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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道路设计中对无障碍设计理念的应用
张小峰

湖北省城建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湖北武汉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明显提高背景下，市政道路展开设计时，越发注重人性化，能够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在
出行时的需求。残障人士属于社会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同程度上存在视觉障碍、肢体障碍、语言障碍等，设计市政
道路过程中考虑到他们的实际需求，运用无障碍设计思想理念是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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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障碍设计在市政道路中的运用，不仅能够使市政道

路展开设计时理论变得更加丰富，促进道路建设水平提升，

也能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系，同时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举措。因此市政道路在进行设计时，应加强对无障碍

理念的运用，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1]。

2 无障碍设计内涵

无障碍设计针对的对象为残障人士，为其出行提供便

利，增强其出行时的安全性，降低出行心理压力与心理负担。

市政道路进行设计时，将残障人士在出行时的困难充分考虑

其中。设计过程中从这几方面入手。

首先，安全性。设计市政道路过程中，需保证残障人

士在出行时的安全性，设计无障碍设施时，将安全性充分体

现的措施便是对盲道进行设计，车辆与行人处于隔离状态，

保证行人行驶时不会受到车辆碰撞，修建盲道过程中，应重

点关注功能性，加强成本控制。

其次，可达性。将这一理念运用在设计中十分关键，

这主要是由于无障碍设计最初理念便是使残障人士能够顺

利出行，使其顺利到达想要去往的目的地。再次，可用性，

这是无障碍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原则，这需要设计

过程中与不同人士需求结合在一起，体现出设计针对性，不

同人士出行需求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于设计需求也会存在明

显不同 [2]。

最后，人性化。市政道路展开设计时，应注重人文关

怀体现，充分考虑残障人士需求，并且设计尽量做到简单明

了，使残障人士对其进行灵活使用。

3 市政道路设计中运用无障碍设计思想理念

的重要意义

首先，能够使居民在出行时的特殊需求得到满足。其次，

体现了以人为本价值理念 [3]。再次，可以使交通结合居民实

际特点，实现人、车分流，促进交通压力的缓解。最后，可

以使道路交通处于井然有序状态，将交通事故实际发生概率

最大程度降低 [4]。因此，设计市政道路过程中运用无障碍设

计思想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可以使居民日常出行需求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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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充分满足。

4 市政道路设计中无障碍设计思想理念的具

体运用

4.1 坡道设计

市政道路进行坡道设计过程中，可以将无障碍思想理

念比较充分的体现出来，同时此项设计属于无障碍设计中十

分重要的组成，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其划分为缘石坡道、行

进坡道，设计行进坡道过程中，整体要求不高，仅需满足在

乘坐轮椅时的具体需求，将坡度适当减缓 [5]。对于缘石坡道

来讲，道路应体现出平整性，多数情况下需要比行进坡道更

高。道路类型不同时，设计缘石坡道时会存在一定差异性，

坡道为单面情况下，设计过程中需将几何图形作为参考，

坡道为多面时，需将路面适当拓宽，转弯位置需设置平台，

并且平台长度一般大于两米，两侧设计的高低扶手能够为不

同群体在出行时提供便利，道路设计在体现出差异性的情况

下，才能将自身作用和价值比较充分的体现出来（见图 1、

图 2）。

4.2 台阶设计

部分市政道路进行设计过程中会对台阶有所忽视，台

阶无论是过高或者是过低，均会影响居民在出行过程中的便

利性，地下通道、人行道在坡度较大情况下，需设置扶手，

使居民在出行时的压力得到缓解 [6]。并且设计台阶时需和实

际情况结合在一起。对于障碍人群来讲，如果台阶设计得比

较高，很容易使他们出现滑倒问题。多数来讲，台阶高度、

宽度应分别在 15厘米和 30厘米左右，并且台阶应设计警示

牌，防止出现身体损伤。

4.3 盲道设计

无障碍设计思想理念运用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残障人士

获得更好服务。但是就当前市政道路设计现状来讲，多数道

路难以使盲人出行获得便利。通过对盲道进行科学、合理设

计，能够极大程度上提高盲人实际出行率，设过程中，一般

会通过彩色道路对普通道路和盲道做出区分，这实际上可以

使盲人在出行时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处于规划阶段时，应

保证车位合理性，尤其是自行车车位的位置，避免和盲道之

间出现打架问题。并且设计凸出位置时，不仅需要考虑到功

能性，也需将行人感受充分考虑其中。设计盲道时，应对地

面、交底压力差进行分析，使压力差问题获得有效解决，保

证盲道在使用时的整体舒适性。同时盲道应该在起点位置、

重点区域以及转弯位置设置对应提示标志，确保不同盲道彼

此之间呈现出连续性，进而使盲人能够比较顺利地到达自身

想要去往的目的地（见图 3）。

图 1 三面坡示意图

图 2 单面坡示意图

图 3 盲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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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行道设计

残障人士一般的肢体行走存在障碍，因此人行道中不

设计凸起障碍或者是凹陷障碍，路面井盖与地面之间应保持

一致，垃圾桶、雕像等也不能位于人行道中间位置，人行道

应保证自身通畅性。同时应注重防滑设计，进而使人们出行

时的安全获得比较充分的保证。

4.5 交叉路口设计

市政道路展开无障碍设计过程中，交叉路口设计属于

十分重要的组成。交叉路口会和人行道连接在一起，影响残

障人士出行顺利，因此平行方向位置需设计缘石坡道，并且

设计提示材料，进而和人行道当中的盲道融为一体。多数情

况下，交叉路口位置车流量会比较大，在此情况下，残障人

士通行时难度就会比较大。因此这一物质需安装红绿色，同

时运用语音功能，进而使残障人士在出行时可以获得保障。

4.6 公交站设计

一般来讲，公交站会设置站牌，但是这难以为残障人

士提供便利。因此设计公交站台时，需综合性考虑多种因素，

站牌中需设置盲文，控制盲道长度。进行公交站台设计时，

无障碍设计思想理念需人行道盲道之间进行连接，这能够在

一定程度减少站台在残障人士出行时产生的不便，在非机动

车道中需设置人行道。

4.7 其他设计

对于语言障碍人群来讲，城市道路标志、标线进行设

计过程中，标线尽量使用比较明艳的线条，其中包括黄色、

红色、蓝色等，并且标线应处于比较醒目的位置。同时大小

需体现出适宜，保证内容简洁，文字需展开凹凸设计，进而

使残障人士能够运用触摸方式对交通信息进行识别。充分体

现出标识的辨识性，设计过程中，尽量使用比较简单的文字、

图案以及文字，进而使交通信息通过形象化、简洁化的形式

呈现，进而使残障人士在认知方面的需求获得比较充分的满

足，运用合理设计引导残障人士对信息进行识别。

5 结语

总之，中国属于人口大国，社会中特殊人口数量比较大，

应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给予弱势群体充分重视，这是社

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市政道路进行设计过程中，无障碍

思想理念的运用能够极大程度上提升城市道路建设水平，也

能使城市发展更具人性化。实际设计过程中，应遵循相关原

则，实现全方位考虑，针对方案设计不断优化，进而使残障

人士出行需求获得充分满足，并为其出行提供便利，推动社

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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