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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设计策略探讨
张艳敏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100）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公共设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其中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朝向规范化发展。在实际的无障碍设施设计

环节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设计优化策略，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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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便利，保障通行安全，如残

疾人、孕妇等。在当前阶段的城市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环

节，存在严重的滞后问题，无法真正发挥相关设施的作用。为此，

相关部门需要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对用户需求加以关注，更好

地满足残障人士需求，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城市公共空间的

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环节，需要注重人性化设计，更好地满足用户

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使无障碍设施的形式满足用户的审美以及

情感需求，搭建出符合残障人士的结构。无障碍设计环节需要注

重服务的生活化、拟人化以及便民化，推动相关设施建设，为残

障人士提供便利，打造具有温度的城市公共空间。因此，在城市

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优化公共空间需要对无障碍设施的设计进行

优化调整。

一、城市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的情况分析

城市公共空间包括许多内容，其中涉及的无障碍设施具体包

括以下内容。

在城市中公共空间中盲道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以为视力障

碍人士提供便利，属于良好的道路设施。但在实际的城市公共空

间中，却存在盲道被占的情况，导致其导向功能的降低。另外，

部分城市在盲道的建设方面，为了与周围环境相契合，采用不锈

钢材料建设盲道，却忽视了这些材料对残障患者带来的伤害，并

且不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甚至部分城市只是在人行横道上设置

盲道，在公交车站、超市等场所并没有考虑到残障人士的方便，

实际的盲道设置缺乏人性化。

城市中的坡道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便

捷。但在城市中坡道存在年久失修的问题，其中坡道的宽度不足，

相关设施出现损坏后，相关部门没有进行及时的修理。

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公交站点占据重要地位。部分城市在

站点的设计环节，没有从公交车的底板出发，设计出相应的月台、

为残障人士提供轮椅存放区域等。为此，设计者需要加强对公交

站点的优化，使站点高度、形式等更具人性化，使站点满足候车、

广告宣传等基础功能的同时，也需要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制定人

性化的发展规划，将群众作为设计的根本。其中公交站台的设计、

广告牌位置等公共设施的设计环节，不仅没有对残障人士带来便

利，甚至为其带来了许多麻烦。

城市缺乏服务设施，其中在火车站虽然配有服务与残障人士

的升降机，但部分火车站并没有在候车室、售票厅等位置开放升

降机。根据实际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不开放升降机的原因是部

分群众占用残障人士的专用通道，对乘车秩序产生不良影响。

第五，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卫生间的残障人士的设计

存在许多问题。其中部分公共卫生间没有布置无障碍坡道，也存

在部分公共卫生间缺乏无障碍厕所，对残障人士的正常使用产生

不良影响。其中在城市的商场中，设置了无障碍厕所，其具有较

强的硬件标准，其中的装饰更加精细。但从商场的目前情况出发

不难发现，无障碍厕所的服务以及卫生标准尚未达标，后期的维

护活动不足，服务设施的实效性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

二、城市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设计的现状

在当前阶段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设计

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具体的问题如下。

第一，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缺乏全面性，使用率较低。为了在

无障碍设施中，贯穿人性化设计理念，需要在设施建设活动中将

人性化思想作为引领。在当前阶段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活动中，

统筹能力的不足，对设施的兴建产生不良影响。伴随着城市经济

的发展，推动了人民生活的转变，但由于对残障人士缺乏经济保

障。其中残障人士在社会中，属于弱势群体，很容易出现自卑心理，

对城市无障碍设施的空间分布缺乏了解，导致设施的整体建设存

在明显的差异。

第二，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发展中，无障碍设施属于基本设施，

对设施的依赖程度较高。在实际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中，缺乏主

体领导，设施体系尚未完善，在建设活动中缺乏系统性。其中无

障碍设施的设计者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对残障人士进行设

身处地的感受，导致无障碍设施存在系统性教材等问题。

第三，城市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存在一些问题，相关部门的

监管力度不足，缺乏监管意识。为了更好地建设无障碍设施，相

关部门需要在关注整体时，开展精细化设计，更好地满足残障人

士的生活需求，为其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三、城市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的优化策略

（一）转变设计理念，加强人性化设计

在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环节中，许多设计者的思想缺乏严谨性，

对设施的实用性缺乏重视，甚至部分设计师认为无障碍设施缺乏

实际用处，对环境的整体美观产生影响，这些存在严重错误的设

计观念，对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设计

者在对公共空间中的无障碍设施进行设计时，需要注重情感的导

入，对残障人士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使其在生活中直观感受到

无障碍设施带来的舒适、便捷等情感。设计者需要对残障人士的

情感需求加以了解，并根据其实际需求对无障碍设施进行设计，

使相关设施具有人性化，满足相关人群的实际需求。在公共空间

中群众对相关设施的体验主要来自于感觉器官，包括视觉、听觉、

触觉以及嗅觉等几大方面。其中无障碍设施作为公共设施的重要

组成，设计者需要在其中设有相关的视觉标识、触觉图示，以及

音响播报等，帮助残障人士明辨方向、路线，最终可以顺利到达

目的地。在公共空间的设计环节，设计者需要对相关功能进行合

理规划，通过盲道与自行车道、无障碍厕所与普通厕所发挥各自

具有的作用。另外，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中，设计者往往

通过竖向设计，使景观更具层次感，其中仅仅只是一厘米的高差

都会对依赖轮椅的残障人士带来极大的困难。基于以上情况的出

现，设计者需要转变自身理念，在地势较高以及人流量较大的地区，

通过升降式垂直辅助设施，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在地势较低以

及人流较大的地区，通过建设平缓的坡道。设计者在无障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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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环节，需要做到统筹兼顾，把握整体的同时，关注相关细节，

从残障人士的视角出发，设计出具有人性化的无障碍设施。

（二）了解残障人士，加强设施监管

在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环节，政府需要发挥监管作用，将

无障碍设施内容融入到行政部门的审查工作中，对建设者、设计

者以及管理者进行监督，最大程度上发挥无障碍设施的作用。另外，

政府需要对残障人士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加强对无障碍设施的

监管，对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加以整改，保障设施的正常运行。

在无障碍设施设计环节，政府需要发挥监管作用，对相关设计进

行优化，组织残障委员会进行监督，建设出具有实际效果的无障

碍设施。政府通过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环节对责任主体加以明确，

并制定严格的管理机制，加强设计、建设以及管理之间的联系，

开展人性化设计和监管。

（三）收集残障数据，优化设计过程

在城市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环节，政府需要注重收

集残障数据，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残障政策，从而推动设施使用效

率的提升。设计者可以根据政府收集的残障数据，更好的优化设

计环节，为残障人士提供良好的无障碍设施。政府在残障数据的

收集环节，《残疾证》的办理情况属于把握基本情况的途径，政

府可以对其加以关注，并注重推动其办理率，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

城市可以通过落实残障政策，开展宣传渠道，制定良好数据收集

策略，为无障碍设施的设计提供相关依据。另外，政府为了得到

更加良好的残疾信息，可以开展相应的残疾调查活动，引导无障

碍设施的设计者对残障人士加以了解，包括健康、生活等情况，

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数据，对残障保障政策以及福利政策进行优

化，提高服务水平。在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中，政府可以对相

关机构进行完善，对残障人士进行针对性服务，保障残障人士的

权益，开展个性化服务。

除此之外，政府需要注重残障研究的开展，通过相关研究的

开展，可以使群众对残障群众产生更好的认知，在城市生活中对

相关人士加以关心。设计者可以根据政府的相关要求，进行良好

的资源分配，提高无障碍设施的实用性。在城市的残障研究活动中，

不仅需要对外部因素对残障的影响进行了解，也需要对无障碍设

施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进行针对性优化活动。设计者可以

根据政府收集的相关残障数据，对城市内的相关无障碍设施进行

完善，如盲道的优化设计、坡道坡度的调整、无障碍厕所的布置

等。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为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优化提供了依据，

并支持相关设施的优化，通过无障碍设施建设，可以为残障人士

提供生活便利，在生活中得到更加良好的情感体验，保障残障人

士的健康发展。

（四）把握实际环境，提高设计包容性

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设计时，设计者需要对城市环

境加以把控，注重对地面设施进行优化，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

设计者需要提高设计的包容性，营造出舒适环境，对公共空间内

各种要素进行分析，包括灯光、材料等。

第一，设计者需要尊重残障人士的差异性，对无障碍设施的

设计进行优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群众的身体情况、体力等呈

现出非线性发展趋势，其中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占比

的增多，同时基于残障人士的需求，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逐渐

增加。其中在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环节，设计者需要对相关环境进

行了解，提高设计包容性，更好地满足多样人群的需求。设计者

通过设计包容性，可以更好地反映出设计者对群众的考虑，使无

障碍设施满足各类群众的需求。

第二，设计者需要关注相关环境，构建舒适环境。在无障碍

设施的设计环节，相关标准是设施应用效果的最低要求，仅仅可

以满足正常使用，很难为残障人士提供舒适环境，无障碍设施的

平均化与人群需求的多元化矛盾日渐凸显。设计者维持包容性设

计观念，可以对户外空间的各种因素进行考虑，对相关环境提供

良好的服务，设计出良好的无障碍设施。在灯光设计环节，城市

公共空间内的灯具布置合理，设计出良好的城市照明系统，为视

力残障人士提供便利，避免出滑倒、摔跤等问题。另外，城市照

明条件的充足，可以减少危险的出现概率，对残障人士的安全提

供保障。其中广告牌、标识牌等灯光可以帮助群众更好地获取信

息，为其生活提供便利。在城市的公共环境中通过适量的光照可

以提高环境温度，为残障人士带来安全感，减少由于光照的缺乏

对其带来的焦虑、不安等情况。最后，在无障碍设施的材料选择中，

往往会由于材料的不同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其中在无障碍设施

中金属材料的使用极为广泛，但由于该材质具有冰凉的触感，缺

乏人情味。基于此，在实际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环节，可以在手接

触的部位包裹皮质，为残障人士带来更好的感受，此外，在应对

具有尖角设施时，可以使其尽量圆滑，减少相关可能出现的危险。

城市在盲道的铺装时，需要保证其摩擦力，并选取相对明显的颜色，

为残障人士带来更好的色彩感受。在色彩的设计环节，设计者需

要遵循通用性原则，将视觉感受不同的群众作为设计对象，更好

的传递相关信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提供相应的便利，借助

色彩设计更好地满足色盲人群的需求，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提供便

利。

第三，设计者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优化，注重情感照顾。出行

意愿受到物理空间可达性以及信息传递可达性的影响。在公共空

间的建设活动中，需要对残障人士、老年人等不同情况的群众进

行平等看待，为他们使用无障碍设施提供便利，提高其生活参与

意愿，获得更强的满足感。另外，设计者需要对信息传递和物理

空间加以了解，更好的收集群众信息，为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给

予情感照顾。由于残障人士对陌生环境的感知速度较慢，在实际

的路径选择中更加愿意选择熟悉的路径，避免在陌生环境的适应

中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环节，许多群

众对无障碍设施的认知不足，认为其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虽然

开展了相关设计，但却展现出不适用的特征。如设计者为了使盲

道的形式更加多样，设计出多条盲道，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美观，

但却对视力障碍者产生了不良影响；设计者在建设坡道时，虽然

只是将坡高增加一厘米，但却对肢体残疾者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因此，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环节，设计者需要对

设计思路进行优化，推动无障碍设施的人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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