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2 No.2 2011. 01

村镇建设中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研究

常 成，史 津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天津 300384）

摘要：对村镇建设中无障碍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运用无障碍设计原理,对无障碍设施提出设计原则，希望能够

引起全社会对村镇建设中无障碍设施设计的重视，普及村镇建设中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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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nduced the accessibility problems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barrier-free facilities by using the accessible design theory, hoping to draw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on th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design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opularize the design concept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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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世界各

国都认识到残疾人和老年人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

部分，“平等、参与、共享”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要求。

无障碍设计来源于丹麦人在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正

常化原则”的观念，主张身心障碍者能够回归主流，其

出发点是建立在使用者都能够公平使用的原则上，这

种观念很快得到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认同

与支持

[1]

。我国最早在1985年开始研究无障碍技术和

制订无障碍法规，在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和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中都对无障碍环境作出了规定。全国一

些地方制定了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

规章。经过多年的实践，在我国大中城市中新建及改

建的工程，基本上实施了无障碍，取得了一定成果。然

而在我国村镇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与大中城市还存在较

大差距，其中许多无障碍设施还未进行配套建设和在

建设中不规范，需引起社全各界的重视与共识。虽然

公共建筑和人居环境中的无障碍设施也大多在新农村

建设中新建建筑和改造工程当中，但在实际应用中又

有很多成为摆设，得不到重视，这样使得非常多的残疾

人和老年人不能自如地生活。

1 村镇建设中无障碍设施设计的现实意义

1.1 我国农村残疾人口和老年人口调查数据

在《2006年第 2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

公报（第 2号）》中，显示全国残疾人口为 8 296万人。

全国残疾人口城乡分布中，城镇残疾人口为 2 071万

人，占 24.96％；农村残疾人口为 6 225 万人，占

75.04％。

1999年我国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60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民政部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司的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

人口增至 1.69亿，占总人口的 12.79%，其中大约 60%

以上的老年人口在农村。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

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预计到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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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年人口达到 4.37

亿，占总人口30%以上，3~4人中就有一个老人。与此

同时，“空巢”老人增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

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

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

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加严

重。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情况也十分突出。目前，农

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

1.2 现实意义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残疾人和老年

人的人口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尤其是村镇的残疾人

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占到了绝大部分，那么在新农

村建设中，建设与应用主要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

无障碍设施设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也符合我国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2]

。无障

碍设施设计强调有关人们衣食住行的公共空间环境

的设施、设备的规划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具有不同程

度生理伤残缺陷者和正常活动能力衰退者的使用需

求，配备满足这些需求的服务功能与装置，营造一个

充满爱与关怀、切实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安全、方便、

舒适的现实生活环境。建立全面的无障碍设施环

境，不仅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的需求和受益全社会的

举措。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是残疾人平等使用公共设

施权利的体现，是社会对残障人士关怀的体现，也是

“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它为残疾人及老年人参与

社会活动、与他人交流、独立生活创造了更好的条

件，所以实施公共无障碍设施非常有必要。居室环

境的无障碍设施是针对残疾人、老年人设置的辅助

性设施。居室是人生活的主要空间，尤其是行动不

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待在居室内的时间往往比正

常人更多，因此，在居室内进行完善的实施无障碍设

计对他们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设施的完善与否直接

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综上所述，在村

镇建设中结合村镇环境设施与农业生产的特点，实

施公共空间和居室无障碍设施设计研究，不仅是对

农村的残疾人和老年人生理上的关爱，更是从精神

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重视。如果能够通过一些无

障碍设施独立完成一些事情，甚至可以自食其力，这

对于增强他们的生活信心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方

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对新农村建设做出的重大

贡献。

2 村镇建设中无障碍设施现存主要问题

在村镇建设中很多人对无障碍设计认识不深，有

一种误解，认为无障碍设计只是针对残疾人设计的，

应用面较窄，是可有可无的，有些建设单位出于节省

成本的考虑要求在设计当中不进行无障碍设计，还有

一种情况是为了应付国家和地方的无障碍规范设计

了，但是在实际施工时擅自更改和取消无障碍设计，

这种现象在村镇建设中尤为突出。已建成的无障碍

设施不够系统、规范,使用管理不善,无法充分发挥使

用效益,体现在以下几点:

（l）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规范，应付形式的比较多。

比如很多建筑物入口没有设置坡道和扶手，或者是设

置了但设置的坡道坡度过陡，坡面过窄或未进行防滑

处理，扶手过高或过低；（2）无障碍卫生间很少，洗手

盆下部没有乘轮椅者的膝部可以进入的空间，大便器

没有设置残疾人安全扶手；（3）无障碍服务设施设置

不合理。公共电话、取款机、服务台过高，乘轮椅者无

法使用；（4）候梯厅、电梯轿厢的无障碍设计较少。候

梯厅的深度过小 ,不能够满足轮椅的通行和转弯。电

梯轿厢内没有设置高度较低的无障碍专用按钮；（5）

导向标识系统不完善、识别性不强，起不到很好引导

残疾人的作用。标识设置位置不明显，很难找到无障

碍设施所在地；（6）盲道设置不合理，有些盲道流于形

式，流线设计不合理，有些管理不善，被车辆等障碍物

阻挡。

3 无障碍设计原则

无障碍设计主要包括两方面，分别是物质无障

碍，信息与交流无障碍

[3]

。物质无障碍主要是建筑、道

路和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建设能够达到易出入，方便

于使用

[4]

。如建筑物设置的残疾人坡道，无障碍卫生

间，道路上的盲道等。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主要是指

公共传媒应使听力言语和视力残疾者能够无障碍地

获得信息,进行交流,如影视作品、电视节目的字幕和

解说,电视手语,盲人有声读物等等。这些都是在传递

信息方便进行的无障碍设计。应该说物质无障碍设

计与信息交流无障碍设计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无障碍设计重点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老年人、

常成等 村镇建设中的无障碍设施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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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对公共和居住环境有更多的依赖

性，其结构尺寸要考虑人体所能触及的活动范围,同

时根据使用者的生理、身体要求考虑触及的舒适程

度,另外也要考虑心理因素,它的设计应体现以下几

个原则。

3.1 以人为本，平等使用原则

无障碍设计的首要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原则。

意思是要求现代公共空间环境，人居环境应从对人关

心服务的理念出发，住宅，建筑，城市环境都必须按照

人们可以自立生活的方式进行设计

[5]

。为社会中所有

人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良好

的生存和活动场所。在居住环境中要充分考虑残疾

人和有行为障碍者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合于他们使用

的功能设计，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

环境，以最大限度地体现设计的合理性，体现“以人为

本”的设计宗旨。同时，无障碍不应该仅考虑行动不

便的残障人士，而应该在设计初始阶段就以大众为基

础，使设计的环境、空间，以及产品能够适合所有人的

使用，尽可能地满足多数使用者的需求，即通用设计

的高度。

3.2 安全、方便、快捷原则

“安全、方便、快捷”实际上包含了无障碍设计其

他几个方面的原则，即：使用的安全性、方便性、使用

简单而直观、容错能力、省力、感知信息等。无障碍设

计的安全性尤为重要，由于障碍人士的身体或年龄上

的特殊性,他们的活动区域内要有辅助性、保护性的

设施。从空间（消除室内高差）、装置（设置扶手、地面

防滑）、设备（紧急通报系统、安全电热源）、管理员或

护理人员等方面对应障碍人士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性,

做到紧急时刻可立即采取措施，见表1

[6]

。

3.3 合理的尺寸和空间原则

残疾人和老年人行动比较缓慢，因此要求室内

外的场所及其设施必须具有让使用者轻松接近和便

于操作，并且不被其身型、姿势或行动障碍所影响。

为此，设计者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大小和空间，来提

高他们参加各种活动的可能性。要求设计者考虑设

施的形状、质感、体量、尺度等因素。这部分的工作，

更多借助于人机工程学的原理进行，同时也需要从

人机工程学的角度，来检验和鉴定尺寸与空间的合

理性

[7]

。

人机工程学作为人体科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科学

融合交叉的学科体系，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

[8]

。环境

无障碍设计和人机工程的聚焦点在于“协调人与环境

的关系”，不单纯着眼于个别要素的优良与否，而是将

使用物的人和所设计的物以及人与物所共处的环境

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4 结语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取得了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无障

碍设施在大中城市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新农村建

设中无障碍设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我国农

村人口占总人口近一半多的泱泱大国，在新农村建

设中创建全方位的无障碍环境，普及推广无障碍设

施设计理念，不仅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的需求，也是

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展示，关注农村发展，促进农村

进步，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更有利于国家

的稳定与和谐。

（下转第130页）

表1 障碍内容及改善措施

Tab.1 Barriers content and improvements

障碍类别

信息障碍

行动障碍

动作障碍

意外事故

内容

即指失去视听觉、色盲或其他患有精神病等障碍者，在环

境中有掌握关于知觉等信息的障碍

是指因身体缺陷或年龄，而产生行动上的不便

这种障碍对于平常人们熟知的动作，如开门、转锁、举物

甚至按钮、插座的动作，都会造成不便

残障者常会发生碰撞、跌倒、摩擦、翻落等意外事故

改善措施

着重加强指引系统、警示系统的建立（如警示灯、指示

牌、盲文地图和盲文站牌、过街音响信号装置等）

需要借助斜坡、扶手、导盲砖、升降梯等协助

增加如特殊设计的水龙头开关等设施

如防滑地砖等安全性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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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家具之所以是某种特定形式而非

其他，主要还是由人的需求来决定的。传统家具的设

计应在充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现代人

的“生存式样”净化提炼其形式，并积极吸收其他民族

文化的精华，使中国传统家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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