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3卷第 6期 2021 年

公园无障碍环境的现状与优化策略探析

赵一凡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我国作为世界上残疾人和老年人

数量最多的国家，公园无障碍环境的设计将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提供良好的休闲活动场所，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因此，文

章将探讨公园无障碍环境的现状，分析公园无障碍环境设计的原则，并提出公园无障碍环境的优化策略，旨在为相关工作者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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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于生

活品质和精神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公园是居民日常的休闲

活动场所，在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方面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对于进入公园进行

休闲活动的需求日益迫切，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共计各

类残疾人约 8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约 6.21%；60 岁以

上老人超 2.64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在健康生活的背

景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希望走进公园进行健身

及休闲娱乐活动，在公园建设和优化的过程中，注重营造出

无障碍的环境，保障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安全、舒心出游，提

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着很大的积极

作用。

1 公园无障碍环境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城市规

划和城市建设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公园作为人民群众进行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城

镇化建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公园中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呈现出日益增多的

态势，在公园中注重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对于提升老年人和

残障人士的休闲体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质上，现阶段

公园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现状并不乐观，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阐述：

首先，盲道方面。所谓盲道，也就是为盲人所建设的道

路，通常情况下是由触感材料铺贴而成，有视觉障碍者引路

的道路。如今大部分公园都铺设了盲道，为视觉障碍者出行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前行的盲道多为直线条状，公园入口的

盲道符合相关的标准，部分公园在盲道的行进路上出现了下

水道井盖，为视觉障碍者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

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不利于视觉障碍者的便利出行。一

般情况下，公园盲道的旁边需要留有 0.5m 的间距，而大部

分公园的盲道周边却停放了自行车，不仅没有留出 0.5m 的

间隙，而且自行车覆盖了一部分盲道，直觉剥夺了视觉障碍

者进入公园休闲的权利。

其次，缘石坡道。众所周知，公园承载着人们休闲和城

市生态的多种功能，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缘石坡道在公园建设中的应用，有效地避免了残疾人士的轮

椅由于台阶因素而导致的无法推行问题，同时也可以防止视

力低下的人跌倒摔伤，有利于手持大件物品的人们通行。通

常而言，技术人员在设计缘石坡道的过程中，需要控制好缘

石坡道的高度差和长度，尽可能地选择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

道，保证残障人士的顺利出行。在城市的一些公园中，尽管

设计和建设了缘石坡道，并且在缘石坡道的转弯处设计了长

度大于两百米的平台，为残疾人士的轮椅可以在平台处顺利

缓冲，而且坡道的宽度在两米左右，为自行车及大件物品的

顺利通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一部分公园的缘石坡道未设

计盲道，不利于视觉障碍者的出行，甚至有可能引发安全事

故；还有一些公园没有设置盲道中的拐弯提示，也不利于残

疾人员的出行。

最后，无障碍洗手间。洗手间是公园必备的基础设施，

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具有密度高、空间小的显著特征，

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大的便利。随着人们对于残障人士的重

视，现阶段大部分的公园都设计了无障碍洗手间，并且在洗

手间的外侧，张贴了无障碍洗手间的标识牌，坐便器的尺寸

符合规范要求，但是无障碍洗手间的内部缺少防滑措施，不

利于残障人员的安全性。另外，一些公园没有建立独立的无

障碍洗手间，只是在男女洗手间内独立出一个无障碍的厕

所，尽管坐便器符合相关规范，由于无障碍洗手间的空间较

小，且没有紧急呼叫铃和防滑措施，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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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园无障碍环境设计的原则

2.1 安全性原则

“安全无小事”，针对公园无障碍环境设计更是如此，

我们在公园无障碍环境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将安全性作为首

要因素，为残疾人士营造出安全的休闲场所，提升残疾人士

及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公园无障碍环境设计的目标是为老年

人、残障人士等提供良好的条件，而且老年人及残障人士由

于自身生理、疾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环境的认知差，

针对刺激的感知度都非常低，甚至难以克服存在的危险因

素，所以需要设计无障碍环境，以此来补偿老年人和残疾人

士行动不便的问题。因此，在设计公园无障碍环境的过程中，

技术人员需要将安全性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安全性的基础

上，做出接近自然的设计，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老年人和残障

人士潜在的感官机能，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营造出安全的休

闲空间。

2.2 人性化原则

满足不同群体对于休闲活动的需求是公园无障碍环境

设计的目标，技术人员可以根据“需求层次论”进行公园无

障碍环境设计工作，也就是指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

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是一种由低级过渡到高级、

复杂的动态系统，很好地阐述了人性化设计的本质。在设计

无障碍环境的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体现人性化设计的特

征，实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目的，根据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的身心特点去设计，充分地发挥出无障碍环境的积极作用，

满足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个性化活动需求，实现最大化的环

境无障碍。

2.3 使用性原则

使用是公园无障碍环境设计的最终目的，在设计无障碍

环境的过程中，需要突出无障碍环境的适用性，在方便残障

人士进行休闲活动的同时，也要方便老年人、儿童等有行动

困难的人群，最大程度地满足每一个人的出行需求，提升公

园的服务水平。在实际的生活中发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有

着行动困难的特点，却对于绿色景观环境非常渴望，希望到

绿色的景观环境中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在针对公园设计无障碍环境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残疾人士和

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也可以听取他们对于无障碍环境设计的

意见，增强无障碍环境设计的针对性，提升使用性水平，尽

可能地设计一些易操作、方便化的无障碍设施，提升无障碍

环境的使用性，另外，在设计无障碍环境时，还要重视无障

碍环境的可识别性，设计人员需要考虑到残疾人士和老年人

在视觉、听觉和视觉等方面的特点，协调运用视觉、听觉、

触觉相结合的方式，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提供良好的标识，

如鲜明可见的图示、悦耳的音响等等，有效地提升无障碍环

境的识别性。

3 公园无障碍环境的优化策略

3.1公园台阶和坡道优化设计

台阶和坡道是公园无障碍环境优化的重点，关注无障碍

道路的设计和建设，为残疾人士和老年人走出家门创造出良

好的条件，同时也方便了其他公民的出行，为人们更好地参

与社会活动营造出了良好的条件。在具体优化和设计无障碍

环境时，技术人员需要充分地考虑到辖区老年人和残疾人士

的特点，合理地设计台阶和坡道，让残疾人士和老年人都可

以领略到大自然的魅力。坡道对于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士尤为

重要，一些轮椅患者若想进入公园进行休闲活动，必须要通

过坡道的方式进行，由于考虑到雨雪天气带来的影响，需要

将坡道设计为防滑的形式，为轮椅患者更好地出行营造出良

好的条件，若是坡道的长度大于 10 米，就需要每隔 10 米设

计一个休息平台，尽可能地将台阶面的宽度控制在

30cm—35cm范围内，高低要控制在 10cm—16cm范围内，

在建造坡道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选择防滑的材质，并且要坡

道的旁边设置扶手和照明设施，突出无障碍环境的人性化特

点。

3.2盲道优化设计

盲道是保障视觉障碍者出行的基础条件，在无障碍环境

设计日益得到重视的新时期，在公园前期设计建造及其后期

维护的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需要优化盲道这一无障碍设

施，为视觉障碍者顺利的出行提供良好支持。视觉障碍者在

出行的过程中，需要依靠盲道才能实现顺利出行，所以在设

计无障碍环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盲道进行设计，而且需

要重视后期的维护工作，盲道常用的砖块规格是

300mmX300mmX25mm，其中 25mm和 20mm 厚度的盲道砖

块上带有凸起的结构，另外还有 250mmX250mm和

300mmX250mm两种规格，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公园周围环境

的实际情况，坚持方便性实用性的原则，设计和建设盲道，

尽可能地将盲道设计为直线条状，在盲道的拐弯、起点、终

点等位置设置圆点状提示盲道，更好地提示视觉障碍者。同

时在设计盲道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避开井盖、电线杆等

障碍物，保证盲道的安全性，并注重后期的维护和管理工作，

确保盲道不被自动车、障碍物占用，充分地发挥出盲道的作

用，为视觉障碍者更好地进入公园活动营造出良好的条件。

3.3无障碍卫生间设计

做好无障碍卫生间的设计和优化是增强公园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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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所在，技术人员需要按照相关规范设计无障碍卫生

间，并针对残障人士和老年人设计独立的卫生间，保障残障

人士和老年人可以在无障碍卫生间中正常如厕，提升公园的

服务能力。通常而言，对于坐便器的设计，需要将坐便器的

扶手设计为离地 680mm，间距宽控制在 730mm，小便器的

扶手需要离地 1180mm，洗手池的扶手需要离地 845mm，这

样的尺寸标准符合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并在无障

碍卫生间铺设防滑垫或者铺上防滑瓷砖，张贴明显的无障碍

卫生间标识牌，并在无障碍卫生间内设置紧急呼叫铃，充分

地发挥出无障碍卫生间的实质性作用。

3.4 无障碍景观设计

所谓无障碍景观设计，也就是通过听觉、嗅觉和触觉等

方面进行设计，有效地调动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器官，促使

他们融入到无障碍的景观中，从而在无障碍的景观中获得良

好的精神体验。首先，设计人员需要重视视觉景观的营造，

如点、线、面、形体和色彩等等，通过视觉景观的营造，促

使视觉景观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特别是高低错落有致的景

观环境，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情感体验，有效地发挥出视觉景

观在放松身心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设计人员还需要重视

听觉景观的设计，常见的听觉景观有自然声音和人工声音两

个方面，设计工作者可以巧妙地利用周围的环境，促使人们

在游览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自然界的美妙声音，更好地享受

生活，提升自身的游览体验，人工声音主要包括音乐喷泉声、

广播声等等，在设计公园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设置音乐

喷泉、音响等等，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营造出悦耳的声音，

促使他们在公园内放松身心。最后，设计人员还需要重视嗅

觉景观的设计，相对于其他景观而言，嗅觉可以带给人们非

常微妙的感受，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最让人难忘的感觉便是

嗅觉，而且气味可以唤醒人们的回忆，设计人员在设计景观

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些散发香气的植物，以此来给人一种

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发挥出公园在人们放松身心中的实质性

作用。

3.5无障碍细部构造设计

针对无障碍的细部结构，技术人员需要认真分析，并采

取有效的方式进行优化，在设计公园无障碍设施的过程中，

尤其是对台阶、园路等细节区域，我们要认真思考，并及时

地根据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出行需求进行优化和改善，充分

地发挥他们的触觉来完成一系列的活动，每一项的无障碍设

施都必须细化结构，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可以在公园里尽情

地放松身心。在公园的休息空间，座椅需要设施扶手，并在

扶手上包裹一些棉布或者偏软的树脂，增强残障人士和老年

人的触感；针对标识牌的设计，需要突出标识牌醒目突出的

特点，并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协调，增强公园景观的美观感；

针对地面的铺装，设计人员可以采用具有一定粗糙度的防滑

垫，并设计一定的排水坡度，增强无障碍空间的安全性。

4 总结与反思

总而言之，公园一直在城市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更是城市发展不断更新的肌体，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是人

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残障人

士和老年人走出家门、走向公园的需求更加强烈，为公园的

无障碍设计和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设计人员和技术

工作者，需要认识到公园无障碍环境设计和优化对于老年人

及残障人士的意义，更是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在把握公园

无障碍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安全性原则、人性化原则、

使用性原则，针对公园无障碍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和

改善，特别是要注重公园台阶和坡道优化设计、盲道优化设

计、无障碍卫生间设计、无障碍景观设计，确保公园的无障

碍环境满足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需求，促使老年人和残障人

士更加愿意走进公园，在公园中放松身心，提升他们的生活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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