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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F.921 建议书 

针对视觉障碍人士的室内与室外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 

 

 

 

摘要 

ITU-T F.921建议书解释了如何设计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以确保其具有包容性并能

够满足视觉障碍人士的需求。ITU-T F.921建议书以定义并解释系统功能特性的方式，采取了

一种技术中立的做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在开发的初始阶段为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的设

计者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使之能够预测并克服有碍视觉障碍人士充分而独立地使用建筑环

境的任何限制和障碍。ITU-T F.921建议书解释了如何吸收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方面的用

户经验，并确保这些系统间的互操作性。ITU-T F.921建议书认识到通过满足视觉障碍人士的

用户需求，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亦可造福于有其他残疾的人士、因年龄而出现障碍的人

士、有特殊需求的人士以及普通民众。 

本修订版基于从本建议书的现场使用中收到的反馈意见以及其他的文本说明和修正提供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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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

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是国际电联的一个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布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而后由各研究组

制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ITU-T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

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也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的条款（以确保例如互

操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认为达到了本建议书的合规性要求。

“应该”或“必须”等其他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

示要求任何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声明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有关已声明之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

用性不表明任何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有关受专利保护的知识

产权的通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的信息，因此特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

网址查询电信标准化局（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国际电联2019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http://www.itu.int/ITU-T/ipr/


 

  ITU-T F.921 建议书 (08/2018) iii 

目录 

 页码 

1 范围 ..............................................................................................................................  1 

2 参考文献 ......................................................................................................................  1 

3 定义 ..............................................................................................................................  1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  1 

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  2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  3 

5 惯例 ..............................................................................................................................  3 

6 设计原则 ......................................................................................................................  3 

7 验证原则 ......................................................................................................................  3 

8 方向 ..............................................................................................................................  3 

9 音频指令 ......................................................................................................................  4 

9.1 音频指令的成分 ............................................................................................  4 

9.2 音频指令 – 分类 ............................................................................................  4 

10 特性、地标和物体 ......................................................................................................  5 

10.1 入口和出口 ....................................................................................................  5 

10.2 路径 ................................................................................................................  5 

10.3 决策点 ............................................................................................................  5 

10.4 触觉步行路面指示器 ....................................................................................  5 

10.5 自动扶梯 ........................................................................................................  6 

10.6 楼梯 ................................................................................................................  6 

10.7 电梯 ................................................................................................................  6 

10.8 检票口和栅栏 ................................................................................................  7 

10.9 月台 ................................................................................................................  7 

11 火车站 ..........................................................................................................................  8 

12 移动APP特性 ...............................................................................................................  8 

附录I – 音频指令示例 ............................................................................................................  9 

参考资料  ..................................................................................................................................  10 

 

 



iv ITU-T F.921 建议书 (08/2018) 

引言 

本建议书解释了如何设计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以确保其具有包容性并能够满足视

觉障碍人士的需求。本建议书以定义并解释系统功能特性的方式，采取了一种技术中立的做

法。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在构想的初始阶段为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的设计者提供他们所需

的信息，使之能够预测并克服有碍视觉障碍人士充分而独立地使用建筑环境的任何限制和障

碍。虽然现有的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利用移动技术为用户提供了高效、有效和令人满意

的寻路功能和硬件，但移动技术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标准可为促进基于音频的导航提供有用

的基础，本建议书解释了如何吸收包容的、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IABNNS）方面的用

户经验，并确保这些系统间的互操作性。本建议书认识到通过满足视觉障碍人士的用户需

求，IABNNS亦可造福于有其它残疾的人士、因年龄而出现障碍的人士、有特殊需求的人士

以及普通民众。本建议书适用于各种建筑环境中的IABNNS，包括城市或乡村环境中的

IABNNS。 

注 – 关于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的本建议书未考虑耳聋者或听力受损者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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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视觉障碍人士的室内与室外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 

1 范围 

本建议书解释了设计包容的、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IABNNS）的要求，以适应视

觉障碍人士以及具有广泛特征和能力的用户。本建议书旨在帮助设计专业人士通过IABNNS

来实现一个包容性的环境，通过为用户提供有关环境的听觉信息来增强物理环境。本建议书

未考虑耳聋者或听力受损者的特殊要求。 

此外，虽然本建议书认识到必须以用户确定的语言来提供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输出，但

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超出了本建议书的范围。鼓励实施者确保尽可能多的用户可以访问和理

解指令，并鼓励他们提供各种语言版本的指令。除了其他方面，未来的工作旨在解决该问

题，并将探索使用元编码来提供灵活的、以用户为中心的翻译系统。 

2 参考文献 

下列ITU-T建议书及含有本建议书引用条款的其它参考文献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所注

明版本在出版时有效。所有建议书及其他参考文献均可能进行修订；因此鼓励建议书的使用

方了解使用最新版本的下列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可能性。ITUT-T建议书的现行有效版

本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在引用某一独立文件时，并未给予该文件建议书的地位。 

[ISO 23599:2012] ISO 23599:2012, Assistive products for blind and vision-impaired persons – 

Tactile walking surface indicators. 

3 定义 

3.1 他处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使用了下列他处定义的术语： 

3.1.1 无障碍获取（accessibility）[b-ITU-T F.791]：产品、设备、服务或环境（虚拟的或真

实的）可供尽可能多的人使用的程度。 

3.1.2 残疾（disability）[b-ITU-T F.791]：指的是任何限制或无法以被认为是平均的或被接

受的功能之方式或幅度来执行某项功能或活动，源自能力受损或下降，这可以是永久性的或

临时性的。 

3.1.3 损伤（impairment）[b-ITU-T F.791]：心理、生理或解剖结构或功能的任何损失或异

常。 

3.1.4 因年龄而出现障碍的人士（persons with age related disabilities）[b-ITU-T F.791]：随

着年龄的增长，人往往会发生由衰老过程本身而引起的认知和身体残疾。例如，视力减弱、

程度不同的耳聋、活动能力下降或认知能力下降。 

3.1.5 有特殊需求的人士（persons with specific needs） [b-ITU-T F.791]：包括残疾人

（PWD）、文盲、有学习障碍者、儿童、原住民、因年龄而出现障碍的人士老年人以及任

何短期残疾患者。 

3.1.6 平台无障碍获取特征（platform accessibility features）[b-ITU-T F.791]：在特定硬件/

软件平台上作为标准提供的无障碍获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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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建议书定义的术语 

本建议书定义了以下术语： 

3.2.1 音频提醒（audio alert）：旨在音频指令之前发出的听觉信号。 

3.2.2 音频指令（audio instruction）：为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IABNNS）的用户提

供寻路指令和方向的听觉消息。 

3.2.3 基本坐标（cardinal coordinates）：基于罗盘的点（其“北”在正前方）向用户传达

大致方向的方法。 

3.2.4 钟面方向（clock face directions）：通过参考模拟时钟的小时位置（其12点钟在正前

方）向用户传达大致方向的方法。 

3.2.5 可数分隔符（countable delimiter）：使用数字来传达方向的单词或短语，例如，第

一条（走廊）。 

3.2.6 决策点（decision point）：路径的交叉或交汇，例如，至针对出发乘客的火车站检

票口的路线以及至针对到达乘客的火车站检票口的路线。 

3.2.7 度方向（degree directions）：通过参考圆的度数向用户传达大致方向的方法，0°在

正前方。 

3.2.8 描述性分隔符（descriptive delimiter）：描述用于传达方向之物体或环境特征的单词

或短语，例如，下层（大厅）。 

3.2.9 方向性分隔符（directional delimiter）：通常跟在一个动词后面用于传达方向的单词

或短语，例如，左。 

3.2.10 以自我为中心的参照系（egocentric frame of reference）：参考框架，当中根据个人

的当前位置和视点来传达空间布局和方位。 

3.2.11 包容的、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inclusive audio-based network navigation system

（IABNNS））：通过为用户提供所在环境的音频版本来增强物理环境的技术。 

3.2.12 旅程已完成的通知提醒（journey completed notification alert）：在预定旅程完成时

提供的一系列持续时间相同的短三音符上升音调。它们有别于移动设备操作系统的提醒。 

3.2.13 地标（landmark）：物理环境中的特征，例如，孤立的栏杆。 

3.2.14 通知提醒（notification alert）：紧接在音频提醒和音频指令之前提供的一系列持续

时间相同的短二音符声音，以通知用户即将发出的音频提醒或音频指令。这有别于移动设备

操作系统的提醒。 

3.2.15 物体（object）：物理环境中的小特征，例如，电梯控制按钮。 

3.2.16 正交（orthogonal）：向用户传达大致方向的方法，它有别于“度”方法，使用基于

与正前方成90°角的方向。 

3.2.17 路径（pathway）：允许从一个点通到另一个点的路线，例如，走廊、坡道、隧道、

地铁、自动扶梯、楼梯或电梯（升降机）、人行道或道路交叉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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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 残疾人（person with a disability）：身体上或精神上存在损伤的人士，这种损伤对其

完成通常的日常活动的能力有实质性的和长期的不利影响。 

注 – [b-UNCRPD]涵盖残疾人的权利。 

3.2.19 月台（platform）：提供进入轨道车辆通路的登临设施。 

3.2.20 比例方向（proportional directions）：向用户传达大致方向的方法，它有别于“钟

面”或“度”方法，使用诸如“正前方”“前方”“左”和“右”之类的术语。 

3.2.21 路段（segment）：某个环境中的特殊区域，如火车站的前院。 

3.2.22 顺序分隔符（sequential delimiter）：限制一个物体关系的单词或短语，以传达方

向，例如，在（门）之后。 

3.2.23 视觉障碍（vision impairment）：指的是无法通过使用眼镜、屈光矫正、药物治疗或

手术矫正的视力丧失。视力丧失可影响视敏度下降、中央或周边视野缺损或对比灵敏度下

降。 

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建议书采用了以下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IABNNS 包容的、基于音频的网络导航系统 

PWD 残疾人士 

5 惯例 

本建议书采用了下列惯例。“应该”/“应”一词表示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以便符合

本建议书的要求。“可以”一词表示一个不是非遵守不可的建议，以便符合本建议书的要

求。 

6 设计原则 

IABNNS的设计和互操作性原则应该让用户参与到真实环境中的设计、开发和验证过程

中来。用户应该帮助确定主要兴趣点的位置、关键特征和安全方便的路线。路线应该有明确

的路段和地标，并应该是最易达的。音频指令中使用的内容、术语和分类见第9节。 

7 验证原则 

IABNNS的验证和互操作性原则应该包括对安装、配置、易用性和无障碍获取的测试。 

8 方向 

应该通过使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参照系来提供方向，它基于钟面、度、比例或正交方

法来传达通常的方向和做出提醒，如第3.2节中所定义。应该使用最易达的路线。 

注 – 可以使用一个非以自我为中心的参照系，它基于基本坐标（[b-Chen，2015]；[b-Kalia，2010]）

（如第3.2.3节所定义）来传达通常的方向和做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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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音频指令 

音频指令和音频提醒应该清晰、明确、有效和安全（[b Allen，2000]；[b-Kulyukin，

2008]）。路线的领航或链接应该允许指令与路线的特定路段相关。应该使用最易达的路

线。 

9.1 音频指令的成分 

音频指令应该包含第9.1.1节至第9.1.3节中规定的要素。 

注 – 使用本节中所含要素的音频指令的两个示例见附录I。 

9.1.1 动词 

动词用于传达所需的动作，例如“步行”。 

9.1.2 方位信息 

方位信息用于传达用户与其周围环境相关的当前位置，例如“你正在接近”。方位信息

应该参考物理环境和路线的特征。这些包括路段（第3.2.21节）、路径（第3.2.17节）、决策

点（第3.2.6节）、地标（第3.2.13节）和物体（第3.2.15节）。 

9.1.3 方向信息 

方向信息用于向用户传达方向。方向信息应该使用方向分隔符（第3.2.9节）、可数分隔

符（第3.2.5节）、顺序分隔符（第3.2.22节）和描述性分隔符（第3.2.8节）。 

9.2 音频指令 – 分类 

音频指令按照第9.2.1节至第9.2.8节进行分类[b-Gaunet，2005]。 

9.2.1 路线开始指令 

定义路线的起点、环境的类型，并确定用户的方位，例如，“欢迎来到中央车站。您现

在位于主厅。乘车请您向前走到检票口”。 

9.2.2 路线终止指令 

定义路线的终点，告知用户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音频指令将结束，例如，“您已经离

开中央车站。您现在位于面向市政大厅的阿尔法大街东侧”。 

9.2.3 进展方向指令 

定义到下一个路段、路径、决策点、地标或物体的方向，例如，“在楼梯的底部，向左

转，然后向前走到检票口”。 

9.2.4 再次保证进展方向指令 

向用户再次保证他们正沿着音频指令传达的路线前进，例如，“继续往前走”，在方向

或决策点没有任何变化且IABNNS用户没有配置其系统以降低接收此类通知之频率的情况

下，沿线每隔10 m应该提供一次音频指令。 

9.2.5 方位进展方向指令 

在到达某个环境特征之前传达方向的变化，例如，“在下一个触觉步行交叉口，沿触觉

步行路线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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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提醒下一个环境特征的位置 

传达有关下一个环境特征位置的信息，例如，“下行自动扶梯在左侧”。 

9.2.7 环境特征提醒 

传达有关接近用户之环境特征的信息，例如，“您正在接近自动扶梯”；“您正在接近

楼梯”。 

9.2.8 当前位置提醒 

传达有关位置之空间布局和用户位置的信息。 

10 特性、地标和物体 

本节包括一系列决策点、地标和物体，在这些地方，应该提供特定的指令和提醒。音频

指令方向应该使用最易达的路线。 

10.1 入口和出口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利用最易达的入口和出口； 

– 允许用户选择其入口和出口； 

– 提供有关门之类型、大小和开口配置的信息； 

– 提供有关开门设备和操作控制装置之位置和类型的信息。 

10.2 路径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利用最易达的路径； 

– 允许用户选择其路径； 

– 提供有关路径之类型和大小的信息； 

– 告知用户路径中的任何曲线； 

– 合适的话，在人们向两个方向移动的路线上，建议用户保持在最适合其行进之方向

的路径一侧。 

10.3 决策点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在所有的决策点上提供； 

– 利用最易达的决策点； 

– 允许用户选择其决策点； 

– 提供有关决策点之类型、大小和配置的信息。 

10.4 触觉步行路面指示器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触觉步行路面指示器[ISO 23599:2012]，即警告和方向指示器。 

10.4.1 步行路面警告指示器 

这些指示器用于警告步行者存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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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步行路面方向指示器 

这些指示器用于提供方向信息。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为所有的步行路面指示器提供； 

– 利用对步行路面指示器而言最易达的路线； 

– 提供有关步行路面指示器之类型、大小和配置的信息。 

注 – 一些触觉步行路面指示器指明离月台的接近度。 

10.5 自动扶梯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使用户能够找到自动扶梯； 

– 描述自动扶梯的接近度； 

– 描述自动扶梯的移动方向； 

– 描述任何组中的自动扶梯数量； 

– 描述一组中每个自动扶梯的移动方向； 

– 描述扶手的位置； 

– 合适的话，说明旅客站立在自动扶梯的哪一侧； 

– 描述自动扶梯的相对宽度/长度； 

– 描述离开自动扶梯时的下一个路线方向。 

在距离自动扶梯6 ± 1 m的时候，应该以音频指令的形式提醒接近自动扶梯了。 

10.6 楼梯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使用户能够找到楼梯； 

– 描述楼梯的接近度； 

– 描述楼梯的方向； 

– 描述台阶的数量； 

– 描述楼梯段的落地位置； 

– 描述扶手的位置； 

– 合适的话，说明旅客用来上行和下行的楼梯在哪一侧； 

– 描述楼梯的相对宽度/长度； 

– 描述离开楼梯时的下一个路线方向； 

– 合适的话，告知有一个开放式楼梯。 

注 – 仅描述小于12时的台阶数。 

在距离楼梯第一个台阶6 ± 1 m的时候，应该以音频指令的形式提醒接近楼梯了。 

10.7 电梯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使用户能够找到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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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电梯的接近度； 

– 描述电梯的数量； 

– 描述电梯外呼叫按钮的位置； 

– 描述电梯的大小； 

– 描述电梯内呼叫按钮的位置； 

– 指示操作哪个按钮可到达不同的层； 

– 描述离开电梯时的下一个路线方向。 

在距离电梯6 ± 1 m的时候，应该以音频指令的形式提醒接近电梯了。 

电梯产生的音频通告，例如，下一个电梯将至、电梯的行进方向、入口和出口楼层以及

开门的位置，应该对IABNNS传达的音频指令构成补充。 

10.8 检票口和栅栏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使用户能够找到适于旅行方向的检票口和栅栏； 

– 描述检票口和栅栏的接近程度； 

– 描述检票口和栅栏的数量； 

– 描述检票口和栅栏的大小； 

– 描述离开检票口和栅栏时的下一个路线方向。 

在距离检票口或栅栏6 ± 1 m的时候，应该以音频指令的形式提醒接近检票口和栅栏了。 

所有用户，包括带导盲犬的用户，都应该被引导到最宽的无障碍检票口。 

应该明确说明对到达或离开的旅客使用检票口和栅栏。 

注 – 关于检票口和栅栏的术语可能因国家而异。在本建议书中，术语“检票口”指的是宽的、无障

碍的门，术语“栅栏”指的是控制之以允许进出的无障碍路径。 

10.9 月台 

IABNNS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使用户能够找到适于旅行方向的月台； 

– 使用户能够根据列车的行驶方向来确定自己的方位； 

– 使用户能够根据其在月台上的位置来确定自己的方位； 

– 描述月台的接近度； 

– 描述月台的类型； 

– 描述月台的数量； 

– 描述月台的大小； 

– 描述月台边缘与轨道车辆之间间隙的大小； 

– 描述轨道车辆长度与月台之间的任何差异； 

– 在离开月台前描述下一个路线方向； 

– 指示月台是否是进/出其他月台之步行路线的一部分。 

在距离月台6 ± 1 m的时候，应该以音频指令的形式提醒接近月台了。 

注 – 由于存在跌落的风险，月台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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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火车站 

这种特定类型的建筑环境包括一系列应该提供特定指令和提醒的路段、决策点、地标和

物体，见第9.2节。音频指令方向应该使用最易达的路线。本节中描述的路段指的是前院、

至其他交通形式的交换点、广场、零售区域和月台。 

IABNNS传达与路段相关的音频指令应该： 

– 描述路段的开始； 

– 能确定路段的位置； 

– 描述路段的位置； 

– 描述相邻路段的接近度； 

– 描述路段的类型； 

– 描述路段的大小； 

– 描述离开路段时的下一个路线方向。 

12 移动APP特性 

针对建筑环境的、IABNNS特定的移动应用程序（APP）功能应该提供无障碍的、简单

的、清晰的、简洁的、一致的、易懂的和安全的指令和提醒。 

IABNNS通过移动APP传达音频指令应该： 

– 在提醒或指令之前使用通知提醒； 

– 提供用户预览； 

– 使用户能重播； 

– 通过口述使用户能搜索； 

– 使用旅程已完成的通知提醒。 

注1 – 应该使用单个动作按钮以便用户重播。 

注2 – 用户重播可屏蔽当前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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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音频指令示例 

（此附录非本建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附录给出了使用第9节中所含要素的音频指令的两个示例。 

音频指令 

示例1 

“向左转，然后乘自动扶梯下到月台。 

下行自动扶梯是在左侧的那个。” 

该指令包括以下要素： 

动词（即“转向”），方向分隔符（即“左”），动词（即“乘”），环境特征是路径

（即“自动扶梯”），方向分隔符（即“向下”），方向分隔符（即“到”），环境特征是

区域/路段（即“月台”），方向分隔符（即“向下”），环境特征是路径（即“自动扶

梯”），状态动词（即“是”），方向分隔符（即“在左侧的那个”）。 

示例2 

“在楼梯的底部，向右转，然后向前走到月台。” 

该指令包括以下要素： 

顺序分隔符（即“在底部”），环境特征是路径（即“楼梯”），动词（即“转

向”），方向分隔符（即“右”），动词（即“走”），方向分隔符（即“向前”），方向

分隔符（即“到”），环境特征是路段（即“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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