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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景观环境是老年人和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措施。本文以此为出

发点，论述了无障碍景观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阐述了无障碍空间的设计原则以及细部

构造和绿化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无障碍/景观设计 

1→无障碍坡道设计 

2→无障碍台阶设计 

3→无障碍绿化设计 

 

一、我国无障碍景观设计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城市道路中，为方便盲

人行走修建了盲道，为乘轮椅的人修建了缘石坡道。建筑物方面，大型公共建筑中修建了许

多方便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坡道。但总的来看，设计规范没有得到较好执行，很多设施流于形

式，得不到认真的落实和管理，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还较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特别在中小城市中，绝大部分天桥、地下通道、公共厕所等地方都没有无障

碍设施。而一些公共场所的盲道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被占被堵以及遭破坏等现象十分严

重，有些地方的盲道不仅不能起到向导作用，甚至会将盲人引向“歧途”。 

另外，公共设施、建筑以及盲道本身的设计不合理，也增添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

无障碍设施在管理和使用方面出现的尴尬局面，说明我们的设计、建设和管理部门的相关工

作不够扎实，也从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意识的集体缺失。要在这方面赶上

发达国家的水平，不仅仅是硬件方面的差距，关键是要提高全民的助残意识和公共道德水平。

这需要政府、媒体和教育部门加大宣传力度，更有赖于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 

 

二、无障碍景观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老龄人口以年均 3%的速度递增，这表明老龄化问题将

是我国 21 世纪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如何在景观设计和建设中，体现

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关爱，尽可能满足他们生活的基本要求，创建安全、便捷、舒适、宜人

的无障碍景观环境，是景观设计工作者十分紧迫的研究课题。 

2.老年人和残疾人由于自身的特点，对景观环境有特殊的要求。首先，他们在生理上有

体力弱、感官衰退、反应迟钝等现象;其次，他们心理上有重人情、重乡情的要求;同时他们

还需要别人尊重，要求独立自主。这些决定了他们对景观环境有许多不同于健康人的要求。 

3.无障碍景观设计的标准来自老年人、残疾人的心理和生理需要，应该视不同的社会条

件和对象给予合理的照顾。关键的问题是规划设计人员的无障碍意识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细部

构造处理。 

 

三、无障碍景观设计 



 

1 无障碍景观空间的设计原则 

无障碍性。指景观环境中应无障碍物、危险物。老年人、残疾人由于生理和心理条件的

原因，健康人可以使用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成为障碍。因此，景观设计者应树立以人为本

的思想，设身处地为老弱病残者着想，积极创造增进性景观空间，以提高他们在景观环境中

的自立能力。 

易识别性。指景观环境的标志和提示设置。老年人、残疾人易遭危险是因为他们身心机

能不健全或易衰退，或感知危险的能力衰竭，即使感觉到了危险，有时也难以快速地避开。

因此，空间标志的缺乏往往会给他们带来方位判别、预感危险上的困难，随之带来行为上的

障碍。为此设计要充分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的手段，给予对方以重复的提示和告知，并通

过空间层次和个性的创造，合理安排空间序列、形象的塑造特征、鲜明的标志示意以及悦耳

的音响提示等来提高景观空间的导向性和识别性。 

易达性。指景观游赏过程中的便捷性和舒适性。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希望重返社

会和渴望享受绿色景观环境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要求景观场所及其设施应具有可接近性。为

此，设计者要从规划上确保他们自入口到各空间之间至少有一条方便、舒适的无障碍通道。 

可交往性。指景观环境中应重视交往空间的营造及配套设施的设置。老年人、残疾人愿

意接近自然环境，因此，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上应多创造些便于交往的围合空间、坐憩空间等，

以方便老年人及残疾人的聚会、聊天、娱乐、健身等活动，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状

况以及对空间环境的特殊要求。 

 

2 无障碍景观的细部构造设计 

无障碍景观设计除了对环境空间要素的宏观把握外，还必须对一些通用的硬质景观要素，

如出入口、园路、坡道、台阶、小品等细部构造作细致入微的考虑。 

出入口：宽度至少在 120 厘米以上，有高差时，坡度应控制在 1/10 以下，坡道两边宜

加棱，并采用防滑材料。出入口周围要有 150 厘米 X150 厘米以上的水平空间，以便于轮椅

使用者停留。另外，入口如有牌匾，其字迹要使弱视者可以看清，文字与底色对比要强烈，

最好能设置盲文。 

园路：路面要防滑，并尽可能做到平坦无高差，无凹凸，如必须设置高差时，应在 2

厘米以下。路宽应在 135 厘米以上，以保证轮椅使用者与步行者可错身通过。纵向坡度宜在

1/25 以下。另外，要十分重视盲文地砖的运用和引导标志的设置，特别是对于身体残疾者

不能通过的路，一定要有预先告知标志，除设置危险标志外还须加设护栏，护栏扶手上最好

注有盲文点字说明。 

坡道和台阶：坡道是帮助老年人、残疾人克服地面高差，保证垂直移动的手段，对于轮

椅要防滑，纵向断面坡度宜在 1/17 以下，条件所限时，也不宜高于 1/12。坡长超过 10 米

时，应每隔 10 米设置一个轮椅休息平台。台阶踏面宽应在 30 厘米-35 厘米，级高应在 10

厘米-16 厘米，幅宽至少在 90 厘米以上，踏面材料要防滑。坡道和台阶的起点、终点及转

弯处都必须设置水平休息平台，并且视具体情况设置扶手和夜间照明。 

厕所、座椅、小桌、垃圾箱等园林小品的设置要尽可能使轮椅使用者便于使用，其位置

不应妨碍视觉障碍者的通行。 

 

3 无障碍景观的绿化设计 

老年人、残疾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因素决定了他们对绿地、庭园的需求比年轻人和健全

人强烈得多。无障碍景观的绿化设计首先要坚持以绿为主，植物造景的原则，即除了园林建

筑、小品、道路外，其余均应绿化覆盖。要充分利用垂直绿化，通过形成“生态墙”来扩大



绿色空间，改善生态环境。其次，在地形的处理上，要尽可能平坦或缓起缓伏。在植物选择

上，要适地适树，避免种植带刺或根茎易露出地面的植物;要选用一些易管、易长、少虫害、

无花絮、无毒、无刺激性的优良品种作为骨干树种。再次，在植物的配置上，要因地制宜，

巧妙运用孤植、对植、群植和坛植等手法，科学处理好软质景观内部乔、灌、花、草与景观

建筑小品之间相互映衬的关系。要讲究植物群落结构的层次变化，让老年人、残疾人在视觉、

嗅觉、触觉和心理上都充分感受到植物景观的千姿百态和丰富的生态景象及季相变化，激发

他们的生活热情。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老龄化的加快，老年人和残疾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心和社会的重视。

设计者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应考虑这部分人的特殊需要，最大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使人与环境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