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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厕所革命”的景区卫生间用户体验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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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体验设计中的用户研究方法，研究“厕所革命”背景下景区卫生间的体验设计，得到

景区卫生间的体验需求模型，针对国内景区卫生间建设现状提出设计阶段具体改进建议。方法 通过实

地考察、非结构性访谈获得景区卫生间维护人员和游客资料，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详细探讨了景区卫生

间的体验现状和需求。结合文献法搜集日本“厕所文化”相关资料，借鉴优秀景区卫生间设计案例经验。

结论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景区卫生间的体验需求模型，并参考日本“厕所文化”分析体验需

求应用，针对国内旅游景区的卫生间设计现状提出合理性建议。在“厕所革命”的背景下，景区卫生间

的设计将更为注重用户的体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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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Experience Design in Scenic Toilet for "Toilet Revolution" 

SUN Rui, ZHOU Rui, YUAN Yu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xperience design of scenic toil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ilet revolution", 

obtain the experience demand model of toilet in the scenic area through user experience method in experience design and 

propose specifi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stage of constructing domestic area toilets. Through field visits 

and non-structured interviews, information on maintenance personnel and tourists of scenic spots was obtained. The ex-

perience and needs of scenic toilet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data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erature method was combined to collect the related materials of "toilet cul-

ture" in Japan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excellent toile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experi-

ence, it puts forward an experience demand model of scenic toilet. It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demand applic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oilet culture" in Japan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oilet desig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ilet revolution", design of scenic toilet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user's experi-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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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国家旅游局“厕所革命”政策推广以

来，景区卫生间的使用体验成为了评价景区整体规

划、衡量城乡文明建设、提升旅游业品质的重要一  

环[1]。随着“厕所革命”政策的不断深化，设计学的

介入对于景区卫生间的提升与改造更为重要和迫切。

从设计学的角度出发，通过用户体验方法提出游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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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景区卫生间的需求模型，对提升游客的使用体

验，稳步推进“厕所革命”的建设，并从景区扩展到

全域的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1 “厕所革命”需要设计的介入与驱动 

“厕所革命”是最早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

的，针对发展中国家改善厕所卫生状况的一项发展举

措[2]。联合国在 2015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千年发展

目标报告》中指出，针对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仍有约

50%缺乏经改善的卫生设施，而城市人口仅占到总人

口的 18%。厕所环境的简陋会直接导致排泄物暴露和

蚊虫滋生，诱发霍乱、疟疾等肠道传染病和血吸虫病

等寄生虫病，造成每年 150 万未满 5 岁的儿童丧生，

比艾滋病和疟疾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高，给人民群

众的健康带来巨大灾难。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更

是强调，国际社会必须把改善卫生条件置于 2015 年

后的全球发展框架的核心位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将“改厕”行动作为各地

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将农

村改厕工作纳入《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

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厕所革命”在中国农村已

经得到很高的重视，并大力宣扬和推广开来。在 2015

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提出“旅游厕所

革命”，对旅游景区厕所脏、乱、差、少、偏等聚焦

最集中的问题进行思想认识、文化观念、政策措施、

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变革，现有景区厕所不能很好地

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体验设计的介入变得十分迫切

与必要。“厕所革命”是提升旅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

厕所问题不仅关系到旅游环境的改善，也关系到广大

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国民素质提

升、社会文明进步[3]。在“厕所革命”的进程中，景

区卫生间的改进与体验的提升，必然离不开设计的介

入与驱动，更需要体验设计相关研究方法，将用户的

使用体验放在景区卫生间改造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因

此，探究“厕所革命”下旅游景区卫生间的体验现状

和相关影响因素，并以此深挖用户需求，建立一套完

整的体验需求层级，对景区卫生间的建设发展和用户

使用体验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2  景区卫生间需求研究 

2.1  景区卫生间现状分析 

自 2015 年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三年旅

游厕所建设和管理行动以来，“厕所革命”取得了明

显成效。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全国共新改建旅游厕

所 6.8 万座，超过目标任务的 19.3%[4]。在政策的强

力推动和任务达标率的要求下，不可避免地出现只重

数量不重质量、滥竽充数、空间安排不合理等现象。

根据资料整理收集、实地调研观察发现，目前的景区

卫生间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厕位比欠缺，女性厕位紧张。从硬件设施上

分析，男性如厕位包括蹲厕位和小便池，而女性如厕

位只有蹲厕位，在设施安放和空间分配上女性厕位占

据少数[5]。以杭州市城管委公布的 2015 年西湖景区

公厕数据为例，西湖景区公厕总量 127 座，厕位 2181

个，男蹲厕位 483 个，男性小便池 738 个，女厕位

821 个，男女厕位比例实际为 1221∶821。传统的男

女厕位 1∶1 的标准无法缓解女性厕位紧张的问题。 

2）卫生条件差异大，游客体验差距感分明。景

区游览从体验的角度出发，是以传播地区文化、增强

用户对本地自然或人文认知的一类特殊的体验系统。

因此，景区卫生间在建设与改进中，追求与景区文化

相一致的外观风格，从色彩、材料、造型上与景区融

合协调，是现在景区卫生间改建行动的重要一环。在

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景区卫生间内部环境的改良并未

得到重视，普遍景区卫生间的卫生状况并不能让游客

感到满意。“表里不一”的体验差距，甚至可能导致

游客对景区自然风光、历史人文底蕴的整体印象大打

折扣。 

3）缺乏文化装饰，视觉观感简单粗陋。目前，

景区卫生间等公共设施面临大范围改建。为保证风格

和景区的兼容性，一定程度上会选择大众最能接受、

普及度最高的色彩和材质。这样的选择在装饰文化上

不可避免地丢失了与景区配套的文化属性和内涵，直

接影响用户对景区整体文化的认知度和体验度。文化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等直接载体展现表达，更隐藏在

地面、天花板、绿植、灯光等多种装饰载体中，通过

合理的色彩、材质表现在景区卫生间的整体视觉效果

中。现有国内景区卫生间视觉效果简单整洁却不免粗

陋，设施多采用黑白色，缺乏与景区配套的文化载体

与装饰效果。 

2.2  研究方法与结果 

2.2.1  研究方法 

为了更加了解用户使用景区卫生间时遇到的问

题和期望改善的地方，为后续“厕所革命”中景区卫

生间的改进工作提供设计依据，本文主要采用开放式

问卷与非结构式访谈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

用户需求与期望进行研究[6]。 

访谈对象为景区游客与景区卫生间维护人员，其

中以游客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成都市 3A 级以上

景区的实地走访，对景区卫生间的维护人员进行时间

不等的非结构式访谈。同时对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1 月在成都 3A 及以上景区使用过景区卫生间的游客

进行抽样调查，前后共计收集了 6 位景区卫生间维护

人员的访谈资料与 15 位游客访谈资料。 

同时，通过网络发放开放式问卷，10 天内共回 



234 包 装 工 程 2019 年 5 月 

收问卷 310 份，有效问卷 297 份。通过 SPSS 软件对

原始数据进行整理。通过频数、百分比、平均值和标

准差对游客基本信息进行描述；通过频数、百分比、

平均值和标准差对游客使用景区卫生间时的需求与

体验进行描述。通过基本信息与需求因素的交叉分

析，描述基本信息对需求因素的影响。 

2.2.2  研究结果 

通过对成都多个 3A 级景区内的卫生间维护人员

进行访谈，对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1 月使用过景

区卫生间的游客进行抽样调查，获取了景区卫生间的

使用现状、维护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方向，见表 1 和

表 2。 
 

表 1  景区卫生间维护人员访谈 
Tab.1 Interview with toilet maintenance staff in scenic spots 

使用情况 清洁 维修 建议 

景区卫生间使用频繁， 

高峰期有排队现象 
地面、设施清洁处于首要位置 

冲水设施 

不正确使用 
正确使用冲水设施 

多数游客选择蹲厕 洗手池与镜面清洁处于次要位置 管道堵塞 使用可溶水纸巾或将纸巾丢入垃圾桶

偶尔发生占用残疾人 

卫生间的情况 
有时采取熏香方式改善气味 隔间门锁损坏 提高游客出行文明 

 

表 2  景区游客访谈 
Tab.2 Interview with visitors in scenic spots 

遇到的问题 使用情况 心理感受 期望 

女性排队时间、人数更多 使用时时常忽视对设施的爱护 排队时间过长产生焦虑 男女厕位比例调整

担忧冲水按钮是否干净 使用后立即离开 环境与气味等产生不适感 卫生条件提升 

家庭出游时的异性老人、 

儿童如厕尴尬 

很少遇到壁画、 

音乐等装饰手段 
卫生间装饰产生压抑感 适度装饰 

 

本文共回收有效问卷 297 份，受访者男女比例平

衡，年龄 19~28 岁，占总人数的 43.43%，其中 60.94%

的受访者有偶尔出游的习惯；有出国经历的受访者较

少，占总人数的 26.6%。 

2.2.3  调研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卫生间主要存在卫生设施易

损、整洁度难维持、气味难以忍受、缺乏装饰等主要

问题，针对携带异性亲属如厕问题的第三卫生间也受

到关注。 

针对资料收集所得信息，受访者针对国内景区卫

生间的需求点主要集中在整洁度、装修风格、文化风

格、是否有第三洗手间、卫生设施提供（包括必需品

与非必需品）、分布数量等。景区卫生间的使用体验

直接影响到游客对景区的整体评价。 

本次访谈与问卷中针对受访者的出国经历进行

了调查，旨在针对出国经历对景区卫生间需求进行交

叉分析，见图 1。用户的出国经历与其评价装饰对景

区卫生间重要性呈正相关性，有过出国经历的受访者

对景区卫生间音乐、香薰等设施的需求更高，对装饰

的需求明显高于没有出国经历的受访者。 

本次访谈与问卷中针对智能马桶设置了游客使

用意愿的问题，旨在探讨智能家居背景下游客对景区

卫生间使用智能马桶的接受度和付费意愿。数据表

明，游客在现有景区卫生间条件下对智能马桶的接受

度不高，36.7%的受访者表示不会进行任何尝试，而

愿意进行有偿使用的受访者仅占 19.19%。 
 

 
 

图 1  出国经历与装饰因素相关图 
Fig.1 Correlation diagram of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decorative factors 
 

3  案例——日本“厕所文化”的需求体现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不断开发，我国对

景区卫生间进行合理的人性化建设与提升面临着挑

战与机遇。针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提升空间，需要充

分汲取国内外优秀的景区卫生间体验设计案例的成

功经验，同时针对我国文化背景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

合理改造。因此本文对日本“厕所文化”及其公共厕

所设计进行了资料分析与整理，从中分析体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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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可借鉴的设计点，对“厕所革命”下我国景区卫

生间的改建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3.1  装饰与文化需求 

日本“厕所文化”久负盛名，在 1985 年日本便

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日本公共厕所协会”。日本对

卫生间的重视体现在整体空间布局、高科技应用、特

殊性群体关怀等多个方面，使日本公共卫生间成为  

了“想人所想，给人所思”的人性化设计理念的代表

案例[7]。 

从装饰与文化需求上分析，日本公共卫生间力求

从视觉、嗅觉上营造轻松惬意的如厕环境，在墙壁悬

挂散发芳香的香盒、工艺品，洗手池边放置雅致温馨

的鲜花，使用户感受到美丽、干净的使用空间，颠覆

了“卫生间是藏污纳垢之地”的传统观念，从而切实

感受到其社会文明发展水平。在针对景区的卫生间设

计中，日本卫生间设计擅长结合景区自然环境或人文

历史，将景区卫生间的某一部分与自然环境结合在一

起。例如日本净身庵公共厕所设计，洗手处的水使用

南天山自然净水常年留出，背景音乐播放鸟儿的鸣叫

声，与青山绿水巧妙结合在一起。当用户使用景区卫

生间时，鸟鸣声能遮掩如厕的尴尬声响，同时又  使

用户产生置身于山间鸟语花香的心理感受[8]。这种设

计通过自然音乐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无形中宣

扬和传播了景区的自然文化，文化需求得到充分 保

障。 

3.2  硬件需求 

日本公共卫生间在如厕设施上多使用坐便设施，

在坐便设施中增加创意点。如电热坐便器，可以自动

调控温度，在冬天使用尤其给人以舒适温暖的感觉。

在我国景区卫生间建设中，普及坐便设施还存在一定

的困难。但仍可以从中提取符合我国发展现状的景区

卫生间设计方式，见图 2。日本公共卫生间在提供坐

便设施的同时，提供了马桶圈坐垫消毒液、一次性垫

纸，水箱旁有配有图案的说明书，详细说明各种设施

的使用方法，标签上多使用日文、英文及中文等多种

说明性文字，帮助用户更直观、清晰、快速地使用这

些设备，即使是不懂日文的用户也可以根据图案说明

猜到其使用方法。一横一竖两个辅助站立的扶手，按

照人机工程学严格计算人体坐姿与立姿高度，确保了

大部分的用户的使用舒适度[9]。种类繁多的硬件设施

最大化地考虑到了用户在卫生间的使用过程中会产

生的各种需求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智能化设施

的普及更能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产品的现代

化与科技感。 

3.3  特殊性关怀需求 

日本设计细致入微，擅长在每个细节上制造引人

入胜的惊喜。这点在公共卫生间设计中更是可见一

斑，凸显了日本“厕所文化”中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日本公共卫生间在功能上可划分为洗漱区、化妆区、

如厕区、授乳区等，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日常需

求同时，又考虑到不同人群的使用要求，尤其是婴幼

儿、老人、病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使用需求。以

无障碍公共卫生间设计为例，当携带年龄稍长的儿童

出行面临如厕问题时，无障碍厕位提供了专为儿童设

计的小号坐便圈，可以同样放置在成人坐便设施上使

用。同时，针对型号不同的坐便设施，日本设计师按

照人体身高比例在背景墙面绘制了色彩缤纷的可视

化图案说明，见图 3，尚未识字的学龄前儿童也可根

据高矮不一的身高图案找到对应的坐便设施，极大地

提高了儿童的使用乐趣。这种针对特殊群体的关怀需

求将人性化设计理念发挥到极致，使用户在使用体验

中由头到尾都能感受到设计者对于细节无微不至的

关照。 
 

 
 

 
 

图 2  日本公共卫生间硬件设施 
Fig.2 Hardware facilities of public toilets in Japan 

 

 
 

图 3  日本无障碍卫生间中的可视化标识 
Fig.3 Visual signs in accessible toilets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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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景区卫生间体验需求模型构建 

4.1  景区卫生间体验需求影响因素 

根据研究结果与案例分析，选取受访者对现阶段

国内景区最关注的几类需求点，进行重新归纳划分，

将包括地面、气味在内的整洁度确定为整洁度需求，

厕纸、洗手液、烘干机等卫生设施归纳为硬件设施需

求，音乐、香薰等附加设施与针对地区增加的设施（如

串串垃圾桶等）都包含了游客对于文化感、艺术感的

需要，因此将其确定为文化需求，包括色彩、材质、

绿植、空间划分的因素归纳为装饰需求。特殊卫生间

则代表了包括残疾人、母婴室、第三卫生间等针对部

分特定群体的特殊性关怀需求。 

针对上述重新划分的 5 个需求影响因素，参考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将数据进行等级划分，9—10 分为第

五等级，说明此等级的需求是游客体验得到保障的最基

本条件，重要性最高。由高到低依次排列，1—2 分为

第一等级，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因素。在满足这一层次的

需要后，游客的体验满意度能得到最大化的保障。将数

据进行重新统计整理，形成新的等级需求表，见表 3。 
 

表 3  景区卫生间需求重要性等级表 
Tab.3 Importance grade of toilet demand in scenic spots 

单位：人 

需求因素等级 第一等（1—2 分） 第二等（3—4 分）第三等（5—6 分）第四等（7—8 分） 第五等（9—10 分） 总计

整洁需求 3 8 22 54 210 297

硬件设施需求 7 14 36 75 165 297

文化需求 18 31 130 163 252 594

装饰需求 10 8 47 67 165 297

特殊性关怀需求 7 11 62 114 103 297

 

4.2  景区卫生间体验需求层级分析 

针对上述通过问卷调查重新统计整理的体验需

求等级表，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提炼分析，引入权重概

念[10]。为了更准确地体现不同需求因素对用户体验重

要性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其进行等级重要层级的

排序，本文按照用户对各种需求在不同等级的评分人

数占总计人数的百分比分别计算对应权重。用户偏好

程度排序越高的需求因素拥有越高的权重，从而对景

区卫生间的用户体验需求层级的影响越大。需求权重

图见图 4。 

 

 
 

图 4  景区卫生间需求权重图 
Fig.4 Weight map of toilet demand in scenic spots 

 
根据需求权重表，按照等级排列由第五级到第一

级依次对各个需求因素权重百分比进行分析提取，得

到如下结果。 

1）第五等级为整洁需求，占景区卫生间需求权

重的 88.89%，说明用户在景区卫生间的使用过程中

对整洁程度的需求最高，景区卫生间在视觉、嗅觉、

触觉体验中是否给用户“干净、卫生”的印象是用户

得到良好使用体验的最基本保证。 

2）第四等级为硬件需求。硬件设施提供已经成

为公共卫生间建设的必需条件，是用户对景区卫生间

体验进行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景区卫生间使

用体验包含完备的硬件用品提供，而硬件中又分为必

需品和不必需品的区别，景区在满足卫生必需品供应

的基础上，适当增添音乐、熏香等非必需品的植入，

可有效地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3）第三等级为特殊性关怀需求。当用户的体验

需求普遍得到了满足和提升，用户就会将需求聚焦点

由普遍性转移到特殊性，由大众转移到特殊性群体

上。特殊性群体在景区卫生间的照顾层面不仅包含残

疾人、母婴，同时也包括携带异性老人、儿童出行的

家庭群体，吸烟人士等。 

4）第二等级为装饰需求，说明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越来越重视环境、装饰对使用体验的影响。良好的

绿植、壁画、灯光等装饰要素能够极大程度地影响用

户对景区卫生间的使用体验。 

5）第一等级同时也是最高等级，即文化需求。

在装饰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用户会进一步要求景

区卫生间的装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景区某个特

色文化符号，能够对景区蕴含的自然景观或人文历史

进行表层的解读和传播，加深用户对这个景区的认知

度和体验感。同时，采用符合地域风貌的建筑风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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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旅游厕所的建设品质[11]。当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即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断，用户使用此景区卫生间的体

验普遍能得到最大化的保障。为了将上述层级进行图

示化表达，本文参考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金字塔

模型，制作了针对景区卫生间的用户体验需求模型，

见图 5。 
 

 
 

图 5  针对景区卫生间的用户体验需求模型 
Fig.5 User experience demand model for scenic area toilet 

 

4.3 “厕所革命”与“厕所工程”的区别 

针对全国旅游系统的“厕所革命”从 2015 年提

出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数量上来讲，景区卫

生间相比之前有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能够

缓解目前景区卫生间数量紧缺、男女比例不平衡等相

比较为突出的问题。从设计学的角度上讲，目前景区

卫生间改建工程的质量还远远不能达到用户的心理

预期，在用户对景区卫生间的使用体验上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数据分析表明，针对目前的国内景区卫生

间的体验环境，“重建设、轻管理”现象普遍存在[12]，

大多数用户保持一般的态度评价，部分使用了“脏

乱”、“比较不满意”等较低的态度评价。从景区卫生

间体验需求模型的角度出发，游客的最低需求即整洁

性需求尚未得到较好保证，更高级别的需求层次有小

部分涉及，并未广范围覆盖。目前的“厕所革命”更

是集中在“厕所工程”的目标上，距离“革命”这一

改革性进程所要求的巨大变化和提升还有很大的提

高空间，见图 6。 

“厕所工程”从字面意义上分析，是综合科学技

术手段与自然科学理论，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人

力、物力做出高效、可靠的景区卫生间普及与改建。

从设计学角度来讲，“厕所工程”在于提高景区卫生

间数量与分布，改善男女卫生间比例，满足游客的基

本生理卫生需求。“厕所革命”着眼于根本性的变革，

在满足最基本的生理、整洁需求上，将景区卫生间的

装饰、硬件、文化、情感关怀等需求全方面提升，使

景区卫生间更好地融合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成为景

区展示地区特色的良好载体而不再独立于景区体验

系统之外。“厕所工程”包含于“厕所革命”之中，

而“厕所革命”绝不仅限于“厕所工程”。景区“厕

所革命”所要努力的方向，正是在“厕所工程”所铺

设的良好公共设施条件基础上，逐层提高用户的使用

体验，使景区卫生间真正融入到景区整体的旅游体验

系统中。 
 

  
 

 
 

图 6 “厕所工程”与“厕所革命”的区别图例 
Fig.6 Difference between "Toilet Project"  

and "Toile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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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厕所革命”的兴起与全面普及，一方面反映了

我国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升，旅游资源与游客需求之

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凸显了我国旅游业整改景区卫

生间使用体验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景区洗手间

的改进不应仅满足于完成数量上的突飞猛进，更应重

视其应具有的功能性和美观性，运用体验设计的研究

方法，切实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在景区卫生间需求

模型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景区卫生间的改进工程，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人性化设计的理念要求，实现人与

自然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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