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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常的社会是健全人和残疾人共同生活的社会 作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 

志 ，建 设 无 障碍 环境 已成 为世 界 共 同 的课 题 本 文 论 述 了无 障 碍 设 计 的 意 义 、国际 动 向 、 

无 障碍 环 境 的成 本 及 其 在 我 国的 落 实情 况 ， 以期提 供 一 个新 的 思 考 方 向 引起 更 多 的 关 注 

和 理 解 ，来 推 动 无 障 碍 环境 建设 ．实现人 性 化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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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建立的城市应是健全人 、病人 、孩子、青年人、老年人 、残疾人等都没有任何不方便和 

障碍，能够共同的自由生活、活动的城市”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残疾人。无论是先天或后天，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应 当说残疾都是人类在 

前进发展过程中为完善 自身而付出的代价。13趋完善的人类怎么能够漠视这种牺牲，又怎么能够 

不去尊重 、关心和帮助这个特殊的困难群体?在社会进步的今天，“正常化”、“主流化”等思想的冲 

击，“类”的意识、人道主义精神的宏扬，促使建设确保残疾人和老年人移动 自由、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的“无障碍环境”成为世界共同的课题。在无障碍环境 中，个人不会因为生理或心智能力的差异受 

到限制 ，而 是真正达到机会均等 、自由生 活，这是一种人性 化的空间。 

l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意义 

国际上对于无障碍设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3O年代初，当时在瑞典、丹麦就建有专供残疾人使 

用的设施。5O年代末，正常化、回归社会主流的理念在北欧兴起随后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思 

想强调 “只以健康人为中 I2,的社会并不是正常的社会”，主张采取措施使残疾人顺利进人社会与健 

全人一样共同生活 为此就必须将残疾人的特殊需求纳入建筑设计考虑因素，调整过去只以健康 

成年人为对象的建筑设计标准， 清除在城市环境中一切不利于残疾人活动的物质障碍 ，开拓一个 

“无障碍的生活环境” 即从规划上保证居住点能与一定数量的服务设施、公共建筑和场所连成一 

线，使老年人、残疾人容易到达；从设计上保证这些地方按其使用性质提供从^口到地目的的一条 

或多条无障碍通道及其必要设备，使老年人、残疾人可以同健全人一样 自由进入“J 显见无障碍环 

境建设的蛀大意义就在于确保残疾人、老年人行的自由，扩大其生活圈，使其能“平等地充分参与社 

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成为同样可 贡献社会 的公 民12 

由于无障碍环境主要是针对视力残疾人 、肢体残疾人和老年人而设的，所以许多人认为“为少 

数人花费大量金钱不值得”。这种心理障碍便构成 r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最大阻力。那么是否真 

的只有少数人受惠于此呢? 

据 1996年垒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我国残疾人数达 6 00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5％，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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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残疾 877万，听力言语残疾 2 057万，肢体残 877万， 

疾智力残疾 l 182万，精神残疾 225万，多重残疾 782万， 

人数之多不容忽视 ，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的发展、环境 

的污染 、交通的紧张，使得意外事故频繁发生 ，残疾人数 

还在急速增加。再者人类寿命延长，老年人【_=『比例亦逐 

年快速增长。我国目前 6o岁以上老龄人口为 1．o3亿，占 

全国人 口总数的 8 8％，预计 2010年达到 4亿，老龄人口 

比例将超过 25％。老年人由于生理和心智的退化不可避 

免地会成为行动不便者，常见情况不外乎视障、肢障、听 

障 、轮椅 族等 面对“锻色 ”21世纪的到来 ，大力推动无障 

表 1 我国各类残疾人数统计表 

注 数据来 自 】996年窀国残疾^抽样调查。 

碍环境建设已是迫切的需要⋯。其实 ，人一生中至少 老龄化比率 

有 1／3的时问是 在“行动不便”的情况 下度过 的。这 

1／3的时间包括童年期、老年期、生病、灾害等。因此 

人人都会永久或暂时地成为行动不便者，也都是无 

障碍环境的受惠者。 

无障碍环境对于残疾人可 助其 自立发展，减 

低对他人的依赖，有利于形成真正的人格 ，提高他们 

自强自立的信心；对于老年人可以提高其生活质量， 

预防意外伤害；而对于妇女、儿童和其他社会成员而 

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预防障碍的功能。建设无障 

碍环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是社会进步 

的重要标志，也必将成为未来建筑设计的方向和趋势。 

2 无障碍环境设计的国际动向 

图 1 世界各国老龄化社会的演变 

在回归社会主流及正常化思想的冲击下，欧洲各国召开了关于消除建筑上障碍物的欧洲会议 

并在 1959作出 “考虑残疾人方便使用的公共建筑物设计及 

建设”的决议；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于 1961年制定 了 

“关于美 国残疾人易接近方便使用的建筑 、设施设备的规范 

说明书”，这是世界上最早有关“无障碍环境”设计的规范。 

联合国于 1963年的年会上提倡 “正常化”的理念，“无 

障碍环境”设计的雏形便在此时期逐渐成形，其后 2O年间， 

美国、英国、瑞典、加拿大、西德 、El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都制定和完善了各自的无障碍设计法规。1969年国际康复 

协会制定 j，标志残疾人容易接近使用的建筑的 “国际标志 

牌”。1974年，联合国召开了残疾人生活环境专家会议，此后 

于 1976年国际标准化机构 ISO提出 “考虑残疾^需要 的一 

般规格标准化系列”的设计指导纲领。1976年联合国在瑞士 

日内瓦召开专家会议，提出除 r住宅 、公共建筑、都市结构 

等物理障碍之外，应将文化、态度 、社会价值观等社会障碍 

去除⋯ 

为促使早 日实现“主流化”、“正常化”，1981年世界各国 

展开以 “完全参加与机会平等”为主题 的 “国际残疾人年”，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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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际通用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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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确定 1983至 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并一致通过《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要求 

各会员国制定具体政策以实现“参加和平等”的 目标。 

表 2 无障碍设计的国际动向 

年 代 联 台 国 美 洲 址 洲 

1950 设立“国际残疾人康复协会” 

· 欧洲会议决议 “考虑残疾人方便使用 

1959 的公共建筑物设计腰建设 

瑞典 颁 布 为残 疾 人的住 宅建设 规定 ” 

差国E-~sI A117 1使残疾人易 

1961 接 近使 用 的 羔 国 建筑 设 施 设 

计规 范说 明书 

加 拿 “残 疾 人的 建 筑 物 规 
1965 以色列建 筑法 范” 

英匿制定 使l残疾人易接近建筑物的规 
1963 挪威 奥斯陆会议 ．提倡 正常化 理念 

范 ” 

1968 美国制定《消除建筑障碍法) 意^利规范 

“禁 止吲残疾 所造戚 的社会 条件差 
· 瑞典 “身心残燕 ^ 的建筑 规范”SBN67 

1969 尉“决议 差吲颁 《建筑无障碍法》 
残疾人国际符号标志(康复西会， ·莽芎规范 

- 瑞士 ：残疾 人的建 筑规 范 
1970 发布精 神薄弱 者宣 言 

· 西德：康复计划 

美 国设置改造 建筑物的空通 
1974 召开残疾人生活环境专家会议 障碍委员尝 

国际标准化机构ISO提出 “考虑残疾 

人需要的一般规格标准化 系列”的设 
1975 瑞典 ：难筑标 准 法SBN 计指 导纲领 

1976 日内瓦专家 会议 (除 击社会 障碍 1 

· 瑞典 修订建 筑 挂42a c所 有 住宅 义务 

美国修订康复法 l椠上卜残疾人 达到无障碍标准} 
l977 

差别待 遇) 丹麦 ：修 订建筑 基 准洼 (除 独立住 宅 ， 

所有建筑义务达到无障碍标准) 

1 8 英 国 ：身体 残疾人 的建筑 规则 

1979 英国：身体残疾人 的住宅设计规范 

1980 美修 订 sTl 17 

黄：残疾^的建筑世备上的蛀 
l981 国际残疾人年(完全参加与平等1 低

必要 条件 

加拿大出版 《无障碍设计 ．有 

1982 生理缺陷者进 ^和使用的建 

筑》 

1983 订1983～I992年为联台国残疾人十年 

差修订 公正住宅洼”禁止差 
1988 

别待 遇残疾 人 

3 无障碍环境的成本 

许多人认为无障碍环境十分昂贵，其实不然。美国全国城市联盟都市研究部在 1967年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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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研究报告显示：所评估的符合美国无障碍建筑设计国家标准的三座实际存在的新建筑物，每座 

所需额外付出的经费不超过总工程造价的 0 1％ 我国上海田林新村住宅楼前的坡道在整个建筑 

中只占造价的 2％，用地面积相当于建筑物周围应有的“散水”的面积；1998年 6月刚竣工的福利建 

筑“南宁市图书馆”，总投资近 3 000万元 ，其中无障碍设计额外付出的也不过才 l5万元。至于 1997 

年 2月在北京方庄居住区圆满完成的 l 476平方公里、23个项 目的无障碍改造 ，共铺设盲道 8 180 

延米，路口坡化 160处，制作公交场站的盲人站牌 2o块，改造高层住宅人口坡化 l8处，总投资为 

321．3万元人民币。由以上实例可见，建设无障碍环境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投入，新的建设项 目中 

采用无障碍设计和施工还是一种比较节约的做法。虽然改善环境需要花费一定的经费，但是降低 

了社会服务费等，从长远的和全面的角度来看，从社会整体来看将更为经济 0。目前我国仍处于建 

设高峰期，如不尽快采取措施，等到大量项 目完成后再进行改造就势必会造成巨大浪费。只要充分 

地 r解残疾人的行动特性和特殊需求，拥有正确的无障碍环境的观念，就能够创造出真正符合需求 

又美观经济的人性化空间 

4 无障碍环境在我国的实施 

我国宪法四十五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 

和教育”。新 中国成立 以后 ，尤其近些年来 ，我国在兴办残疾人的福利事业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在康 

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都取得 了．一定成绩。 

关于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是从无障碍设计规范的提出与制定开始的。1984年 3月，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成立，着手改善残疾人“平等、参与”的社会环境工作=1985年月 3月，在北京召开 r“残 

疾人与社会环境研讨会”，发出“为残疾人创造便利的生活环境”的倡议。1986年 7月，建设部、民政 

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商定编制我国第一部《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 

表 3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概况 

年 代 ‘ 国 家 北 京 f 备 注 

中国残疾 ^福 利基盎会 成立 ．着手改 善 
1984 

残瘴^“平等 、参与“的社会环境工作 
- 城 市道 路 中 ．京 津 、沪 ： 

在北京召扦 “残瘴^与社会环境研讨 
1985 会 ”．发 出 为硅 瘴^创 造便利 的生活环 埘王府 东 单生东 四等4条 ^街 进行 市共修 建 

境”的倡议 无障碍改造 盲道约200 km 

编制《方便硅瘴^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 道口缘石垃道1 0。o余座 

1986 坡 道式过 街天 桥 和过街地 遭 
筑物设计规范(试行J》 

3O余座 
颁布实施 《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 市道路 

L989 对球市n等6荣^街进 ]己障碍改造 初步形成 点带线 ． 线带 
和建筑物设计规范》 的无障碍道路系统

。 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保 障法》． 
I9∞ 

规定逐步实行规范 ．采取无障碍措施 

I99I 在蓝靛f 盲^檗居区修第一条肓道 

1994 编制《规范》的(JL京实施细剐》 
]995 丰台 庄辑住 _尢障碍改造建设 ·建筑物方面，大型公共建 

筑中修建方便乘轮椅者的坡 

《中国残疾^事业 “九五 “计划纲要 道及其它无障碍设施
， 如北 

1996 f1996—2000~ t)．将执行规范纳^基建 京西单商场
， i眨黄艺术馆，恩 

审批内存 济里小进
，天津科技馆，安华 

发布 (]E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 与维护管 里小区
，上悔新客站 ，东方明 1997 

理通知》 珠
、^民广场等。 

平安 大街 及迎 匿旌 5D闱 年56砸 工 程 的 
1998 

无障 碍设 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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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试行)》，该规范于 1989年4月颁布实施。1990年 I2月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逐步实行 

设计规范，采取无障碍措施。1996年制定《中国残疾人事业“九 

五”计划纲要(1996—213130年)》，将执行规范纳入基本建设审批 

内容，逐步推广无障碍设施。继 1985年北京王府井大街等街道 

的环境改造工作之后 ，无障碍设计的观念在国内各太城市的规 

划、建筑、设施方面得到推动和体现。但总的来说，我们对于残 

疾人及老年人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对于无障碍环境的认识 

还是落后于时代的 目前我国有残疾^ 6 000万，牵动着两亿多 

亲属和全 国 1／5的家庭 ，又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老 年人 口，且每年 

表 4 残疾人进入公共建筑 

的困难 程度调 查 

公 建类 型 残 疫人进 A 困难 者 比删 

商 店 

姑刹院 

公 园 

图书馆 

展 览馆 

甚 厕 

43％ 

46％ 

44％ 

52％ 

75％ 

43％ 

注 ．批北京市时青 残瘴^部卷 

调查结 果 作成 。 

以3％的速度在递增 这是不容忽视的数字，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无障碍环境的具 

体落 实十 分迫切 ： 

当然，实施无障碍环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取决于多项因素，包括社会观念 、专业能力 、建筑 

管理制度、执行策略等。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要长期规划 再分阶段逐步执行和实施 ，根据我国 

的国情国力去办 当前我国在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应该着手以下工作： 

1)广泛宣传大力推动，使大众建立起正确的无障碍环境观念，从而减少社会阻力，并充分发 

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2)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树立 “无障碍环境”的枢关设施是任何人皆有机会使用的 “服务设 

施”的观念 ： 

3) 培养相关人才，在规划设计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学生中强化尢障碍意识 ，并积极开展无障碍 

设计和老年银色住宅等有关内容的科学研究 以提高我国无障碍设计的水平 ； 

4)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颁布的 《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吸取他国先 

进经验，提高我国的无障碍环境。 

5 结 语 

正常的社会是健全人和残疾人共同生活的社会 对残叛人 老年人特别扶助和特殊照顾 ，使其 

享有平等的权利、同等的机会、充分参与、共同分享 屉 社会的共同责任 只有每一个社会成 员都 

献出一份爱心，才能共同创造一个团结 、友爱、互助的社会环境。这将是一个无障碍的生活环境．既 

没有物理障碍．电没有社会障碍 在这个人性化的空间中 残疾人独立就医、就学 、就业的机会不再 

因障碍重重的外在环境而被迫放弃；在这牵问中． 再存“行动不便是我的身体状况，但社会却使我 

成为残障”的心酸感叹：在这宅间中，所有的社会成髓存 一趁愉快生活 、自由呼吸⋯⋯为掌握时代脉 

搏 ，为达到社会整台，为创造美好未来， 我们共同舒勺去开拓无障碍环境，实现人性化空闻。 

【1】 

{2】 

[3 J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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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ing Humanized Space by Creating a 

Barrier—-free Environm ent 

CAO Ho 

{Facui~,r f 】1 ” d L：Rmn Planning，Chongq~ng Jia~ku UMvemin，400045，China 

Al~lraet A normal socie~：is one in which health
．

','and handicapped 0 c can ljve to~ether．As an important 

mark of the eivihzation．building barrier— free enviomment hm be。t1f] a world—wide topic．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eaning，international tendency． cosl and the performazx e or barr；et—fr∞ design in China．in 

order to offer it new direction for thinking and to bring it to r]lo[X atlentkm arid comprehension． 

Key W ords barrier—free environment：handicapped：elderly．hurmmization nnnnalization 

(上接 第 9o页 ) 

A M ethod of Plastic Ultimate Analyses 

f0r RC W ame．slab Structures 

Nf Shao t6'Pti 

(Shenzhen Housing[311t'~'att．51 7：026．【：hma 

Abstract In order to calcu[a~ the ultimale 1oad 0h Wanle。shth s[rllc hnc 廿1 the T nI~th,xt of plastic anal~is． 

this p 自’supfosos the stmcture as a ~4rtuat isotmpfi’plate f structural orthogonal anisotmpic plat es．Tk  

fomlulations 0f the uhimate 1uol／lents distribution b 11 1 I 、-11Il ：l plate and the virtual beaffls are de- 

duced．'1tle rtual WOrk of tim intemal forc,~ ( an be { I_ed ollt easih under the Veil failure n1ech sm 

models．and then the nhimate load of the s[njthlm u1_1 (1I、 { mined according to the~qrhla]work principle 

Key
．

W ords waffle-s1．d~：virtu,~ plate a"，』grid bP。l r．uitll【ldu、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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