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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无障碍设施：以提高残障人士的社会生活质量，确保有需求的人能够安全地、方便地使用为目的的各种设施。 

盲道：在人行道上或其他场所铺设的一种固定形态的地面砖，视障者可产生盲杖触觉及脚感，引导视障者前

行和辨别方向的通道。 

 

摘要 

背景：国内城市无障碍设施不完善，但是视障者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较为急迫。 

目的：通过调研石家庄城市无障碍设施(以盲道为例)的应用状况，以了解民众对于城市无障碍设施的认知、存

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善建议。 

方法：以问卷调查方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随机抽选 118 名普通市民和 51 名环卫工人，进行盲道认知情况

调查，同时对 60 名视障者进行盲道使用情况调查。 

结果与结论：多数市民、环卫工人和视障者对盲道有一定了解，但民众对盲道的知晓率依然较低，仍有 7%

的普通市民和 18%的环卫工人对盲道完全不了解；视障者出行率极低，仅 38%的视障者可经常出行；50%以

上市民和视障者认为盲道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仅 19%的市民对盲道的监管、维护、保养工作较满意率，56%

的视障者认为盲道没有实际作用，42%的视障者表示其出行范围多以家为中在 1 km 以内。提示民众知晓率低、

盲道利用率低，建议从加强宣传与培训、对视障者行康复训练、加强建设与维护三方面着手，才能更好地保

障残疾人生存权益，促进其回归社会，提高其生活质量。 

关键词： 

无障碍设施；盲道；应用状况；认知情况；使用情况；视障者；改进建议；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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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Urban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re imperfect in China, but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need  

barrier-free facilities urgently.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s cognition and problems about urban barrier-free facilities, and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by researching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barrier-free facilities in Shijiazhuang 

(taking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as an exampl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een citizens and 51 ordinary sanitation workers at Shijiazhuang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underwent cognitive survey by questionnaire. Meanwhile, 60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were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using survey by questionnaire. 

研究对象： 
118 名普通
市民和 51
名环卫工人 

研究对象： 
60 名视障者 

《盲道认知情况
调查表》 

《视障者使用盲道
情况调查表》 

观察指标： 
盲道的基本认知、
实际应用及作用
认知情况等 

观察指标： 
视障者对盲道的
认知、实际应用及
平时出行情况等 

结论： 
①石家庄市市民对于
无障碍设施的知晓率
低； 
②石家庄市视障者出
行率低； 
③石家庄市盲道利用
率低 

文章描述— 

(1)盲道使用的限制性因素； 

(2)民众对盲道的知晓率低与视障者出行率低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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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CONCLUSION: Most citizens, sanitation workers and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 have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but the awareness rate is still low. Totally 7% citizens and 18% sanitation workers did not know the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and the travel rate of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was extremely low, only 38%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 were able to travel frequently. 

More than 50%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had not actually effect. Only 19% citizens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supervision,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of the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56%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believed that it had no 

practical effect, and 42%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said that their travel range was less than 1 km. It means that the public cognition rate and 

the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utilization rate are low. We also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so as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for disabled people, promote them return to society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barrier-free facilities;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application situation; cognitive situation; application situation; visually 

impair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return to society 

Funding: the Provin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for College Students of He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2016, No. 201614432012 (to WY) 

 

0  引言  Introduction 

盲道是一种在道路施工过程中配套建设的无障碍设

施，由黄色的条形砖块和圆点砖块构成，具有指引前行、

提示和警醒的作用[1]。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2010

年底国内视力残疾者为1 263万人，2014年时盲人和低视

力人群分别为661万和1 342万[2-3]。中国城市无障碍设施比

发达国家晚30多年，且在建设、技术、民众认知、实际应

用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4]。 

为了解普通民众对盲道的认知情况以及视障者依靠盲

道的出行情况，此次调研以中国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为例，

在不同地点随机对普通市民和环卫工人等进行盲道认知情

况调查，并在盲人按摩医院等地对视障者进行盲道使用情

况调查，探索盲道使用的限制性因素。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分区随机抽样调查。 

1.2  时间及地点  此次调查于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

对河北省石家庄市部分街区的民众进行盲道认知情况的问

卷调查，对石家庄市部分视障者进行盲道使用情况的问卷

调查。 

调查地点为：裕西公园、石刻园、新百广场、建华百

货、河北铁道大学、河北省中医院、南焦客运站、石家庄

火车站、石家庄市按摩医院、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盲

人按摩店。 

1.3  对象 

1.3.1  普通民众  应用抽签法从石家庄市的6个区中随机

选取其中3个：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再用随机抽取软

件，将上述3个区所有地图上标注的人群密集的地方(如街

区公园、商场、车站、学校等)输入到程序中，每次点击鼠

标即可选出一个地点，点击8次，共选出裕西公园、石刻园、

新百广场、建华百货、河北铁道大学、河北省中医院、南

焦客运站、石家庄火车站8个地点。然后在选中的区域中，

向当地普通市民共发放调查问卷。 

1.3.2  环卫工人  在普通民众调查地点周边的街道旁便

道、公交站附近、环卫工人休息处及客运站等地对环卫工

人发放调查问卷。 

1.3.3  视障者  经石家庄残疾人联合会介绍，与视障者取

得联系，在石家庄市按摩医院、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

盲人按摩店等处采用一对一口头问答聊天方式进行调查，

并由调查者如实填写调查问卷。对视障者的盲道认知情况、

应用盲道情况、平时出行情况等进行研究分析。 

1.4  方法  依据本研究需要，依据《无障碍环境条例》、

网络搜索相关问题、与视障者访谈后，设计了《盲道认知

情况调查表》和《视障者使用盲道情况调查表》，见图1，2。

所有问卷均经效度、信度检验，符合研究需要。 

 

 

 

 

 

 

 

 

 

 

 

 

 

 

 

 

 

 

 

 

 

 

盲道认知情况调查表主要内容：一般情况(性别、年龄、

职业、文化程度)；盲道基本概念认知情况；盲道设计基本

原理；盲道占用、损坏、监管与维护情况；改进建议。 

视障者使用盲道情况调查表主要包括：一般情况(性

别、年龄、职业、视力障碍程度)；盲道基本概念认知情况；

使用情况及问题；改进建议。 

1.5  主要观察指标  普通民众及环卫工人对盲道的认知

情况以及视障者对盲道的认知使用情况。 

1.6  统计学分析  剔除无效问卷，将回收的统计表中的结

果录入Excel中，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23.0进行数据统

计与分析，主要方法为描述性统计。 

图 1  盲道认知情况调查表 

Figure 1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cognition survey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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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对象数量分析  共向普通民众发放118份调查

问卷，收回100份，有效98份。主要调查对象为年龄在20-50

周岁的各个职业的人群，93%被调查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及

以上水平。共向环卫工人发放调查问卷51份，收回51份，

有效51份。环卫工人的年龄为40-60岁，女性占84.2%。

共向视障者发出调查问卷60份，收回55份，有效55份。调

查对象为初中学生、按摩师等视障者，其中按摩医院11份，

特殊教育学校23份，按摩店21份。 

2.2  普通民众及环卫工人对盲道的认知情况 

2.2.1  盲道的基本认知情况  如表1所示，7%的普通市民

和18%的环卫工人对盲道完全不知情，即不知道什么是盲

道；了解盲道的普通市民和环卫工人分别占75%和67%。

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如西雅图、华盛顿、伦敦、巴

黎等，有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近乎所有民众都了解无

障碍设施，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对盲道的了解方面仍有

较大差距[5]。 

 

 

 

 

 

 

 

2.2.2  盲道的实际应用情况  如表2所示，仅有36%环卫

工人见过视障者依靠盲道出行，而且近几年见到的次数明

显减少。侧面反映出，视障者出行次数下降、出行范围减

少，参与社会活动程度减弱。 

 

 

 

 

 

 

2.2.3  盲道的作用认知情况  如表3所示，仅36%的普通

民众和29%的环卫工人知道盲道2种砖块的不同作用，多数

人对其功能并不了解，其中，17%的普通民众和31%的环

卫工人完全不了解盲砖。同样，王江萍等[6]研究显示，山

东省的公共场所无障碍公共设施普及率仅为50.8%，应进

一步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设计人员及普通民众等

对无障碍设施相关知识的宣教。 

 

 

 

 

 

 

 

2.2.4  对影响盲道正常使用因素的认知情况  课题组前

期对石家庄市区盲道状况的调查显示，69%的盲道完好，

能正常使用，其余31%则不同程度地存在铺设不合理、破

损或被占用的情况各占8%、11%和12%
[7]。盲道的不畅通，

不仅反映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欠缺对无障碍设施的管理、

维护、监督等工作，继而又限制了视障者的出行范围。 

盲道设计不合理情况：前期调查显示，盲道设计不合

理情况是限制视障者出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占非正常盲道

的25.81%
[7]。如表4所示，58%的普通市民和36%的环卫

工人认为盲道设计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盲道被占用的情况：前期调查显示，盲道被占用占非

正常盲道的35.48%，其中最常见的是车辆占用[7]，这与表

5所示结果相似，即车辆占用为所有盲道占用情况的46%。

王博[4]在北京的实地调研也表示盲道被占用情况较严重。 

 

 

 

 

 

 

 

 

 

盲道损坏的情况：前期调查显示，盲道损坏是非正常

盲道的最主要因素，占非正常盲道比例的38.71%。其中地

面砖块损坏最常见，所占比例为66.43%
[7]。然而，如表6

所示，仍有15%的市民表示从未见过和27%的市民没有注

意过，这也表明市民对无障碍设施的重视程度和对残疾人

的关心程度较低。 

表1  普通市民和环卫工人对盲道的基本认知情况             (%)                   

Table 1  Basic cognition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by 

ordinary citizens and sanitation workers     

组别 知道 知道一点，但不太了解 完全不知道 

普通市民 75 18 7 

环卫工人 67 15 18 

 

出行频率 分布 

多次(每周出行 3 次以上) 5 

偶尔(每周出行 1-3 次) 31 

从未(每周出行 0 次) 64 

 

表2  环卫工人是否见到过视障者依靠盲道出行情况           (%)                   

Table 2  Whether sanitation workers have seen visually impaired 

relying on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组别 知道 不太清楚 完全不知道 

普通市民 36 48 17 

环卫工人 29 40 31 

 

表3  普通市民和环卫工人对盲道砖块不同作用的了解情况     (%) 

Table 3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roles of ordinary citizens 

and sanitation workers in bricks     

组别 没有 有过，不严重 有过，很严重 没注意过 不清楚 

普通市民 15 33 25 18 9 

环卫工人 38 26 10 12 14 

 

表4  普通市民和环卫工人认为盲道设计不合理的情况         (%) 

Table 4  Unreasonable design situation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by ordinary citizens and sanitation workers     

被占用情况 分布 

没有注意过或注意过遗忘 9 

车辆 46 

城市绿化物，建筑物 6 

路边小摊 31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 9 

 

表5  普通民众认为盲道被占用的情况                       (%) 

Table 5  Occupied situation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by 

ordinary people     

图 2  视障者使用盲道情况调查表 

Figure 2  Visually impaired use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survey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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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对盲道监管、维护与保养情况的满意度  如表7所

示，超过50%的被调查者见过盲道被损坏、被占用的现象，

38%的环卫工人表示盲道损坏情况较严重，对盲道的监管、

维护、保养工作的满意率仅为19%。与亚洲发达国家城市相

比，如日本东京，在东京的任何一处均可见配备完善的无障

碍设施，每一项工程均达验收指标、不会出现无障碍设施被

占用现象、无障碍设施均有相应的维护与保养人员[8]。 

 

 

 

 

 

 

 
 

 

2.3  视障者使用盲道情况 

2.3.1  视障者对盲道的认知情况  如表8结果显示，虽多

数视障者对盲道较为了解，但仍有6%的视障者不知道盲道

是什么。视障者主要依靠盲道出行，对盲道的不了解，也

就限制了其出行活动。侧面反映出国内无障碍宣教工作方

面有待提高。 

 

 

 

 

 

 
 
 

2.3.2  视障者对盲道的实际应用情况  如表9所示，56%

的视障者认为盲道在其实际生活中没有起到现实性作用，

仅有10%的视障者认为盲道非常有用。虽然有少数视障者

出行，但他们表示，仅少数盲道有作用(如：医院、机场、

火车站等)，多数盲道无法正常使用(如：占用、损坏)，全

盲者出行时多以自身本体感觉和听觉为准，有光感者以自

身本体感觉、听觉和微弱的视觉为准。 

 

 

 

 

 

 

 

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如伦敦，于2000年，所有巴士

都配备了升降机和固定轮椅装置；地铁出入口均设有升降

直梯；电梯内有相关无障碍设置，轿厢内宽敞且有语音提

示、扶手和低位按键[4]。完善的无障碍设施无形中提高了

功能障碍者外出的安全程度与出行率。 

2.3.3  视障者日常出行情况  如表10所示，22%的视障者

几乎没有出过家门，可以出行的视障者中仅有24%可以单独

出行。当问及为何不能独自出行时，多数视障者表示，利用

盲道独自出行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也容易使家人的担心。 

 

 

 

 

 

 

 

 

 

 

 

 

 

 

 

 

 

如表10所示，在有出行经历的视障者中，42%的视障

者表示，其出行范围多以家为中心，方圆1 km以内；38%

的视障者表示，出行范围可大于3 km，同时不需要全程陪

护。这表明，视障者的出行情况呈现分极趋势。问其原因，

多数视障者表述，经常外出者熟悉了外界环境，敢于独自

外出；而经常不出去的视障者，不了解外界环境，内心充

满了恐惧，进而限制了出行、限制了参与社会活动。45%

的视障者表示，不能通过交通路口，仅有24%的视障者可

以方便使用交通路口。多数视障者表述，不敢通过交通路

口、公交站等公共场所，这也佐证了视障者出行范围小、

心理素质较差等现象。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改善视障者出行的措施方面

还有欠缺，这也限制了视障者的出行。国际上规定，超过

1%的视障者可以使用导盲犬的国家，可称为“导盲犬在该

国普及使用”。而中国视障者约1 750万人，可投入使用的

导盲犬只有170条[9-10]。智能化辅具的科研水平较发达国家

仍有较大差距，美国等发达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

行走导航辅具的研究，在智能盲杖、智能眼镜等领域的相

关研究[11-13]，也相对落后。提升导盲犬、智能化辅具、语

音播报等便捷服务，可促进视障者有效出行，扩大出行范

围，促进其融入社会。 

 

3  讨论  Discussion 

调查表明，石家庄市仅69%的盲道可以正常使用，56%

损坏情况 分布 

有，很严重 17 

有，不是很严重 40 

没有见过 15 

没有注意过 27 

 

表6  普通民众认为盲道损坏的情况                         (%) 

Table 6  Damaged situation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by 

ordinary people     

盲道监管、维护与保养工作的评价 分布 

十分满意 19 

一般 50 

十分落后 17 

不清楚 14 

 

表 7  环卫工人对盲道监管、维护与保养工作评价情况         (%)           

Table 7  Evaluation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supervision,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work by sanitation workers     

表 10  视障者日常出行情况                               (%) 

Table 10  Outings situation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认知情况 分布 

非常了解 67 

知道一部分 27 

一点都不了解 6 

 

表8  视障者对盲道的认知情况                             (%) 

Table 8  Cognitive situation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by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盲道实际作用情况 分布 

非常有用 10 

有部分有用 35 

几乎无作用 56 

 

表9  盲道对于视障者实际生活的作用                       (%) 

Table 9  Actual action of tactile ground surface indicator by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视障者外出情况 分布 

外出情况  

几乎不出去 22 

经常外出 38 

偶尔外出 40 

视障者外出范围(km)  

≤1 42 

1-3 20 

≥3 38 

外出陪同情况  

基本不用 24 

需要全程陪护 42 

部分路段需要 35 

过交通路口情况  

基本可以 24 

有些困难 31 

困难很大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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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障者表示利用盲道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盲道没有起到

实际作用。中国是世界上视障者最多的国家[14]。盲道及其

无障碍设施的完善以及民众对盲道的普遍认知与自觉维

护，是视障者依靠盲道出行的重要保障。通过对石家庄市

民众对盲道认知情况与视障者使用盲道的情况进行调查与

分析，发现目前该市存在着民众对盲道的知晓率低与视障

者出行率低的现状。 

3.1  加强宣传与培训，提高民众认知度  调查结果显示，

7%的普通市民、18%的环卫工人和5%的视障者对盲道完

全不知情，部份人虽然知道有盲道，但不清楚盲道的具体

作用，说明盲道相关知识的普及率较低。这与谢宏忠等[15-16]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社会无障碍意识淡薄。这与社会各界

对无障碍的关注程度不够、对无障碍建设的认识不到位有

关。同时多数民众和环卫工人表示，相信相关政府、盲道

设计部门及盲道铺设人员对盲道的设计，不会质疑盲道铺

设的不合理。这再次说明市民和环卫工人对盲砖及其盲道

的深入认识程度较低。因此，希望通过加强宣传与培训力

度，以提高民众认知度。以上海为例[17]，对环卫、城管、

交管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上岗前进行专业的无障碍设施建

设培训。通过以上措施，使普通民众和相关工作人员更加

了解盲道、认识盲道对视障者的重要性、自觉维护盲道设

施、为视障者出行提供方便、提高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的

总体水平。 

3.2  健全康复体制，回归社会  调查显示，22%的视障者

会待在家里，近80%的视障者亦是逼不得已才出门。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①与视障者特殊的心理状态相关，这与

宓淑芳等[18-19]的研究结果一致；②视障者对盲道的认知薄

弱，不会使用盲道，或是认为依靠盲道出行不安全相关。

调查数据也佐证，56%的视障者认为盲道在实际生活中没

有作用。 

3.3  加强规划、建设、监管与维护  盲道的合理规划与建

设、到位的监管与维护，决定着视障者的出行。可充分借

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20]，将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建设纳

入城市整体规划及管理体系中，促进路政、城管、交管等

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确保盲道安全与畅通，为视障者出

行提供保障。 

3.4  结论  ①石家庄市市民对于无障碍设施的知晓率低，

尚有7%的普通市民和18%的环卫工人对盲道完全不了解；

②石家庄市视障者出行率低，仅38%的视障者可经常出行；

③石家庄市盲道利用率低，42%的视障者出行范围在1 km

以内。 

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以增强民众对盲道等

无障碍实施的认识和对视碍者权益的认知。建议对视障者

进行针对性康复训练、培训盲道使用方法，改善视障者出

行的措施，如导盲犬、智能盲杖、智能眼镜等。提高视障

者对盲道的利用率，扩大日常活动范围，促进残疾人拥有

平等权利和同等机会参与社会，提高生活质量。建议市政

相关部门加强对无障碍设施的监管与维护等措施，促进城

市无障碍设施进一步普及和使用；对普通市民进行宣教，

增加对视障者及功能障碍人群的关爱、对盲道及无障碍设

施的认知等，号召社会各界支持和鼓励发展残疾人事业，

促进视障者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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