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１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６年６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９

公共空间新型盲道设计研讨 

柴佳莉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在公共空间规划中，盲道的合理布局与设计能充分体现对眼疾患者的关心与呵护。通过对比国内外盲道发展规
律，指出了未来盲道发展趋势。同时，佐以无线射频技术（ＲＦＩＤ）等作为技术支撑，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新型盲道设计中便于
盲人获取信息与后期维护，并构建了设计模型与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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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据２０１２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约有１３５０万视力
残疾人，其中５５０多万为盲人，［１］每年新增盲人约４５
万，相当于每１分钟新增１个盲人，［２］如此庞大的基
数和飞速的增长应当引起我们对盲人群体的高度关

注。因此，秉着让盲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像正常

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的设计理念，我提出了

“公共空间新型盲道设计”，倡导在公共场所：医院、

商场、银行、公交车站等公共空间铺设具有引导作用

的新型盲道，能够引导盲人进入这些场所，享受公共

资源和服务。盲道是引导盲人出行，保证盲人安全

的无障碍设施，现有盲道分为两类：一类是引导盲人

前进的条形砖（图１）；一类是提示盲人前方有障碍要
注意的圆点砖（图２），但现有盲道设计不规范，铺设
不合理，盲道被侵占、破损等造成了盲道“有而无用”

的现状，盲人只能被困家中。

　　图１　条形砖　　　　　　　图２　圆点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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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佳莉：公共空间新型盲道设计研讨

　　二　公共空间新型盲道设计的意义

作为社会上弱势而庞大的群体，盲人也有享受

公共资源和服务的权利。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帮助

他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但现有盲道无法做到这

些。因而，公共空间盲道的新型设计是十分必要

的，其意义如下：

（一）有益于盲人融入社会，享有社会公共资源

融入社会是享有社会公共资源的前提，公共空

间新型盲道具有指引盲人了解周围环境信息并引

导盲人进入公共场所的作用，盲人了解周围信息

后，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公共资源和服务。

（二）有益于完善无障碍设施，便于盲人出行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主要集中在无障碍交通设

施、公共建筑内的无障碍设施和无障碍公共信息设

施三个方面。无障碍交通设施是其中重要一项，而

盲道则是无障碍交通设施的主要承担者。公共空

间新型盲道相比现有盲道更为合理高效，不仅给盲

人，而且也会给其他残疾人带来安全和方便，有益

于构建完善而高效的无障碍设施体系。

（三）有益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个社会文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公

共设施建设上，盲道的设置能充分体现对盲人群体

的人文关怀。公共空间新型盲道设计有助于盲人

融入社会，有益于盲人的身心健康，有助于他们成

为国家建设者，有利于推进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

发展进程。

　　三　国内外盲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国外的盲道设计发展

盲道建设是一个国际性话题，每个国家都在致

力构建一个完整高效的无障碍设施体系，尝试通过

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引导盲人融入社会，正常生活，

使盲人不再是有别于普通人的特殊群体。日本、英

国和美国是盲道设施比较发达的国家，很早开始进

行盲道建设，以这三个国家为例简要介绍一下国外

的盲道设计发展，以此作为借鉴和学习。

１．日本的盲道设计现状
日本作为世界盲道建设开山鼻祖，最早采用凹

凸不平的点字砖，并引导了盲道发展趋势。由于日

本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几乎国内所有的交通

设施均为盲人铺设了盲道并统一了标准。［３］他们的

盲道建设规范而严谨；在日本不存在盲道被侵占的

现象，每个路口都有专为盲人设计的提示音响；车

站等交通运输站点设有盲人运价表、盲人售票机

等，出入站也设有导盲引导；公共场所设有盲文标

识以及供旅客使用的无障碍设施。近年来，日本加

快了盲道研究进程，２００６年已研发出无障碍化盲文
凸点和盲道凹块，让盲人可以更敏锐的通过感知获

取信息。２０１０年，日本秋田县立大学副教授冈安光
博研发出一种新型电子导盲杖，该导盲杖可通过感

应器提示使用者避开障碍物，感应高度达到人脸部

位置。［４］此外，日本在盲道材料方面也进行研究，探

索研究与科技相结合的新型材料。

２．美国的盲道设计现状
１９６１年，美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无障碍标

准》。相对日本十分发达和健全的导盲设施而言，

美国人更注重个人导盲配备的设计，他们只在一些

造成危险地带，加以提醒，视残者可利用如草地的

边缘、路缘石、隔离带和墙面等实现定位和引导。

美国人也热衷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引导盲人出行，辅

以高新的材料，研发智能而高效的导盲设备。

３．英国盲道设计现状
英国也是很早就开始盲道设施建设的国家之

一，曾修订《残疾人法》、《苏格兰道路法》。随后，英

国人也开始了大量的探索，企图在科学技术与人性

需求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使用高新的技术，研发新型

的导盲设备，或是将科技与盲道实现完美结合。

（二）我国盲道设计现状

相比国外发达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我国无障碍

建设起步较晚，而且存在很多问题（见图３－５）：设
计不合理，电线杆、窨井盖、摊贩、车辆等横穿盲道；

道路破损、缺失，后期维护匮乏；最为突出的是盲道

不具备公共空间导盲作用，很多盲道都是径直向

前，路过医院、银行等公共场所时都是“过门而不

入”。在利用效率和导盲作用方面更是收效甚微，

北京市是世界上盲道最多的城市，连起来可以铺到

湖南，但使用效率却极低，有些城市盲道使用率几

乎为零。对普通人来说，盲道就在身边，对盲人却

形同虚设。

综上观之，现有盲道导盲功能差，利用率低，更

无法使盲人作为社会一份子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活

动，因而，提出具有公共空间导盲作用的新型盲道

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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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电线杆横穿盲道

图４　窨井盖横穿盲道

图５　车辆横穿盲道

（三）盲道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从１９６７世界上第一条盲道建成到现在，回首
盲道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脉落

线：盲道的进程是与社会的科技文化进步同步的，

社会不断进步，盲道也紧随时代的步伐不断革新、

不断发展、不断前进。总之，盲道未来发展趋势，将

会更加科技化、智能化、功能复合化以及人性化，呈

现出材质新颖化，造型合理化，色彩醒目化，功能智

能化，需求多样化趋势。

　　四　公共空间新型盲道的设计探讨与技术可
行性

　　公共空间新型盲道主要是为盲人融入社会，享
受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指引，使他们像正常城市居民

一样享受社会公共资源，从而帮助他们实现独立自

主生活。该设计是在现有盲道基础上进行改良，将

路口、公交车站、医院、银行、商场以及道路破损处

等其他提供服务或是需要标记的地方设定为盲道

上的“节点”，在此类“节点”处铺设带有磁性材料

的新型盲砖，此盲砖可与特制的盲杖底端产生磁性

引力，在触觉上直接指出可前进方向；同时盲砖内

置储有该“节点”处信息的电子标签，通过盲杖底端

阅读器“解读”后转化为语音信息，传达给盲人并指

导盲人如何进入这些公共空间，盲人可根据自身需

要选择服务。

盲人自身有融入社会的需求，我们也有责任为

他们提供融入社会的“光明之路”。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公共空间新型盲道的设计势必从以下角

度去考虑，并提出初步的设计方案。

（一）新型盲道的设计原则

１．便捷获取信息的方式
现有盲道或是导盲设备多采用听觉这一单一

方式提供信息，不仅信息量少，更缺乏真实空间方

位感的提供，仅依靠语言告知盲人方位，并没有具

体实际的感知提供。若盲人所处位置与发出语言

提示的预设方位不一致，反而更易误导盲人，甚至

发生危险。公共空间新型盲道采用听觉与触觉双

重信息提示方式，通过语音告知盲人此处环境信

息，再通过盲杖底端与磁性盲砖的作用力提示出具

体应前进的方向，提供实际具体的空间方位。

２．丰富获取信息的内容
常规盲道和导盲设备大部分只提供基本道路

信息，并不涉及周围的环境信息。新型盲道则具备

向盲人提供路口、公交车站、医院、道路破损等“节

点处”信息的功能。在道路破损处临时铺设新型盲

砖，铺设的盲砖内部存有该处道路已破损并引导盲

人如何绕过破损处的信息，道路完成修复后再撤去

此盲砖；在医院、银行、路口等公共场所前铺设储有

该处信息的新型盲砖，盲人经过时接收到相关信

息，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

新型盲道根据不同“节点”特点铺设不同磁性

盲砖：丁字以及十字路口几乎不存在变动，铺设深

埋固定型盲砖（图６、图７），使用方法和现有盲砖相
同；医院、公交车站等“节点”位置，后期可能存在变

动，则在原有盲道边上铺设薄型可灵活拆卸的新型

盲砖（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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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丁字路口铺设的盲砖

图７　十字路口（磁性部位涂为红色）

图８　医院等公共场所前铺设的盲砖

３．完善后期维护的方式
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盲道”，很大程度上是后

期维护不力所致，新型盲道在后期维护上，尝试采

用类似“承包责任制”，铺设有磁性盲砖的公共场所

负责门前的盲道维护，定期检测盲道并在出现问题

时及时反映；盲道破损时，及时安放新型盲砖提示

盲人，并尽快维修好破损处。

（二）新型盲道的初步设计构想

１．新型盲砖爆炸图
新型盲砖相比普通盲砖而言，具有内置电子标

签以及磁性部分，通过与特制的通用型盲杖底端作

用，可解读电子标签信息并与磁性盲砖产生作用

力，具体结构如下（见图９、图１０）。

图９　新型盲砖爆炸图

图１０　特制的盲杖底端图

２．场景模拟图
丁字路口、十字路口场景模拟（见图 １１、图

１２）：盲人行至丁字路口，接收到此处为丁字路口等
相关语音信息，同时在盲道左右两侧感知到引力作

用，根据需要，明确应行进方向；盲人行至十字路

口，接收到此处为十字路口等相关语音信息，同时

在盲道前方以及左右三侧感知到引力作用，根据自

身需要，明确应行进方向。

银行、公交车站等“节点”处，在原有盲道边上

铺设存储该处环境信息的新型盲砖（图１３），盲人
靠近时收到此处环境的语音信息，同时磁性引力指

示出方向，告知盲人若选择进入此场合应行进的方

向，盲人根据需要自行选择要进入的场所。

图１３　医院、银行等公共空间

危险路段“节点”处临时铺设起引导作用的新

型盲砖（见图１４），盲人靠近时接收到此处道路已
破损信息，在语音与引力作用指导下，绕过危险，道

路维修好后，撤去临时铺设的盲砖。

（三）新型盲道的技术可行性

１．无线射频ＲＦＩＤ技术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识别技

术，最基本的识别系统主要由电子标签（见图１５），
耦合原件以及芯片组成，可根据不同的感应范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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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选取不同频率的电子标签，当阅读器进入可识别

范围内即可感知并解读电子标签上的信息，传达给

接受者；此外，该产品不怕灰尘、污染等恶劣环境，

能够应用在盲道设计中。［５］无线射频技术现已在众

多领域得以实现，未来将具有更广阔应用前景。

图１４　道路破损

图１５　电子标签

２．蓝牙耳机技术
蓝牙耳机技术在２００６年大量出现，如今已经

发展成熟，可以作为新型盲道的语音传输设备。

３．材料发展
作为产生磁性引力的基本材料磁铁，可通过改

变其磁性材料含量，结合盲人作用力感受范围，选

用合适的磁性材料或是其他新兴磁性材料来实现，

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使用磁感应原理等实现磁性作

用力。

　　五　结语

公共空间新型盲道的提出，体现了对盲人群体

的人文关怀，填补了引导盲人融入社会，享受社会

资源的空白，使盲人能像正常人一样出入医院、银

行等公共场所，极大拓宽盲人生活范围，对于建立

健全的无障碍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该设

计的提出能够为盲人提供更合理优质的生活方式，

提供给盲人充分享受社会资源的机会，具有积极的

社会意义。同时，也是在践行我们对盲人群体的责

任和义务，为他们铺出一条特殊的“光明之路”，共

同推进社会的和谐文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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