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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酒店建筑无障碍设计的优化与研究

王冰青
浙江华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本文基于实践调研、查阅资料、文献分析，在实际项目深化中发现酒店无障碍设计细节，在后期设施使

用中暴露矛盾，提出"普适性平衡"与"无障碍服务提升"的创新理念。通过建立"解读规范-发现需求-方案验证"三维分
析框架，为酒店无障碍设计细节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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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当代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

大环境背景下，酒店建筑空间的无障碍设计面临从规范

达标向体验优化的转型。目前我们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深

化图审过程中的图纸虽满足《无障碍设计（12J926）》、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建筑与市
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2021）》等强制性
标准，但存在规范执行与使用期间的矛盾。现行的酒店

无障碍设计标准落后于技术迭代的速度。中国有8500万
残疾人，是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将面临不少挑

战。无障碍环境创建与适配服务需要得到重视。酒店建

筑存在瓶颈与突破。细分的残障群体有不同的差异需

求。设施的效率功能逐渐衰减，满意度会逐年下降。本

研究通过建立递进式研究路径，实现这些设计的探索，

将酒店无障碍设计细化与升级。

2 酒店无障碍设计体系优化从设计规范出发

2.1  垂直交通的优化
酒店垂直交通使用体验可以被视为酒店的“生命

线”。交通核心是最为频繁使用的空间。优秀的公共空

间会成为酒店的形象代言词。消费需求的升级，推动了

服务质量和配套产品的双提高。无障碍不仅是物理空间

的改造，更是心灵的沟通，它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客人

的满意度和对酒店的整体评价。

无障碍人群动线从入口开始，入口区域需配置无障

碍专用上客、落客区，并采取醒目的防撞提示措施。无

障碍平开门的门扇内外留有直径预留 ≥ 1.5m的轮椅操作
空间。大门需采用符合无障碍入口把手的细节设计。外

侧及里侧都设置标准扶手，扶手能够保证无障碍人士单

手握拳操作，采用杠杆式门执手。无障碍垂直电梯应满

足：电梯轿厢深度 ≥ 1.8m，门宽 ≥ 0.9m。电梯门的开
启速度应适中，配备智能调速系统，避免因速度过快对

特殊群体造成意外伤害。控制面板设置需符合按钮面板

中心高度0.85-1.10m，距转角墙面 ≥ 0.40m。门厅及走廊
至无障碍客房和卫生间能够保障轮椅等无障碍辅助器械

顺利通行。沿途的通道两侧需安装连续的扶手。在设计

时，可以将通道适当放宽。室内高差应保持平缓。酒店

前台应专门设置低位服务区域，方便轮椅使用者舒适的

办理入住手续。柜台前预留直径为 ≥ 1.5m的轮椅活动回
转空间，整个流线当中设置清晰醒目的盲文标识和引导

标识，提供更加方便的沟通和反馈的条件。

上海中心某酒店采用全息投影引导系统，听障使用

者的寻路效率获取资料和检索信息的便利性能够有效提

升40%。北京冬残奥村，所有入口使用平坡入口，一条人
行暖廊道路南北相通；在张家口冬残奥村，下沉广场设

计建设了符合坡度要求的多折木质坡道，方便残疾人通

行。而反向案例是广州某酒店，旋转门的尺寸不合理，

导致轮椅通行时发生卡顿阻滞事故。

2.2  客房功能的优化
客房设计是酒店建筑中重头戏之一，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设计过程中，要重视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紧密

结合。无障碍建设的理念应灵活主动，积极参与沟通，

解决应对实际场景中的多样化需求。根据《宿舍、旅馆

建筑项目规范（GB55025-2022）》，无障碍客房配置
与酒店内总客房数量挂钩。无障碍客房内设救助呼叫装

置，并应将呼叫信号报至有人值班处。无障碍刚需群体

的客房内卫生间布局，如盥洗、如厕、沐浴功能应尽量

分开设置。配备触觉引导、地面警示、防滑处理、紧急

报警、智能控制。卫生间门采用外开式或滑轨门设计。

客房内布局追求简洁、合理，避免过多过乱的家具摆

放。床体高度以0.45-0.50m为宜，方便轮椅使用者轻松上
下床，临床侧预留 ≥ 1.2m的辅助器械操作区。引入智能
床体，自动调节高度的同时，还有离床预警功能。将设

备创新应用其中，让新建建筑更有“温度”。关注地面

的动态摩擦系数，地面铺装采用摩擦系数 ≥ 0.6的防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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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采用符合标准的卫浴设备，淋浴喷头和水龙头等配

套设施应采用大把手设计，方便使用者操作。每个细致

入微的安排，能充分显示人文关怀，是成就更加通用无

障碍环境的关键要素。

卫生间内的空间尝试模数化处理，建立标准的基准

网络。标准模块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推广性。可以使洁

具定位的误差减小，实现精度上的控制。目前高档酒店

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等城市，中高档酒店主要集中在

广州、上海等城市，中档酒店主要集中在北京、成都、

西安等城市。实地考察，总结和提炼不同城市和级别的

酒店，进一步探索酒店客房设计的细化与升级方案。通

过了解头部旅馆集团在其运营重点酒店的配套卫浴、大

家电的品牌，解决当前现实痛点问题，孵化出更合理的

建筑语言空间。

3 普适性平衡

3.1  两者需求协调优化
从自主出行、高质量住房服务、公共空间、活动休

憩、信息交互等方面，秉持消除障碍、融合共享的理

念，对无障碍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设施使用中的存在闲置情况。轮椅坡道的使用率不

高，符合规范不等于有效使用。随着无障碍建设的不断

深入，普通使用者与无障碍使用者之间，存在需求冲

突。例如视障者所需的盲道与普通使用者行李箱滚轮存

在一定的摩擦损耗，触觉引导带的凸起可能导致行李箱

侧翻。普通尺寸的儿童推车与电动轮椅在通行宽度和转

弯折角上也存在矛盾。因此，无障碍使用者的触觉地图

需要进行三维化的升级。通道宽度可以采用隔板的形

式，轮椅回转半径可以通过智能感应调节。触觉引导系

统可以尝试采用嵌入式安装。酒店建成后，引入使用者

参与的后评估体系，可以建立维护体系，从而优化使用

体验。目前，很多电梯配备了触觉盲文与语音播报双系

统，已经解决了日常电梯使用问题。设置智能感应地灯

系统，在周末节假日高峰期自动切换为双向通行模式。

卫浴空间进行日常可变形设计。借鉴日本大阪万豪酒

店，它采用旋转式的洗手台，向外移动洗手台能够形成

轮椅操作空间。与其他家具实现智能适配，房间内可调

节的桌椅高度，同时满足儿童、轮椅使用者与普通站立

者的要求。日本羽田机场运用可变坡道系统，采用液压

升降装置，使坡度在1:12-1:20动态调整。伦敦某大厦
应用新型可变色玻璃，通过改变透光率，随着轮椅的接

近，自动调节颜色。从空间构造，电子设备，新型材料

等方面上所做出努力来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

3.2  包容性设计

建筑设计已从“增量发展”正式进入了“存量提

质”的设计更新模式。牢牢抓住新模式中的各种机会，

思考建筑设计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从简单化、标准的产品开始塑造打磨，迭代逐步提速标

准化建设、智能化管理、人性化服务，来适应多元的使

用需求与投资要求。不少国内酒店集团相继宣布增加海

外业务。对于当前的酒店设计而言，全球酒店集团轻资

产发展正成为趋势，中国设计施工出海团队全行业学习

无障碍发展的国际理念，深入掌握储备最新国外无障碍

规范要求，发现无障碍设计趋势，适应不同国情环境。

未来建筑海外发展也是当前行业打破增长瓶颈的可行策

略之一。面向未来，包容性设计还存在很大成长空间。

以通用理念为指导，强调系统性配置和精细化设

计，通过导则指引、突出流线、优化标准等手段，提升

无障碍通行设施使用方面的舒适度，建设充满关爱的、

安全的、包容的、宜居的酒店环境。并通过对比体验的

创新实践，打造兼具可达性、通用性、人性化的包容性

酒店环境。尝试实践隐形设计理念，如杭州西溪悦榕庄

的坡道-台阶一体化。在确保特殊使用者能够使用的同

时，提升普通使用者的体验。如无障碍自动感应门，同

时方便普通使用者搬运行李。我们设计时尽量在关键节

点处预留调节的余量。前瞻性的放大使用需求，做到全

龄无感、智慧关爱，从容应对未来标准升级。如万豪酒

店实验室的神经接口控制系统，东京大学研发的肌电感

应卫浴设备，都是比较先进的案例典范。

4 无障碍服务提升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酒店建筑正经历着一

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智慧酒店，作为新兴力量，正在全

球范围内迅速崛起。构建智慧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无

障碍设施的功能和服务水平，从多方位感官入手，视、

听、触等，创建设施状态监测平台。代替使用者缺失的

器官。通过监控自动门开闭力度、预警卫浴扶手的承重

等手段，实现自动门的远程灵活控制和厕所智能感应调

节。实时调节客房内的温湿度、灯光强度，为特殊群体

的提供个性化定制。对无障碍人士进行分类编码，区分

轮椅使用者、听力障碍者等不同的用户类型，进一步细

化需求，从日常生活和使用中实现差异化的服务响应。

案例如深圳某酒店部署运用的监控定位系统，使得应急

响应时间缩短到43秒，大大缩减了反应时间，能够更高
效处理紧急情况。

残障人士需要事业发展和权利保障，某些酒店也有

残障人士作为员工入职。为了了解残障人士的多样化需

求，采取相应措施，残障包容不仅需要硬件提升，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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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意识和软件的提升。配合相应的方便残障人士的

服务培训，尽量从服务上补足硬件上在这方面的短缺。

跨学科视角下的实现无障碍聆听，树立价值、跨界思

考、直面用户需求。多层次、多维度地展现设计创新，

促进服务提升的巨大前景。

方案从设计到深化的过程中，运用好BIM软件，提
前发现图纸中的问题。在运营阶段建立好设施健康度指

数，在不断评分的过程中感知设计的缺陷，及早发现并

优化。在维护阶段，从管理上创新，用预测的手段维护

好系统，识别故障。通过现在发达的网络，获得各头部

酒店所分享的实用信息，呼应对多元、平等、包容的长

期承诺和积极姿态，以满足建筑设计中的需求。残障人

士会选择包容性更好的酒店，是提升酒店吸引力的有力

切入口，是提高酒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酒店

品质的绝佳方法。使用者对酒店无障碍客房所配套产品

的关注，慢慢转向“重体验、重品质、重便捷”。“情

绪消费”成为时代热点，这也就意味着中高端酒店必将

朝向品质化、细节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发展。推动

信息化与无障碍环境的深度融合势必为未来的趋势，努

力弥合“数字鸿沟”，让残障人士共享美好数字酒店

生活。

5 结论与展望

过去，酒店业一直保持着相对高速的规模扩张，未

来的五年到十年里，脚步会有一定放慢放缓。在行业的

今天，很多建筑师都在思考到底怎样创新优化。新建

设计的酒店建筑采用平衡普适化，无障碍服务的提升能

优化无障碍设施的使用效率。在当前文化环境下，包容

协调的创新设计有助于更好地吸引和服务各种类型的旅

客。无障碍人群包括身心障碍者（肢体/视力/听力/言语/
精神/多重障碍）、阶段性不便人士（老幼孕、临时伤病
者）和情景性不便人士（育儿家庭带眷外出、携带行李

出行、口语或外语沟通不便等场景）。酒店基础设施的

建设，应以身心障碍者的特殊性为核心需求，同时满足

全民全龄人群的通用化需求。直面老年人、残障人士、

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发现人类脆弱的本身，总结经

验，优化设计方案。

为了旅馆建筑能够给特殊群体营造更安全、舒适、

便捷的服务环境，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聚焦在下面四个方

向：1）利用AI大数据模型，模拟特殊人群行为实验 2）
设计跟上智能设施技术更新 3）解决新建及改造工程的冲
突 4）对各个阶段经济效益评估。构建“设计-运营-维
护”全周期管理，推动无障碍设计从规范符合向价值创

造的转变。

中国残联新闻中介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残疾人权

益保护，全方位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全心为残疾人生

活、学习和工作提供更方便的环境。配合相关部门出

台的政策措施，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建设水平的

大幅提升。伴随着大量标准化产品进入市场，每座城市

几乎都有全服务大配套酒店覆盖。如今这些设施产品都

已陈旧落伍，一方面面临着市场淘汰，一方面其保养工

作及资源耗费也越发繁重。虽然本文中重点在于新建建

筑，但眼光也需要一并着重于现有酒店改造转型。根据

酒店现状，在基础设施中增加投资，提高品质标准，提

升服务水平。思考如何重新利用现有的空间，焕新产品

来盘活这类资产。或许需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产品、业

务运作以及组织协同逻辑。最大的困局其实在于“经验

惯性”，认知重构与预判未来的能力。设计者对残疾人

群体的关心也会体现在这每毫米的细节用心之中。无障

碍涉及建筑、计算机、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作为

活跃在一线的建筑设计人员，未来需加强跨学科协作，

符合规范的基础上将智能传感、材料科学等前沿技术

深度融入设计实践，最终实现 “设计即服务” 的终极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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