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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导航界面链接按钮形式对视觉搜索的影响
*

李摇 珏,薛澄岐,王海燕,彭宁玥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摇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摇 要:为了探索网址导航界面中网站链接按钮的形式对用户认知以及绩效的影响。 文中在对现有网

址导航界面进行分析和设计的基础上,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获取网站导航网页界面中视觉搜索的眼动数

据,并按注视程度将其划分水平,结合网站链接按钮的另外两个设计要素(颜色和有无图标)作为实验

材料的编码元素,设计实验并测试用户在上述网址导航原型上操作任务的绩效。 结果表明,链接所处位

置的注视水平和有无图标对链接按钮的搜索绩效有显著影响,更高的注视水平位置和有图标的编码形

式能够促进网址导航的搜索绩效。 鉴于链接按钮不同编码形式对网址导航界面搜索绩效的影响,网址

导航界面设计可以采用更有区分度的链接按钮排列,以提高界面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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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nk Button Form on Visual Search in
Site Navigation Interface

LI Jue,XUE Cheng鄄qi,WANG Hai鄄yan,PENG Ning鄄yue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摇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 of the link button in the navigation interface on user忆s
cognition and performance,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site navigation interface, the eye鄄
movement data of visual search in the site navigation interface are obtained through eye鄄tracking technology and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fixation. The eye鄄movement data together with two design ele鄄
ments(colors and icons) of the site link button are factored as the coding element to test the user忆s performance
on the navigation prototy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link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icon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arch performance of the link button, and a higher level of fixation and an icon can fa鄄
cilitate the search performanc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coding forms of the link button
on the search performance of the web site navigation interface, a more distinguished link button arrangement can
be used in site navigation interface design to improve the usability of the interface.
Key words: site navigation; link button; eye tracking; performance

引摇 言

在互联网信息的数量与类别急速增长的时代,为
方便网友快速进入所需网站,网址导航类网页应运而

生。 网址导航是一种紧密集合较多网址,并按照一定

条件分类的网址站,可以为用户提供分类信息,并实现

简单的搜索及网站地图等功能,具有在网页设计上规

范、简洁,网站稳定,访问速度快,收录性好的特点,是
互联网最早的网站形式之一。 网址导航经过网址归

类、更新网站收录、垂直化导航等不同阶段的发展[1]

其页面中的功能重点、视觉重点依然是集合的网址链

接按钮区域。 用户通过浏览网址导航页面中的该区

域,可以点击特定的链接按钮进入外链,因此,网址链

接按钮的形式对网站的访问量、点击量和浏览量起着

决定性作用[2]。 在网址导航界面中,链接按钮设计的

视觉元素包括文字、标识、色彩、底纹等,通过对这些元

素的组合和设计,链接按钮之间会形成“显眼冶程度上

的差异,从认知加工的角度解释,这属于刺激驱动的一

种加工方式。
为了让界面信息,如图标、按钮、文本等快速获得

用户的视觉注意和目标定位,界面研究者对界面元素

的形式做了大量研究。文献[3]的研究表明,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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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页界面进行交互时,传统的文本按钮和标识型按

钮将导致不同的操作绩效和使用体验,文本的内容以

及标识的可识别性、交互性、通用性都影响着用户与网

站的沟通。 颜色作为界面元素的重要物理属性,引起

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文献[4-5]的研究表明,界面元

素的颜色或颜色对比对视觉有引导作用,可以通过颜

色来增强界面元素设计的可视性,突显界面目标。 文

献[6-7]指出采用颜色及颜色对比度、明度等编码方

式可以显著促进界面视觉元素的视觉搜索绩效。
除有无标识、颜色编码外,良好的网页界面布局也

能够使用户快速定位所需信息并准确识别链接按钮传

递的信息,因此,链接按钮在界面布局中所处的位置也

是影响网站突显效果的因素之一[8]。 在这方面,文献

[9]归纳了网页布局的研究方法,并指出在传统布局模

板中拐角以内区域适合放置重要的信息,“国冶字型页面

的中心区域最适合排布界面中最重要的信息。 文献

[10]的研究表明被试对位于界面顶部信息的关注度高

于位于界面底部的关注度,对位于页面中心部位的信息

的关注度高于位于界面周边的关注度。 文献[11-12]
的研究表明当搜索目标位于页面的不同位置时,被试的

反应时有显著差异,用户首先注意到界面的左边和上方

的信息,而界面下方或右方的信息会导致用户更低的认

知绩效。 此外,界面元素的的视角、对比度、清晰度和闪

烁度都会显著影响其视觉搜索效率[13-14]。
网址导航中的网站链接按钮作为网页界面的重要

元素有其特殊性,它受制于网站导航网页界面的呈现

尺寸、布局和显示形式,为提高某些或某个链接按钮在

网页界面的突显程度,需要对链接进行更为合理的布

局排列和显示编码,界面中信息布局的组织映射不仅

能够让用户容易掌握整体视觉界面,也更有利于信息

的认知和导航[15-16]。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主

要针对不同结构的界面布局进行相对突显区域的视觉

追踪和可用性评估进行研究,而界面眼动热区以及将

界面信息的布局位置作为编码进行绩效考虑则较少,
结合颜色、标识等其他编码元素进行深入探讨的更为

缺乏。 本研究通过眼动追踪技术探讨网站导航网页界

面中视觉搜索时的眼动数据,并将其划分水平,连同有

无图标、颜色一起作为链接按钮的编码元素,设计实验

探究链接按钮形式对于用户视觉搜索绩效的影响。

1摇 研究方法

1. 1摇 预实验

1. 1. 1摇 被试

16名在校研究生参与了预实验,其中男性8名,

女性 8 名(平均年龄为 24. 5 岁,标准差 SD 为 1. 03)。 所

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此前从未观

看或阅读过实验内容。
1. 1. 2摇 实验流程

设计如图 1 所示网址导航界面,为减少对实验绩

效的影响,其中文字内容已消除。 被试简单浏览预实

验材料网址导航界面 10 s,综合被试实验数据获得网

站导航界面眼动热区图。 将集合的网址链接按钮区域

的面积进行等分得到 48 个链接按钮区域,结合眼动热

区图中红-黄-绿的颜色变化,将该区域按注视次数与

注视时间分成红橙、橙黄、黄绿、绿白区域,分别对应链

接按钮所处位置注视程度的 4 个水平:高注视水平、中
高注视水平、中低注视水平和低注视水平。

图 1摇 实验材料的注视水平划分

1. 1. 3摇 实验设备

实验使用 Lenovo E450c 笔记本,分辨率为 1366 px 伊
768 px,配合 X2鄄30Compact 型便携式眼动仪获取界面

眼动热区图。
1. 2摇 正式实验

1. 2. 1摇 被试

22 名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参与了预实验,其中男

性 1 2 名 ,女性 1 0 名 ( 平均年龄为 2 3 . 1 岁 , SD为

1. 042)。 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
不认识韩文字体,此前从未观看或阅读过实验内容。
1. 2. 2摇 实验材料

以预实验界面为基础,设计如图 3 所示的网站导

航网页界面。 界面中集合的网址链接按钮区域大小为

740 px 伊 220 px,含 6伊8 个链接按钮,字体采用与汉

字结构有相似性的韩文以消除文字内容的影响,字
体大小为 15 px 伊 15 px,图标为中等明度无彩色的圆

环,直径为 15 px,有图标 /无图标的链接按钮数量均

等,绿色 /橙色 /黑色的链接按钮数量均等,3 个因素

的所有水平排列组合数量均等,每种组合的链接按

钮为 2 个,所有链接按钮的位置以及在实验中的呈

现顺序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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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网站导航网页界面示例

1. 2. 3摇 实验变量

实验为 4(链接按钮所处位置的注视程度:高注视

水平,中高注视水平,中低注视水平,低注视水平) 伊3
(链接按钮的颜色:绿色,橙色,黑色) 伊2(链接按钮是

否有图标:有图标,无图标)被试内设计。 因变量为链

接按钮搜索任务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1. 2. 4摇 实验流程

屏幕首先呈现实验指导语,并通过选择题确认被

试是否色盲色弱,是否认识韩文,随后进行 5 个练习和

48 个正式实验。 每个正式实验中,先呈现十字注视

点,时间为 1 000 ms;接着呈现搜索链接按钮,被试按

任意键结束;然后呈现网站导航网页界面,被试需在该

界面中搜索上一页呈现的链接按钮并点击,进入下一

个实验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实验流程

2摇 结果

采用 SPSS22. 0 软件对收集到的 3 个因素各个水

平下的的视觉搜索正确率和反应时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数据见表 1,F 为效应项与误差项的比值,P 为当前

该项的显著性,该实验中设定的显著性水平值为 0. 05。

表 1摇 实验绩效方差分析数据

因子 /因子交互
反应时

F P
正确率

F P
所处位置的注视水平 20. 944 0 4. 519 0. 004

颜色 2. 766 0. 063 5. 047 0. 007
有无图标 13. 138 0 11. 680 0. 001

所处位置的注视水平 伊 颜色 3. 786 0. 001 0. 604 0. 727
所处位置的注视水平 伊 有无图标 6. 628 0 2. 189 0. 088

颜色 伊有无图标 0. 161 0. 851 6. 342 0. 002
所处位置的注视水平 伊 颜色 伊有无图标 2. 602 0. 017 0. 345 0. 913

2. 1摇 链接所处位置的注视水平效应分析

分析被试在链接按钮所处位置的不同注视程度

下的任务绩效的方差,结果表明,链接按钮所处位置

的 各注视程度水平下正确率差异显著 ( F(3,1031) =
4 . 519,P<0. 05),事后检验分析表明仅高水平注视

程度与低水平注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高水平注视

程度下任务正确率最高,低水平注视程度则最低,其
余水平下无显著差异。 任务反应时方面也存在显著

差异(F(3,1031) = 20 . 994,P<0. 05),随着链接按钮所

处位置注视程度的增加而减小。
2 . 2摇 链接颜色效应分析

对被试在不同链接按钮颜色下的任务绩效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颜色条件下正确率(F(2,1031) =
5. 047,P>0. 05)与反应时(F(2,1031) = 2. 766,P>0. 05)
均无显著差异。 若将被试按性别分组输出绩效数据,

发现在反应时方面,男性的颜色主效应不显著(F(2,504)=
0. 746, P > 0. 05),而女性的颜色主效应比较显著

(F(2,504)= 4. 381,P<0. 05),这表明女性在链接按钮呈

现不同颜色的情况下的反应时差异较大,而男性差异

较小。
2. 3摇 链接有无图标效应分析

对被试在链接按钮有图标和无图标两种情况下的

任务绩效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链接按钮有无

图标的任务正确率差异显著 ( F(1,1031) = 11 . 6 8 0 ,
P<0. 05),被试的任务正确率在链接按钮有图标时较

高,无图标时较低。 链接按钮有无图标的任务反应时

也存在显著差异(F(1,1031) = 13. 138,P<0. 05),在链接

按钮有图标时反应时较短,无图标时较长。
2. 4摇 交叉效应分析

任务正确率这一因变量中仅有链接按钮有无图

标和链接按钮颜色的交互作用显著(F(2,1031)= 6 .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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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05),无图标的主效应显著,说明颜色的变化对无

图标的链接按钮的正确率有显著影响,随着颜色从绿

色变化到橙色,再到黑色,无图标的链接按钮的任务正

确率增加,而有图标的主效应不显著,其任务正确率不

随着颜色变化而增加或减少,如图 4 所示。

图 4摇 不同颜色下有无图标链接按钮的任务正确率

任务反应时方面,链接按钮所处位置的注视水平

和链接按钮有无图标(F(3,1031) = 6. 628,P<0. 05)以及

链接按钮所处位置的注视水平和链接按钮颜色的交互

作用均显著(F(6,1031)= 3. 786,P<0. 05),随着所处位置

的注视水平增加,无图标主效应和绿色主效应显著,反
应时都呈现减少趋势,其中注视程度高水平与有图标

的组合以及链接按钮所处位置的注视程度高水平与绿

色链接按钮的组合在任务反应时一项中取得最低,链
接按钮所处位置的注视程度低水平与无图标以及注视

程度低水平与绿色链按钮的组合取得最高,如图 5、图
6 所示。

图 5摇 所处位置的不同注视水平下

有无图标链接按钮的反应时

图 6摇 所处位置的不同注视水平下

不同颜色链接按钮的反应时

3摇 讨论

基于上述结果可知,链接按钮处在高注视水平的

位置上时,具有较高的搜索正确率和较低的搜索反应

时,这表明随着链接按钮所在的位置的注视水平的提

高搜索绩效也会越高,这一点印证了网页界面中阅读

热区“F冶状样式原理[17],当目标处于用户的热点观察

位置时,在搜索任务中也能表现出更高的突显效果。
网站链接按钮是否有图标的结论也与此类似,当链接

有图标时,被试在正确率和反应时方面都表现出了更

高的任务绩效,这表明图标的设计能有效提高链接按

钮在网址导航网页界面中的突显程度,有利于用户更

快、更准确地定位链接目标。 另外,实验结果表明链接

按钮的颜色对任务操作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将被试

的绩效数据按性别分组输出后发现,在反应时方面,女
性的颜色主效应是显著的。 女性在实验中对黑色的链

接按钮表现出了更高的搜索绩效,对绿色则表现出了

较低的搜索绩效,这表明女性在界面的视觉搜索中,对
颜色尤为敏感。

本研究所设计的网站导航原型界面代表了现有普

遍的综合搜索类网址导航,通过眼动追踪和行为实验

对界面中的网站链接按钮进行编码设计和实验绩效考

核,是为探究网站链接按钮呈现在网址导航网页界面

中的最佳形式。 研究通过眼动数据综合的热区图在集

合的网站链接按钮区域进行了注视程度的水平划分,
这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因素水平划分方法,不仅能够平

均划分实验区域,更能反应随意浏览中注视点及注视

时间和搜索任务中搜索绩效之间的关系。 链接按钮有

无图标和链接颜色则是现有常见的链接按钮编码元

素,实验将此 3 个因素作为因子进行视觉搜索实验,能
够根据实际情况得出最具有实践意义的网址导航设计

意见。 以该界面为例,当黑色有图标的链接按钮处于

高注视水平位置上时,被试表现出了最高的绩效,表明

链接按钮的该形式在网址导航网页界面中具有最佳的

视觉形式和突显效果。

4摇 结束语

本研究采用眼动追踪的方法获取网站导航网页界

面中的眼动数据和眼动热区图,并将其划分水平,探究

不同注视程度位置、有无图标和不同颜色的网站链接

按钮对用户操作绩效的影响,结论如下:1)用户通过

随意浏览网址导航界面得到的眼动分析表明高注视程

度集中在界面中央偏左上位置,该位置注视点和注视

时间较其他位置都要更高。 2)当链接按钮所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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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程度不同时,用户的搜索正确率和反应时都将受

到影响,更高的注视程度对应的绩效较高,需要的认知

负荷较少。 3)链接按钮的颜色对用户的认知和绩效

整体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用户,该因素的影响程度

较大,黑色的链接按钮对应的绩效较高,绿色对应的较

低。 4)链接按钮有无图标这一因素影响用户的绩效,
有图标的链接按钮比无图标的链接按钮的绩效更高,
认知负荷更低。 5)当黑色有图标的链接按钮处于高

注视水平位置上时,用户表现出了最高的绩效;当绿色

无图标的链接按钮处于低注视水平位置上时,用户表

现出了最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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