量到海量、从粗疏到精密的整体提高。然而，从海量复杂的数据中

及时提取并解读到有用的信息并非易事，它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在这种背

景下，科学计算可视化被提出与应用了。它促进了基于科学计算可视化的可视化技术发展，

能适应更多抽象信息解读的需求。

2．人们对图像记录信息的渴求

人们自古就有用图像记录信息的习惯。例如，远古时期的壁画与石刻记录的古人类

生活事件，中世纪西方的羊皮纸书记载的宗教事迹，现今的书籍、报纸记载的知识等。人

类不断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信息并加以利用来改造世界，这些流传下来的习惯，让我们

能够适应生活的变化，得以持续发展。在所有通信和控制系统中，信息是人们相互联系

的一种载体。人们通过获取、识别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不同的信息来区别不同事物，得以

认识和改造世界。随着人们的信息越来越多，人们在看文字时常常觉得它是长篇大论，

有种无以复加的视觉疲劳感，会产生阅读障碍。但人们每天都沉浸在各种信息中，追寻

信息的脚步从未停止，而且乐此不疲。自信息可视化理念出现后，随着其传递方式的逐

步普及，人们将越发享受看信息的过程，感受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好处，快速、高效与趣味

地获取信息。这使得今天与未来信息传递的主流方式非信息可视化莫属，主要是因为图

形有直观、无障碍交流的独特优势。图 1-10 所示的信息图非常直观高效地告诉人们会影

响睡眠的几种因素。

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就是在信息中反思过去、解析当下、通晓未来。世界上各个

领域都在信息的流通与融合中加速发展，使人类的集体智慧网络焕发新的活力，实现世界

与人类社 会的共同发展。

3．思维方式的变化

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单维转向多维，与信息的发展息息相关。19 世纪之前，人类无论是对

信息类型还是对信息数量等资源，掌握程度都比较有限，需要思考的内容也相对简单，通常

采用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单维度树状思维方式。而在此之后，特别是 19 世纪到 20 世

纪中叶，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但在信息处理的手段发展上却明显跟不上信息

增长的速度，各种信息繁杂而无序。人们开始尝试转变以往的思维方式，想要尽快改变这种

现状以更好地适应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20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信息处理手段的不断发展，

人们强烈地感觉到这些看似复杂而无序的问题其实存在着很多内在联系，它们是高度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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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依存的。为了能把更多复杂的问题变得有序、简单而便于处理，人们必须彻底改变过去

层级化、集中式的树状思维，学会用多维度、协作式的网络思维来思考问题并探索世界。可

以肯定的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直接促进了信息可视化的出现与迅速发展，而信息可视化

的崛起正是信息处理手段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证明。

图 1-10　影响睡眠因素的信息图（设计：Emily Aaga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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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伦敦地铁线路图为例，伦敦地铁始建于 1856年，1863年 1月 10日正式投入运营，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而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在整个伦敦地铁线路图从无到有再到覆盖

成网的设计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明显体现。1931 年之前，许多线路图都依据准确的地理方

位、比例与线路长度绘制，折射出当时人们简单直接的思维方式；而 1931 年之后，工程绘

图师哈里·贝克（Harry Beck）认为实际距离并不特别重要，而让乘客知道应该在哪站上

下车才是首要的。基于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原本复杂难懂的伦敦地铁线路图焕然一新（如

图 1-11 所示），体现了思维方式转变推动信息图设计发展的历程。

图 1-11　1931 年伦敦地铁线路图（设计：哈里·贝克）

1.4　信息可视化中的多学科理论 

早在 1967 年，法国制图师 Jacques Bertin 就在数据图形学的基础上，出版了可视化图

表设计与制图的奠基之作《图形符号学》（Semiology of Graphics）。1983 年，美国耶鲁大

学统计学教授爱德华·塔夫特（E. R. Tufte）出版了关于数据图形学理论的书籍 《定量信

息的视觉显示》（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强调有用信息密度的最大

化问题，推动了信息可视化的大发展。信息可视化这个术语最终出现在人机交互专家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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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特·卡德（Stuart K. Card）、约克·麦金（Jock D. Mackinlay）与乔治·罗伯逊（George G. 
Robertson）于 1989 年发表的文章《用于交互性用户界面的认知协处理器》中。

从前述关于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信息可视化设计是一门由多学科交

叉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大规模非数值型抽象信息的视觉表现。信息可视化设计

结合传播学、心理学、统计学、设计学、数据图形学、人机交互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与

方法。在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目的需求、对象需求、分析需求与表现需求上可以看出，学习

信息可视化设计，需要综合了解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从而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信息可

视化设计知识体系。

1．传播学

传播学也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规律和社会信息系统规律

的学问，是研究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而信息可视化设计正是运用视觉

设计的表现力研究信息传播的行为、过程和规律的。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信息可视化的视

觉传播过程是指传播者与受众对视觉元素进行编码、解码并实现意义共通的完整过程和效

果实现。因此，信息的有效传播是信息可视化设计的最终目标。

1948 年，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其中明确提出了传播模式及其五个基

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以何渠道（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的“5W 传播模式”，如图 1-12 所示。其中，传播过

程分为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五部分，这样有效地规划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

内容，提供了具体的切入点去研究和理解传播过程中的结构与特性。

图 1-12　“5W 传播模式”示意图

同期，还有其他美国学者跟进了传播学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传播理论进行了探索和

研究，提出了多种传播模式。例如，用文字、图形、数学公式等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和本质，

展示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并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传播学理论是信息传播的理论

基础，更是实现信息可视化设计目的的需要，因此，想要做好信息可视化设计必须理解传

播学的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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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探索传播现象发生的内在动机和情感因

素，有助于传播学研究的形成，并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心理学的研究涉及知觉、认知、

情感、思维、人格、行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多个领域，还与生物学、医学、神经学等

多门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心理学与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家庭、教育等密切相关。此外，

根据研究领域和对象的不同，心理学可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如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性别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是分析目标受众的需求，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正

是开展这项工作的理论支撑。在心理学理论中，视觉错觉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理论对信息可

视化设计的对象需求分析影响最大。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
发明的艾宾浩斯错觉及由心理学家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与汉斯·蒙克（Hans 
Munker）两人的发现结合的蒙克·怀特错觉，均揭示了大脑误解视觉信息的现象。在艾宾

浩斯错觉图中有两个大小完全相同的圆，它们周围分别被较大的圆和较小的圆围绕，被大

圆围绕的圆看起来会比被小圆围绕的圆要小，如图 1-13 所示。蒙克·怀特错觉，简单来说

是当人们判断一种颜色时会被其他颜色干扰，干扰色的饱和度越高，错觉越明显。这些错

觉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人类的感知系统基于相对判断而非绝对判断，这对信息可视化设计的

视觉表现有重要的意义。

图 1-13　艾宾浩斯错觉图

此外，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它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

认知过程，如知觉、表象、记忆、创造性、问题解决、言语和思维等。首先，认知心理学将

人看成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指出认知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全过程，是信息输入与信息输

出之间的内在心理过程；其次，强调人脑中已存在的知识体系有决定人的认知和行为活动

的作用。总体来说，认知心理学理论是了解和分析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目标阅读群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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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有利于信息设计师了解信息接收者如何接收、分析和理解信息，以此来准确构建信

息的视觉层次及优化信息的视觉结构，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3．统计学

统计学起源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至今已有 2300 多年的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在其发展过程中，统计学至少经历了“城邦政情”“政治算数”“统计分析科学”三个发展阶段，

为现代统计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统计学也得到

快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由记述统计向推断统计发展，由社会、经济统计向多分支学科发展，

由统计过去和当前向统计预测和决策发展三个方面，使统计走出了传统的领域且被赋予新

的意义和使命。如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与统计学的进一步相互渗透和融合，让统

计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归结而言，统计学是一门从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解释中得出结论的综合性学科，

用于推断出研究对象的本质，甚至预测研究对象的未来。统计学的应用范围广阔，需要使

用到大量数学及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信息可视化设计是研究信息的视觉呈现，前期需要

对大量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与理解，然后才能将其转化为可用于视觉表达的信息。因此，

基于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分析需求，需要运用统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对信息和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在统计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中，信息可视化设计主要依赖描述统计学。描述统计学是

用于描述和总结所观察对象的基本统计信息的一门学科，研究如何获取反映客观现象的数

据。它通过一些数理统计方法反映数据的特点，并通过图表形式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必要

的可视化，进一步综合概括和分析得出数据的客观规律。描述统计学的内容涉及对各种数

据图表进行图形化处理，例如，数据的收集方法、显示方法、加工处理方法、概括与分析

方法等都会以图形化图表的形式表达，这正是信息图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1-14 所示

为 2015 年英国大选民意调查情况信息图，民意的数据信息通过各类不同的图表展现在人

们面前。

4．设计学

设计学是一门融艺术学、人体工程学和计算机等多学科于一体的艺术与科技相融合的

新兴交叉学科。设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无论是在哪个时代，设计与科技进步、

经济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设计一方面依附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以强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科技和经济，推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同时，设计与

艺术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渊源，设计的本质是艺术与科技高度统一的产物。科技为设计的发

展提供技术条件，设计在满足实用需求的基础上，需要通过艺术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与

精神需求。

设计在它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常作为一种行为而存在，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则诞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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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后。由于设计与特定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关系，设计学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

性特征，同时又与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艺术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因此设计学

被赋予一层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此外，根据研究领域和人的各种设计需求不同，设计学

大致可分为建筑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等多个分

支领域。

图 1-14　2015 年英国大选民意调查情况信息图（来源：英国《观察家报》）

21 世纪，信息可视化设计成为最具亮点的设计学科分支之一。信息整合和视觉表现是

其设计流程中的两个主要步骤。信息整合主要依靠传播学、心理学与统计学的相关理论知

识与方法，在视觉表现中所运用的正是与设计学相关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如信息图形的创

意与设计、色彩的合理运用、文字设计和版面设计等视觉设计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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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所示的 Trending seeds 是对“MeToo”运动话题标签的视觉分析。该项目用蒲

公英这一视觉元素展示了 2017—2018 年推特网站上“# MeToo”标签下转推数超过 1000
的 1500 条推文，每条推文用一个蒲公英种子（即小圆圈）标识。其中，种子与中心的距离

和转推数相关，且存在线性和对数两种比例计算方式；种子的大小表示发推文的用户被关

注人数的多少；种子的 4 种颜色表示推文获得的赞同数；种子上的条纹表示推文获得的评

论数，当条纹多到一定程度时，会呈现一圈圈的样式。该作品结合了图形的创意和设计，

根据视觉元素和信息数据的特点，将两者结合起来，把信息有趣地传达给受众。

图 1-15　Trending seeds（设计：Valentina D’Efi lippo）

1.5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作用 

可视化是人类通过眼睛对事物进行识别和理解。信息可视化能够将烦冗复杂的抽象信

息转换成简洁化的视觉语言，拉近人们与信息之间的距离，便于用户更好地阅读和理解信

息，也为人们分析信息提供更直观的途径。在大信息时代，信息获取的数量远远大于人们

处理的数量。可视化作为信息传递的桥梁，可以帮助人们总揽信息特征，提出问题和条件，

对信息进行过滤，并将需要的信息通过适合的方式加以展示。可视化强大的信息展现和传

播能力，构成大数据分析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体而言，信息可视化设计具有以下

四个作用。

1．建立信息识别的模型基础

信息可视化的模型是需要结合信息的类型、用户的需求与传播的目的来构建的。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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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利用视觉元素来表达信息，更是对所要传达的信息建立一个信息识别的模型。信息模

型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信息模型可以建立清晰的信息阅读过程，进而形成完整的用户

心理印象，引导用户更好地获取和理解信息；第二，信息模型的建立是后期信息设计表达

的基础。它将信息的设计表达在一定的范围和方向上加以规定，以保证信息设计表达是可

控的、完整的和有条理的。建立信息模型，首先要形成信息识别体系架构与流程，这是信

息可视化设计过程中从数据到信息的关键环节。在奈杰尔·霍姆斯（Nigel Holmes）的信

息图“如何逃离一辆沉没中的汽车”中，他把逃离沉没中的汽车的每个步骤通过视觉图形

呈现出来，如图 1-16 所示。该图形通过解析为人们建立了一个逃离沉没中汽车行为的信息

模型。

图 1-16　如何逃离一辆沉没中的汽车（设计：奈杰尔·霍姆斯）

2．转换信息的存在形态

转换信息的存在形态是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第二个作用。信息通常以抽象和不可见的形

态存在，这会给受众获取和理解信息带来一定的难度。通过信息可视化设计，可以将无形

的不易被理解的抽象信息转换为有形的视觉化信息，把无形信息给受众带来的困难度降低。

例如，Lokesh Dhakar 设计的咖啡插图，通过一杯咖啡的图形样式，直观地表现出不同咖啡

的成分和各成分之间的配比关系，将无形的咖啡成分比例变得有形，如图 1-17 所示。 

3．丰富信息表达的手段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第三个作用是让有形的信息看起来更鲜活、更容易被理解。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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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运用多种形式的视觉元素和多样化的设计手法，来丰富信息表达的语汇，拓宽信息

传递的渠道。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对多媒体技术的兼容和支持，以纸质媒

体为代表的传统静态平面视觉传达开始向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动态多维传达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信息可视化语言的表达形式在静态形式的基础上加入动态传达，介入动态技术

后信息处理与表现的形式更丰富了，也提供了新的渠道与途径来帮助受众以更多、更有趣

的方式高效便捷地获取信息，使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能容易地被更多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受

众群体所理解。

图 1-17　不同咖啡成分及配比关系（设计：Lokesh Dhakar）

4．实现信息的多维度解析

可视化对信息的多样化设计表达方式让信息不再是过去的单向解析，转而进入了多维

度解析的时代。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视化使用感性方式表达抽象、冷感的信息，能充分利

用人眼快速识别的自然能力去浏览、分析和理解信息，从而将信息处理过程中人们承担的

认知负担转变为容易完成的感知任务，使受众能够透过表象认识信息的本质，进而将对信

息的理解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实现信息的无障碍、高效的传播与准确理解。例如，

中国香港《南华早报》上的作品 Both faces，画面通过多种层次及场景的写实插图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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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多维度地呈现出中国香港北部公园日渐增多的野生猴子对人类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

响，很好地传达该主题的主旨信息，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Both faces（来源：《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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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原则 

信息可视化通过图形的方式清晰地传达信息。为了有效传达与沟通，信息可视化需

要达到审美和功能齐备的效果，直观地用视觉手段进行信息表达。2009 年 2 月，由美国

新闻媒体视觉设计协会（SND）主办的新闻视觉设计大赛在纽约举行，该大赛图文设计

组的评委总结了理想信息图应具备的五大要素，分别是 Attractive，吸引眼球，令人心动；

Clear，准确传达，信息明了；Simple，去粗取精，简单易懂；Flow，视线流动，构建时空；

Wordless，摒弃文字，以图释义。根据信息图的五要素和特点，可以延伸出信息可视化设

计的五原则，并以此为标准评价各种信息可视化设计作品的优劣。

1．准确传递信息

内容含糊不清的图文很难被读者理解，所以准确传递信息是信息可视化设计的首要原

则。想完成一幅清晰的信息图，首先，要明确设计的目的、为了谁而设计，明确信息想要

传达什么内容。这不仅是贯穿信息图设计始终的主线，也是信息图能否满足准确传递信息

功能的关键。其次，要建立清晰明确的视觉逻辑。视觉逻辑是视觉元素之间的关系。梳理

画面中视觉元素之间的关系，利用视觉元素的强大力量，在不加解释和帮助的情况下能够

准确地传递信息，从而实现信息图的功能与作用。例如，奈杰尔·霍姆斯的作品《我的自

画像》，以幽默风趣的手法清晰地解说成为图文信息设计师的必要条件，准确而具体地传达

了相关信息，如图 1-19 所示。

2．注重审美情趣

信息总是以惊人的数量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在这庞大的信息中，没有特色的信息

很可能被人忽视而成为无效信息。因此，信息图如果想吸引受众的注意，就要拥有极好的

视觉审美效果，如独特巧妙、新颖生动、幽默风趣等。即使是一些普通的、没有吸引力的

甚至会令人不快的信息，也能通过信息图的魅力引起读者的深度关注。日本信息设计大师

木村博之常说：“以美感消除恐惧。”如图 1-20 所示，他创作的乳腺疾病信息图在饱满的

乳房图像上放置 7 个“肿块”展示良性乳腺疾病信息。良性肿块部分使用粉红色，而画面

上的恶性“肿块”使用黑色。他说：“我们希望这幅图解中呈现出来的乳房，女性读者看

过之后会觉得很美观；希望关注此疾病信息的人，在仔细阅读后，不会产生恐惧感。”此

信息图以其独一无二的视觉效果与艺术魅力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在信息可视化设

计中，创造独特的视觉美感和趣味表达可以激发受众的阅读兴趣，使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

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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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我的自画像》（设计：奈杰尔·霍姆斯）

3．力求简明表现

信息内容的精练和视觉形式的简洁是信息可视化设计的主要体现。首先，原始数据是

繁杂的，精练简明的信息更容易被获取和记忆。因此在设计前期要根据已明确的设计目的，

对信息进行多层筛选，去除冗余信息，以最少的信息量产生最大的传达效果，提高信息传

递效率。其次，图形和颜色也是繁多的，要分类分层将其归纳，使用的视觉元素和颜色要

符合视觉思维的认知原则，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以尽可能少的视觉元素和颜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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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表达，形成简单清晰的信息视觉形式，减轻受众的视力与脑力负荷，方便受众获取

和理解信息。例如，中国台湾设计团队 Re-LAB 设计的史高维尔辣度表，画面用单一的颜

色和简单的阶梯式辣椒辣度对比来清晰准确地呈现出史高维尔辣度的内容，显得非常简洁

明了，如图 1-21 所示。

图 1-20　乳腺疾病信息图（设计：木村博之）

4．遵循读取习惯

在进行信息可视化设计时，应从版面结构与元素编排上考虑是否符合受众的阅读习惯。

对目前常用的横向排版来说，人们的视线习惯是从左上至右下并顺时针移动的。因此，在

信息元素的编排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们的阅读习惯，根据信息传递的主题，巧妙地构建视

线移动的顺序。这样可以为受众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信息阅读流程，也可以体现出信息表

达所需要的空间移动或时间变化，有利于信息高效且准确地传递。例如，奥图·纽拉特的

作品“How Long Do Animals Live?”通过线的引导聚集视觉焦点，让读者流畅地浏览。图

中的动物都被处理成沿着曲线行走，方向性更加明显，动物走过的线长代表寿命，各种动

物的寿命长短形象地被展现出来，如图 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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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史高维尔辣度表（设计：Re-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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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How Long Do Animals Live?（设计：奥图·纽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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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除视觉障碍

文字往往难以做到像图形图像那样无障碍地传达信息，因此，为了消除信息图的视觉

障碍，有必要尽可能少用或不用文字，尝试用图形图像来传情达意，减少文字可能形成的

视觉障碍。在奈杰尔·霍姆斯的著作《无言的图表》（Wordless Diagrams）一书中，“Wordless”
意指减少文字、以图像代替文字。奈杰尔·霍姆斯关于如何整容的信息图，就仅用图形图

像来呈现整容的步骤，如图 1-23 所示。一幅理想的信息图是没有任何文字，其内涵也能被

读者充分理解的。未来，系统化的图形可能会成为世界共通的视觉语言，成为人们新的沟

通工具，实现全世界都能理解的终极目标。这也曾是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的理想。

当然，就当下的信息可视化设计而言，让人们完全摆脱文字语言的表达是不现实的。但是，

设计师在能保证清晰、准确地传递信息的同时尽量少用文字而使用图形图像来解释信息，

可以消除信息图的视觉障碍。

图 1-23　如何整容信息图（设计：奈杰尔·霍姆斯） 

1.7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哲学 

在海量的信息可视化设计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些设计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排斥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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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并没有意识到画面已经给读者制造了阅读障碍。想要做好信息可视化设计，除要理解

人类认知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外，还要掌握视觉表达的技巧，并对中西方视觉设计文化与哲

学进行认真比较和深入思考。

1．基于理性精神达到普遍理解

西方视觉艺术历来重视理性的形态表达，并将形态本身当成独立的研究对象。作为西

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在造型艺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古希腊艺术家把客观事物的形

态，特别是人的形态，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这个背景使古希腊雕塑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人对自身美的精确、理性、自信、具有哲学意味的深入认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古希腊雕

塑都十分写实，以理性为基础，以和谐的人体比例结构体现理性美感。

举世闻名的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不仅严格遵守人体解剖学的准确性，而且符合美的比

例，如图 1-24 所示。人体形态的每个部分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是一种活的生命形态。人们

即使不了解维纳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也完全不影响对这个雕像的欣赏。维纳斯雕像

呈现出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美，不管人们欣赏哪里，都洋溢着匀称的魅力，审美魅力直接

呈现在形态中。这种视觉美已成为文化的主导因素。维纳斯雕像的视觉美蕴含着追求普遍

性的艺术理想，这奠定了西方视觉文化的深层结构，即理性精神被人们普遍理解。

图 1-24　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 1 章 信息可视化设计概述 

29

维纳斯雕像的视觉形式中没有任何琢磨不透的东西，一切都是那么明确，它要表达的东

西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对维纳斯雕像，古希腊人用科学化、理想化的手法，按照最美的世

间女人丰腴饱满的体型来塑造，使其充满着青春、健美和旺盛的生命力。维纳斯雕像虽然显

现出“神”性，但并不神秘，因为它的形态毫无秘密可言，有着公开的“神”性，每个人都能

从它身上看到人的普遍性的极致，而不需要猜测。正因为没有谜，人们都能从这个形态中看

到维纳斯雕像的美。它的美是如此清晰明了和触手可及，它的“神”性也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

不再是隐藏在背后的神秘性。因此，它的视觉美不需要人具有“慧眼”就能被看懂，对全人

类的审美都有普遍的启发和提升作用，这才是有生命的视觉形式。

2．基于大众理解去除权威解释

与西方维纳斯雕像的视觉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象征和隐含的意义。过去，

我们习惯制定和公布各种关于形式的具有权威性的标准解释。例如，我们熟悉的龙，古时

象征着帝王，现在则是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一种符号。

如果已经有权威性解释的形式仍然会令人费解，那是因为这种解释过于晦涩难懂。在

形式的标准解释面前，如果人们难以记住它的含义，就没法理解它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

普通的理性会失去作用，因为这种形式变得只能“盲目”追随权威的解释，而不是靠“看”

去理解其中的含义，对应的视觉设计便倾向“基于权威的形式神秘性”。这个权威可能是

设计师、用户、一个有视觉解释权的人。他们通过权威的解释来定义形式的含义，但被定

义的形式往往让人琢磨不透，释义只能“识记”。但如果该形式过于简单，人们又会觉得

形式缺乏“内涵”，最好能够保留一些神秘和悬念，这样才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唤起受

众了解“内涵”的欲望。然而受众有时不相信自己用眼睛“看”的和从中理解的形式，他

们往往期望能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答案，期待视觉形式的“官方解释”，当有一个权威解释时，

可以省去猜测的时间和避免猜错的可能。图 1-25所示的 Juliana Hernandez设计的作品《鱼》

中，英文 fi sh 加上鱼的外形，无疑非常准确清晰地表达出“鱼”的含义。

图 1-25   “鱼”的准确图形表达（设计：Juliana Herna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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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设计以理解为目的，信息图应提供清晰易懂的文字、图像和视觉流向，能

快速直接地传递信息，不需要受众茫然猜测画面的内容。

3．以确定性方式对待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在我们的世界中无处不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焦虑和不安。而信息用来消除

不确定性的问题，将千变万化的世界定形，为世界建立确定性。但对世界中海量的不确定

性来说，信息能够消除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应以个人的确定性来应对不确定性

的内容，用人的理性把混沌的世界塑造成人的世界。

为事物立法和赋形已经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的一种行动。信息可视化设计将信

息以清晰的形式塑造出来，使信息完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然，不同的塑造方式，呈现

出信息的多种显现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理解模式。例如，各种具有自身个性的、多

元化的信息图被设计师创建出来，不断传达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从而提高和扩展人类对信

息的理解。如图 1-26 所示，Owen Davey 设计的休闲与运动之美信息图，表达出设计师对

休闲和健康生活的理解。

图 1-26　休闲与运动之美信息图（设计：Owen Da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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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人类普遍理解信息为目标

信息的解读比信息本身更重要，想信息被快速解读、流通，就要以实现人类普遍理解

信息为目标。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增加了沟通交流的难度。虽然人们

可以学习不同的语言来促进交流，但需要花费很高的时间成本。而且，即使是用相同的语言，

表达方式的不同也会使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导致信息解读有误从而影响双方交流。因此，

信息可视化设计的相关研究者正在探索人类交流是否能够以一种更容易理解和节省时间的

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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