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谭露露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无障碍设施的应用及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不仅有益于株洲市顺应老龄化社会趋势，而且有利于彰

显株洲市城市建设的人文关怀精神，还有助于完善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应对全球化挑战。通过对株洲市主城

区城市道路和公共建筑内无障碍设施的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发现株洲市无障碍设施建设还存在无障碍交通

设施中存在危险障碍、公共建筑内无障碍设施设计不合理、公共信息无障碍设施存在空白区域等问题。对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的再设计，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综合考虑设计概念的延伸及设计细节的考量、

设施的统筹设计和协作互补、设计的前瞻性等因素，将城市无障碍设施有效衔接起来，最大化地发挥其功

能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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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arrier-Free Facilities in Zh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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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pplication and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re not only beneficial to
conform to the aging society trend of Zhuzhou city, but also highlight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Zhuzhou city, and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of city construction and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current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pplication on city road and in public building of urban area of Zhuzhou City indicates that th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of Zhuzhou city has problems such as dangerous obstacles in barrier-free transportation
unreasonabl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design in public buildings and public information barrier-free facilities existing empty area,
etc. Proposes that the city barrier-free facilities redesign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modern mea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factors of design concept extending, design detail, facilities’ overall design and collaborative
complementary as well as design prospective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connection and maximize their
function an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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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无障碍设施是指为了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孕

妇、儿童等行动不便者在居住、出行、工作、休闲

娱乐及参加其他社会活动时的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

在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设施，包括无障碍通

道（路）、电（楼）梯、平台、房间、洗手间（厕所）、

席位、盲文标识、音响提示以及通讯、信息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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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生活设施[1-2]。

国外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及研究可追溯到 20世纪

30年代初，当时在瑞典、丹麦等国家就建有专供残疾
人使用的设施。1961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无
障碍标准》。此后，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有关法规。我国无障碍设施的建

设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无障碍设计规范的提出与制定，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为方便
盲人行走修建的盲道，为方便乘轮椅者修建的缘石坡

道，以及大型公共建筑中修建的无障碍设施等。这些

设施改善了行动不便者的出行安全及使用便利，但与

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无障碍设施建设还较为

落后，还不能满足行动不便者的生活需求[1]。

湖南省株洲市是一个包容性较强且流动人口较

多的工业城市。近年来，株洲市将盲道、缘石坡道、

无障碍卫生间等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与改善作为建设

文明城市的重点项目及城市建设的重要考量指标，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

存在着较多问题。

1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意义

无障碍设施的应用与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是城市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标志，也是创造和谐社会的

重要表现之一，既具有空间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社

会与经济意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无障碍

环境是指既可通行无阻而又易于接近的生活环境，

包括物质环境、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无障碍环境

是特殊人群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条件，是其能够自

主出行、获得各种服务、维持一定生活质量、得到

社会认可的前提条件。

1.1 有益于顺应老龄化社会趋势

近年来，株洲市大力进行城市建设，其出发点

和落脚点都是以人为本，最终目的和评价标准则是

打造现代文明和生态宜居城市环境。随着社会的进

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老龄化的倾向越来

越明显。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65岁及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7% 以上，即称为老龄化社
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14%以上为老龄
社会[ 3 ]。据株洲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

报[4]，株洲市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9.43%，并
呈上升趋势。该数据显示，株洲市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及无障碍设施的普及是打造

城市宜居环境的重要部分，将有利于老人的出行安

全及生活便利，并有益于顺应老龄化社会趋势。

1.2 有利于彰显株洲市城市建设的人文关怀精神

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

的基本条件，是方便老人、孕妇、儿童及其他社会成

员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使残疾人

生活无障碍是社会文明与和谐的重要体现，是城市

文明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彰显城市建设人文

关怀的重要举措。目前，株洲市共有24.5万残疾人[5]。

株洲市城市建设将“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体面、更

有尊严、更加幸福”作为其出发点与目标，积极开展

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有力地彰显

了株洲市城市建设的人文关怀精神。

1.3 有助于完善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应对全球化挑战

面临老龄化社会趋势和全球化竞争的经济社会

新格局，城市建设必须全面考虑各种不同文化、语

言、种族、地域、生活习惯等使用族群。株洲市被

喻为“火车拖来的城市”。2011年，株洲市提出建设
“智慧株洲、实力株洲、绿色株洲、幸福株洲”的目

标[6]。以此为契机，株洲市增加了大量无障碍设施，

并大力改善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株洲市城市建设以

人为本的理念不仅需从物质条件上适应人的生活，

还需从意识、心理上给人带来舒适感和安全感。2012
年，株洲市政府下发了《2012年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计划》，对株洲市部分路段与街区加以改造，积

极探索并完善了株洲市现代化无障碍环境建设，极

大地推动了株洲市现代化城市建设及无障碍环境建

设，为实现城市建设目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

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也有利于应对全球化挑战。可通

过学习与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经验，

努力挖掘株洲市的城市特征，设计出容易辨别、方

便使用、适合于不同机能特点人群的无障碍设施。

2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存在的问题

城市无障碍设施主要包括无障碍交通设施、公

共建筑内的无障碍设施和无障碍公共信息设施等。

通过对株洲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和公共建筑等无障碍

设施的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发现株洲市无障碍设施

的建设还存在较多问题：老城区属于早期城市规划

建设，较少考虑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无障碍设施覆

盖率较低，街道与公共建筑物内部改造难度较大，历

时较久，资金花费多；新城区无障碍设施的覆盖率

相对较高，但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2.1 无障碍交通设施中存在危险障碍

城市交通设施关系到特殊人群能否便利、安全、

愉快地出行。通过对株洲市无障碍交通设施的实地

调研，笔者发现株洲市无障碍交通设施不够完善，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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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盲道与坡道，且在公共区域的普及率还不是

很高。无障碍交通设施的其他设施种类，如无障碍

升降机与无障碍公交系统等无障碍交通设施，都尚

未引入株洲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中。

残障人群中，视觉障碍者占较大比例。虽然盲道

在株洲市城市交通环境中的覆盖率较高，但是其使

用率却较低。在调研株洲市天台路盲道应用现状的

过程中，发现株洲市盲道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仍然只

停留在形式阶段，对视力残疾者出行的帮助效果微

乎其微。如盲道铺设中存在盲道断点、导向错误、不

平整等问题，如图 1（摄于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本
文图片均为笔者拍摄）所示即为盲道出现断点。

另外，盲道的铺设并没有与车站、公共建筑物相

结合，这使得盲道的引导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只是

孤立地存在于城市交通之中。

调查还发现，盲道设施与城市其他公共设施之

间存在共线的问题，如盲道与下水道、电线杆、垃

圾桶等公共设施相交，图 2（摄于株洲市天元区天台
路）所示即为盲道与

下水道井盖共线。

从后期维护的角

度来看，株洲市很多

路段存在着盲道被占

的现象，如天台路大

中华酒店路段很多车

辆停放位占用了盲道

位置（见图3）。城市居
民维护盲道畅通的意

识亟待提高。同时，盲

道等无障碍交通设施的

后期维护并没有专业

化，很多盲道砖出现破

裂、磨损、颜色暗沉等

现象，后期维护人员并

没有对其进行专业修

补，而只是粗略饰之，

导致提示盲道与导向盲道分辨不清。

大多数居民出行选择的主要公共交通设施是公

交车站与公交车，因此，公交系统应惠及大部分人

群，特别要考虑到障碍人群的出行方便。但是调研

中发现，株洲市公交系统的服务设施仅考虑到一般

人群的出行，对障碍人群的出行方便考虑不周。株

洲市绝大多数公交站台与公交车有一定的高差，在

没有旁人协助的情况下，轮椅乘坐者与拄拐者很难

踏上公交车，而且公交车内没有设置轮椅安置的空

间，乘坐轮椅者就算是能够踏上公交车也不能安稳

坐车。这些问题都导致了障碍人群的出行困难。

2.2 公共建筑内无障碍设施设计不合理

在公共建筑内部的相关设施中，株洲市很多公

共建筑物都安装了无障碍卫生间设施，但是这些设

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株洲市天元区天元超市内

的无障碍卫生间并没有按照《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

障碍设施设计规范》中的要求来建设，而仅仅是在

一个很小的空间内安置一个马桶，其扶手的安置不

符合规范要求，根本没办法使用，且无救急按钮，地

面砖的材质也没有考虑防滑方面的特殊要求（见图

4）。这一系列不符合规范的设计使得这些无障碍卫
生间利用率极低，大多被用作储物间。

对株洲市火车站、汽车站、大型超市等人群聚集

公共空间的调查发现，这些公共建筑内部的楼梯大

多没有考虑到特殊人群的出行方便，这些楼梯设施，

不仅残疾人群不易通过，甚至老年人或携带重物的

正常人行走都较为困难。如株洲市火车站，不管是

出站口还是进站口的路段都有高差，这些高差之间

都是通过楼梯来连接的，并没有设置无障碍升降机

或无障碍电梯。

2.3 公共信息无障碍设施存在空白区域

株洲市公共信息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还处于初级

阶段，公共信息设施中的字体选择、颜色搭配、大

小等都存在欠缺。如公交车站的站牌信息显示就存

图1 盲道出现断点

Fig. 1 Blind tracks appear breakpoints

图2 盲道与下水道井盖共线

Fig. 2 Blind tracks and
manhole covers collinear

图3 盲道被占

Fig. 3 Blind tracks occupied

图4 不符合设计规范的无障碍卫生间

Fig. 4 The barrier-free toilet does not meet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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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牌字体过小、颜

色搭配不醒目、缺乏

音响提示等问题（见

图5，摄于株洲市天元
区天台路），这导致视

觉障碍者和听觉障碍

者错过公交车或坐错

公交车的现象。红绿

灯处的音响提示系

统，也只在天元区天

台路与长江路交汇处

的十字路口投放使

用，其他路段红绿灯路口基本上没有设置。另外，株

洲市还未应用触觉式指引台与通过色彩辨认指引台

等现代化无障碍设施。现代化的高科技无障碍设施

的应用，将成为株洲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发展方向

之一。

3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建议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出现上述问题，其主要

原因有：早期城市规划对无障碍设施考虑不够充分，

缺乏专业的无障碍设施设计人员，施工单位对无障

碍设施的建设缺乏系统认识。株洲市无障碍设施的

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其无障碍设施大多是孤立地

存在于城市空间内，相互间没有形成一个互相协作

的关系。对之进行的改造设计与再设计应是一种“善

意”的设计，一种打破常规性的设计。清华大学杭

间教授在“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上答《设计》杂

志记者问中提到：所谓的“善意”，更多的是一种角

度，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对株洲市无障碍设施的

再设计，应综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3.1 设计概念的延伸和细节的考量

针对株洲市无障碍设施的现状，对之进行再设

计时需打破常规性的设计概念，以一种全新的角度

及立场照顾到各种人群的需求，如公交系统的设计

应满足老年人、肢体残障者、视觉残障者、听觉残

障者及正常人等对其的使用需求。株洲市无障碍设

施的建设应在可进出性和安全性两个基本前提下，

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出行方便及安全，合理安排公共

空间无障碍设施的布局，在满足功能性的前提下，对

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细节设计进行多向延伸与缜密考

量。如对无障碍设施细节设计的人性化与美观化考

虑，无障碍设施与设施之间的衔接与过渡等。

人机工程学对正常人群与特殊人群的尺寸需求

都有具体的数据，如轮椅转动所需空间长宽尺度均

为 1 500 mm等。城市公共场合无障碍设施应根据这
些数据合理设计。如盲道的位置应设计在道路靠内

侧约 300~450 mm处，这样才能给予盲道使用者一个
相对安全的空间；公共建筑物内部的主要通道需容

纳轮椅乘坐者与拄拐者并肩通过，其宽度应设计为

1 800 mm以上。同时，无障碍设施与设施间应能有效
衔接，这关系到无障碍设施能否正常使用。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摒弃常规

性的设计思维，将城市公共建筑建设和城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有效统一，以创造方便、安全、和谐的城

市公共环境。

3.2 设施的统筹设计和协作互补

无障碍设施建设是株洲市政府 2012年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株洲市创建“两型”社

会的组成部分之一。城市无障碍设施的改善和城市

建设应统一规划、统筹考虑，采用“以点带面”的

方式逐步发展。首先在障碍人群居住比较密集的街

区进行整体居住环境的无障碍设施完善，再逐步推

进到其他障碍人群较少的区域，进而扩及全市，逐

步扩大无障碍设施改善的覆盖范围。

株洲市无障碍设施之间大多是相互独立的，没

有有效衔接起来。如株洲市天元超市内的无障碍卫

生间的设计，即没有和其他无障碍设施有效衔接。无

障碍卫生间所针对的人群包括老年人、肢体残障者、

视觉残障者、孕妇等特殊群体，其设计应综合考虑

这些人群的特点，并与其他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有效

衔接起来。具体衔接如下：1）公共建筑内的盲道应
铺设到无障碍卫生间的门口；2）无障碍卫生间的标
识图形应简洁清晰，色彩对比强；3）无障碍卫生间
门的打开方式应根据卫生间空间的大小设计推拉门

的方向，门把手的高度应考虑轮椅乘坐者的使用便

利；4）无障碍卫生间内应设计有音响引导系统与报
警系统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无障碍设施的

功能。因此，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设计应统一

规划、统筹考虑，使无障碍设施之间相互协作与互

补，以完善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3.3 设计的前瞻性和科技手段的利用

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不仅体现在设施本身的“硬

件”上，而且体现在服务与操作界面的“软件”上。

现代化无障碍设施在功能上一般具有多重属性，应

积极利用新技术，将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提升为一种

多层次的概念[7]。The Hidden Sense Synesthesia in Art
and Science这本书中科学地论述了人体的感官机能，
根据人体感官机能的特征，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将这

图5 识别度不高的公交站牌

Fig. 5 The bus stop recognition
is not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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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征强化，再应用于无障碍设施中，使其更加符

合人体需求。老年人身体特征中的感觉机能一般按

照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顺序下降[8]，这就要求

无障碍公共设施中的色彩文字识别度、音响导向和

警报音等充分把握老年人群的身体特征，通过无障

碍设施的设计，强化其人体感官机能。奥艾勒·柯

威斯特通过对盲人的触觉及视弱者对颜色的敏感度

进行科学的分析，提出了触觉式公交线路图，将与

盲人及弱视者相关的文化和旅游景点连接起来，帮

助盲人在实际出行中对该地区的空间布局有更全面

的了解[ 9 ]。株洲市公交车站的站牌设计应综合考虑

视觉外观、字体大小、颜色搭配等因素，并将听觉

音响系统及触觉公交线路指引台等现代技术应用于

其中。

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不可盲从，应针对株洲市各

类人群的实际特点和地方的地域特色进行综合分析，

通过电脑或其他科技设备模拟设计等方式，设计出

适用于株洲市的无障碍设施，以提高株洲市无障碍

环境的应用层次。无障碍设施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

科技手段，科学地模拟整个无障碍环境，使无障碍

设施的功能应用最大化、适用范围最大化，对新建

的道路、建筑物及住宅小区内的无障碍设施进行前

瞻性的统一规划设计。

4 结语

城市无障碍环境是特殊人群出行安全、生活便

利的重要保证。设计时应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

原则，充分考虑各类特殊人群的身体特征及感官机

能特征，将城市无障碍设施有效衔接起来，最大化

地发挥其功能及效应，使城市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更加紧密与和谐。在无障碍设施的再设计过程

中，应改变现有设施的形式主义，利用现代化的科

技手段，将形式主义的无障碍设施真正为民所用，从

而进一步完善株洲市无障碍设施的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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