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16年以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印发《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

见》等文件，提出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

性标准的长远目标，明确了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

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革任务，逐步形成由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

成的“技术法规”体系。

关于规范种类。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

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简称项目规范)和通

用技术类规范(简称通用规范)两种类型。项目规范以工程建设

项目整体为对象，以项目的规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

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通用规范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以勘察、设计、施工、维

修、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

范体系中，项目规范为主干，通用规范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通

用的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

关于五大要素指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是支撑城乡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工程

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务能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布局、建设工程项目选址、

总体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筹性技术要求，应

考虑供给能力合理分布，提高相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项目的

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明确项目的基本组成单元，

是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保障。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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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水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适用

性，明确项目质量、安全、节能、环保、宜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关键技术措施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规定，是落实城乡建设安全、绿色、韧性、

智慧、宜居、公平、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

关于规范实施。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

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

众权益和公众利益，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社会

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

工、验收、维修、养护、拆除等建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

行，其中，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指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

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

标准。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术措施，一般情

况下也应当执行。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和关键技术措施的前提下，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使项目功能、性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推荐性

工程建设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

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相关技术

水平。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

强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

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包括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中有关

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强制性工程建设

规范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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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中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1.0.2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市政和建筑工程的无障碍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维护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有需求的人使用，消除他们在社

会生活上的障碍；

2 保证安全性和便利性，兼顾经济、绿色和美观；

3保证系统性及无障碍设施之间有效衔接；

4 从设计、选型、验收、调试和运行维护等环节保障无障

碍通行设施、无障碍服务设施和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的安全、功

能和性能；

5 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的建设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6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需要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

无障碍设施建设。

1.0.4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

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

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

1



2 无障碍通行设施

2.1 一 般 规 定

2.1.1城市开敞空间、建筑场地、建筑内部及其之间应提供连

贯的无障碍通行流线。

2.1.2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的标识物、垃圾桶、座椅、灯柱、隔

离墩、地灯和地面布线(线槽)等设施均不应妨碍行动障碍者的

独立通行。固定在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楼梯的墙或柱面上的

物体，突出部分大于100mm且底面距地面高度小于2.00m时，

其底面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600mm,且应保证有效通行净宽。

2.1.3无障碍通行流线在临近地形险要地段处应设置安全防护

设施，必要时应同时设置安全警示线。

2.1.4 无障碍通行设施的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不积水。

2.2 无障碍通道

2.2.1无障碍通道上有地面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或缘石

坡道。

2.2.2 无障碍通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20m,人员密集的公

共场所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80m。

2.2.3 无障碍通道上的门洞口应满足轮椅通行，各类检票口、

结算口等应设轮椅通道，通行净宽不应小于900mm。

2.2.4 无障碍通道上有井盖、算子时，井盖、算子孔洞的宽度

或直径不应大于13mm,条状孔洞应垂直于通行方向。

2.2.5自动扶梯、楼梯的下部和其他室内外低矮空间可以进入

时，应在净高不大于2.00m处采取安全阻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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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轮 椅 坡 道

2.3.1 轮椅坡道的坡度和坡段提升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横向坡度不应大于1:50,纵向坡度不应大于1:12,当

条件受限且坡段起止点的高差不大于150mm时，纵向坡度不应

大于1:10;

2每段坡道的提升高度不应大于750mm。

2.3.2 轮椅坡道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20m。

2.3.3 轮椅坡道的起点、终点和休息平台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坡道的通行净宽，水平长度不应小于1.50m,门扇开启和物体不

应占用此范围空间。

2.3.4 轮椅坡道的高度大于300mm且纵向坡度大于1:20时，

应在两侧设置扶手，坡道与休息平台的扶手应保持连贯。

2.3.5 设置扶手的轮椅坡道的临空侧应采取安全阻挡措施。

2.4 无障碍出入口

2.4.1无障碍出入口应为下列3种出入口之一：

1地面坡度不大于1:20的平坡出入口；

2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出入口；

3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出入口。

2.4.2除平坡出入口外，无障碍出入口的门前应设置平台；在

门完全开启的状态下，平台的净深度不应小于1.50m;无障碍出

入口的上方应设置雨篷。

2.4.3 设置出入口闸机时，至少有一台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

小于900mm,或者在紧邻闸机处设置供乘轮椅者通行的出入口，

通行净宽不应小于900mm。

2.5 门

2.5.1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应可以被清晰辨认，并应保证方便

开关和安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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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在无障碍通道上不应使用旋转门。

2.5.3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不应设挡块和门槛，门口有高差时，

高度不应大于15mm,并应以斜面过渡，斜面的纵向坡度不应大

于1:10。

2.5.4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手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新建和扩建建筑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

干800mm;

2平开门的门扇外侧和里侧均应设置扶手，扶手应保证单

手握拳操作，操作部分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1.00m;

3除防火门外，门开启所需的力度不应大于25N。

2.5.5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自动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00m;

2 当设置手动启闭装置时，可操作部件的中心距地面高度

应为0.85m～1.00m。

2.5.6 全玻璃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用安全玻璃或采取防护措施，并应采取醒目的防撞

提示措施；

2 开启扇左右两侧为玻璃隔断时，门应与玻璃隔断在视觉

上显著区分开，玻璃隔断并应采取醒目的防撞提示措施；

3防撞提示应横跨玻璃门或隔断，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1.50m之间。

2.5.7 连续设置多道门时，两道门之间的距离除去门扇摆动的

空间后的净间距不应小于1.50m。

2.5.8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安装有闭门器的门，从闭门器最大受

控角度到完全关闭前10°的闭门时间不应小于3s。

2.5.9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双向开启的门应在可视高度部分安装

观察窗，通视部分的下沿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8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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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无障碍电梯和升降平台

2.6.1 无障碍电梯的候梯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梯门前应设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公共

建筑的候梯厅深度不应小于1.80m;

2 呼叫按钮的中心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1.10m,且距

内转角处侧墙距离不应小于400mm,按钮应设置盲文标志；

3 呼叫按钮前应设置提示盲道；

4 应设置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2.6.2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类型和使用要求选

用。满足乘轮椅者使用的最小轿厢规格，深度不应小于1.40m,

宽度不应小于1.10m。同时满足乘轮椅者使用和容纳担架的轿

厢，如采用宽轿厢，深度不应小于1.50m,宽度不应小于

1.60m;如采用深轿厢，深度不应小于2.1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轿厢内部设施应满足无障碍要求。

2.6.3 无障碍电梯的电梯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为水平滑动式门；

2 新建和扩建建筑的电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900mm,既有建筑改造或改建的电梯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

小于800mm;

3 完全开启时间应保持不小于3s。

2.6.4 公共建筑内设有电梯时，至少应设置1部无障碍电梯。

2.6.5 升降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深度不应小于1.20m,宽度不应小于900mm,应设扶

手、安全挡板和呼叫控制按钮，呼叫控制按钮的高度应符合本规

范第 2.6.1条的有关规定；

2 应采用防止误入的安全防护措施；

3 传送装置应设置可靠的安全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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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楼梯和台阶

2.7.1 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距踏步起点和终点250mm～300mm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梯段的宽度相对应；

2 上行和下行的第一阶踏步应在颜色或材质上与平台有明

显区别；

3 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形突缘的踏步；

4 踏步防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均不应突出踏面。

2.7.2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三级及三级以上的

台阶和楼梯应在两侧设置扶手。

2.8 扶手

2.8.1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单层扶手的高度应为850mm～

900mm;设置双层扶手时，上层扶手高度应为850mm～900mm,

下层扶手高度应为650mm～700mm。

2.8.2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台阶和轮椅

坡道的扶手应在全长范围内保持连贯。

2.8.3 行动障碍者和视觉障碍者主要使用的楼梯和台阶、轮椅

坡道的扶手起点和终点处应水平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300mm;扶手末端应向墙面或向下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

于100mm。

2.8.4 扶手应固定且安装牢固，形状和截面尺寸应易于抓握，

截面的内侧边缘与墙面的净距离不应小于40mm。

2.8.5 扶手应与背景有明显的颜色或亮度对比。

2.9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和上/落客区

2.9.1应将通行方便、路线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

车位。

2.9.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1.20m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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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通道。轮椅通道与其所服务的停车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

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2.9.3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1:50。

2.9.4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设置停车线、轮椅通道线

和无障碍标志，并应设置引导标识。

2.9.5 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至少设置1个无障碍机动车

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无障碍机动

车停车位；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等场所的停车位应设

置不少于总停车数2??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9.6 无障碍小汽(客)车上客和落客区的尺寸不应小于

2.40m×7.00m,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

无障碍通道街接。

2.10 缘 石 坡 道

2.10.1 各种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有高差时应设置缘石

坡道。

2.10.2 缘石坡道的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应无高差。

2.10.3缘石坡道距坡道下口路缘石 250mm～300mm 处应设置

提示盲道，提示盲道的长度应与缘石坡道的宽度相对应。

2.10.4 缘石坡道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1:20;

2 其他形式缘石坡道的正面和侧面的坡度不应大于1:12。

2.10.5 缘石坡道的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的坡道宽度应与人行道宽度相同；

2 三面坡缘石坡道的正面坡道宽度不应小于1.20m;
3其他形式的缘石坡道的坡口宽度均不应小于1.50m。

2.10.6 缘石坡道顶端处应留有过渡空间，过渡空间的宽度不应

小于900mm。

2.10.7缘石坡道上下坡处不应设置雨水算子。设置阻车桩时，

阻车桩的净间距不应小于9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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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盲道

2.11.1 盲道的铺设应保证视觉障碍者安全行走和辨别方向。

2.11.2 盲道铺设应避开障碍物，任何设施不得占用盲道。

2.11.3 需要安全警示和提示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长度应与需

安全警示和提示的范围相对应。行进盲道的起点、终点、转弯

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宽度不应小于300mm,且不应小于行

进盲道的宽度。

2.11.4 盲道应与相邻人行道铺面的颜色或材质形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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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障碍服务设施

3.1 一 般 规 定

3.1.1 通往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通道应为无障碍通道。

3.1.2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的入口和室内空间

应方便乘轮椅者进入和使用，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轮椅需要

通行的区域通行净宽不应小于900mm。

3.1.3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的门在紧急情况下

应能从外面打开。

3.1.4 具有内部使用空间的无障碍服务设施应设置易于识别和

使用的救助呼叫装置。

3.1.5 无障碍服务设施的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不积水。

3.1.6无障碍服务设施内供使用者操控的照明、设备、设施的

开关和调控面板应易于识别，距地面高度应为0.85m～1.10m。

3.1.7 无障碍服务设施内安装的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牢固；

2 安全抓杆直径应为30mm～40mm,内侧与墙面的净距离

不应小于40mm;

3低位挂衣钩、低位毛巾架、低位搁物架距地面高度不应

大于1.20m。

3.1.8 无障碍坐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障碍坐便器两侧应设置安全抓杆，轮椅接近坐便器一

侧应设置可垂直或水平 90°旋转的水平抓杆，另一侧应设置L形

抓杆；

2轮椅接近无障碍坐便器一侧设置的可垂直或水平 90°旋

转的水平安全抓杆距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250mm～350mm,

长度不应小于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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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障碍坐便器另一侧设置的L形安全抓杆，其水平部分

距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 250mm～350mm,水平部分长度不应

小于 700mm;其竖向部分应设置在坐便器前端 150mm ～

250mm,竖向部分顶部距地面高度应为1.40m～1.60m;

4 坐便器水箱控制装置应位于易于触及的位置，应可自动

操作或单手操作；

5 取纸器应设在坐便器的侧前方；

6 在坐便器附近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并应满足坐在坐便

器上和跌倒在地面的人均能够使用。

3.1.9 无障碍小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便器下口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400mm;

2应在小便器两侧设置长度为550mm的水平安全抓杆，

距地面高度应为900mm;应在小便器上部设置支撑安全抓杆，

距地面高度应为1.20m。

3.1.10 无障碍洗手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台面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800mm,水嘴中心距侧墙不应

小于550mm,其下部应留出不小于宽750mm、高650mm、距地

面高度250mm范围内进深不小于450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0mm的容膝容脚空间；

2应在洗手盆上方安装镜子，镜子反光面的底端距地面的

高度不应大于1.00m;

3出水龙头应采用杠杆式水龙头或感应式自动出水方式。

3.1.11 无障碍淋浴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内部空间应方便乘轮椅者进出和使用；

2 淋浴间前应设便于乘轮椅者通行和转动的净空间；

3 淋浴间坐台应安装牢固，高度应为400mm～450mm,深

度应为400mm～500mm,宽度应为500mm～550mm;

4 应设置L形安全抓杆，其水平部分距地面高度应为

700mm～750mm,长度不应小于700mm,其垂直部分应设置在

淋浴间坐台前端，顶部距地面高度应为1.40m～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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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淋浴的开关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00m;应设置一

个手持的喷头，其支架高度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20m,淋浴软

管长度不应小于1.50m。

3.1.12 无障碍盆浴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浴盆侧面应设不小于1500mm×800mm 的净空间，和浴

盆平行的一边的长度不应小于1.50m;

2 浴盆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450mm;在浴盆一端设置方便

进入和使用的坐台；

3 应沿浴盆长边和洗浴坐台旁设置安全抓杆。

3.1.13 无障碍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厨房设施和电器应方便乘轮椅者靠近和使用；

2 操作台面距地面高度应为700mm～850mm,其下部应留

出不小于宽750mm、高650mm、距地面高度 250mm 范围内进

深不小于450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0mm的容膝容脚

空间；
3水槽应与工作台底部的操作空间隔开。

3.2 公共卫生间(厕所)和无障碍厕所

3.2.1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女卫生间(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和无障碍洗手盆，

男卫生间(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器和无障碍洗

手盆；

2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

3.2.2 无障碍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方便乘轮椅者到达和进出，尺寸不应小于

1.80m×1.50m;

2如采用向内开启的平开门，应在开启后厕位内留有直径

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并应采用门外可紧急开启的

门闩；
3 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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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无障碍厕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位置应靠近公共卫生间(厕所),面积不应小于4.00m2,

内部应留有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

2 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多功能台、

低位挂衣钩和救助呼叫装置；

3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3.2.4 公共建筑中的男、女公共卫生间(厕所),每层应至少分

别设置1个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卫生间(厕所),或在男、女

公共卫生间(厕所)附近至少设置1个独立的无障碍厕所。

3.3 公共浴室和更衣室

3.3.1 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公共浴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设置至少1个无障碍淋浴间或盆浴间和1个无障碍洗

手盆：

2无障碍淋浴间的短边宽度不应小于1.50m,淋浴间前应

设一块不小于1500mm×800mm的净空间，和淋浴间入口平行

的一边的长度不应小于1.50m;

3 淋浴间入口应采用活动门帘。

3.3.2 无障碍更衣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1乘轮椅者使用的储物柜前应设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

回转空间；
2 乘轮椅者使用的座椅的高度应为400mm～450mm。

3.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

3.4.1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应设于底层或无障碍电

梯可达的楼层，应设在便于到达、疏散和进出的位置，并应与无

障碍通道连接。

3.4.2 人员活动空间应保证轮椅进出，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

3.4.3主要人员活动空间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3.4.4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居室内应设置无障碍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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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下列规定：

1应保证轮椅进出，内部应设轮椅回转空间；

2内部应设置无障碍坐便器、无障碍洗手盆、无障碍淋浴间

或盆浴间、低位挂衣钩、低位毛巾架、低位搁物架和救助呼叫装置；

3 应设置水平滑动式门或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3.4.5 无障碍客房和无障碍住房设置厨房时应为无障碍厨房。

3.4.6 乘轮椅者上下床用的床侧通道宽度不应小于1.20m。

3.4.7窗户可开启扇的执手或启闭开关距地面高度应为

0.85m～1.00m,手动开关窗户操作所需的力度不应大于25N。

3.4.8 无障碍住房的门禁和无障碍客房的门铃应同时满足听觉

障碍者、视觉障碍者和言语障碍者使用。

3.5 轮 椅 席 位

3.5.1轮椅席位的观看视线不应受到遮挡，并不应遮挡他人

视线。

3.5.2 轮椅席位应设置在便于疏散的位置，并不应设置在公共

通道范围内。

3.5.3 轮椅席位区应通过无障碍通行设施与疏散出口、公共服

务、卫生间、讲台等必要的功能空间和设施连接。

3.5.4 轮椅席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轮椅席位的净尺寸深度不应小于1.30m,宽度不应

小于800mm;

2 观众席为 100 座及以下时应至少设置1个轮椅席位；

101座～400 座时应至少设置2个轮椅席位；400 座以上时，每

增加 200个座位应至少增设1个轮椅席位；

3 在轮椅席位旁或邻近的座席处应设置1:1的陪护席位；

4 轮椅席位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1:50。

3.6 低位服务设施

3.6.1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各类服务台均应设置低位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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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问询台、接待处、业务台、收银台、借阅台、行李托运

台等。

3.6.2 当设置饮水机、自动取款机、自动售票机、自动贩卖机

等时，每个区域的不同类型设施应至少有1台为低位服务设施。

3.6.3 低位服务设施前应留有轮椅回转空间。

3.6.4低位服务设施的上表面距地面高度应为 700mm～

850mm,台面的下部应留出不小于宽750mm、高650mm、距地

面高度250mm范围内进深不小于450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

250mm的容膝容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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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障碍信息交流设施

4.0.1无障碍标识应纳入室内外环境的标识系统，应连续并清

楚地指明无障碍设施的位置和方向。

4.0.2 无障碍标志的安装位置和高度应保证从站立和座位的视

觉角度都能够看见，并且不应被其他任何物品遮挡。

4.0.3 无障碍设施处均应设置无障碍标识。

4.0.4对需要安全警示处，应同时提供包括视觉标识和听觉标

识的警示标识。

4.0.5语音信息密集的公共场所和以声音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公

共服务应提供文字信息的辅助服务。

4.0.6在以视觉信息为主的公共服务中，应提供听觉信息的辅

助服务。

4.0.7 公共场所中的网络通信设备部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位电话、低位个人自助终端和低位台面计算机应符合

本规范第3.6.4条的有关规定；

2 每1组公用电话中，应至少设1部低位电话，听筒线长

度不应小于600mm;应至少设1部电话具备免提对话、音量放

大和助听耦合的功能；

3 每1组个人自助终端中，应至少设1部低位个人自助终

端；应至少设1部具备视觉和听觉两种信息传递方式的个人自助

终端；

4 供公众使用的计算机中，应至少提供1台低位台面计算

机；应至少提供1台具备读屏软件和支持屏幕放大功能的计算

机；应至少提供1台具备语音输入功能的计算机；支持可替换键

盘的计算机不应少于20??

4.0.8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5



1应保证视觉障碍者的通行安全，且有利于辨别方向；

2 应在主要商业街、步行街和视觉障碍者集中区域周边道

路的人行横道设置；

3 应结合人行横道信号灯统一设置；

4 应避免产生噪声污染；

5 应设置开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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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和维护

5.0.1 工程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组织对无障碍设施的系统

性进行检查验收。

5.0.2工程验收时，应对无障碍设施的地面防滑性能、扶手和

安全抓杆的受力性能进行验收。

5.0.3对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无障碍设施应明确维护责任人。

5.0.4 维护责任人应定期对无障碍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其符合

安全性、功能性和系统性要求。

5.0.5 对安全性、功能性或系统性缺损的无障碍设施，维护责

任人应及时进行维护，保证其正常使用。

5.0.6涉及人身安全的无障碍设施，因突发性事件引起功能缺

损或因雨雪等原因造成防滑性能下降，维护责任人应采取应急维

护措施。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