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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

一级注册建筑师。1978年考入

清华大学建筑系，曾在日本学

习和工作七年。长期致力于住

宅精细化和标准化设计研究及

老年人、残疾人居住建筑设计

研究。近年参与完成多项国家

住宅及老年建筑法规和标准的

制定，主持设计、研究、咨询

住宅类及养老类地产项目数十

项。著有《老年住宅》、《住

宅精细化设计》、《中小套型

住宅设计》等。

王欣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及

其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

参与项目有秦皇岛天池青年周

转公寓新建工程、现代精密化

工（郑州）有限公司生产研发

楼、清华住宅产业化示范园水

岸新都二期、映秀中学等。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老旧住宅的适老化改造，其中通行无障碍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

对老旧住宅通行障碍问题的调研与梳理，尝试就单元入口、首层门厅的无障碍改造以及增建电梯

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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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住宅中通行无障碍的改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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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参与了《老年人居住建筑》图集

的修编工作。该图集中新增了一个重要章节, 即

老旧住宅的适老化改造。其中，通行无障碍是适

老化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进行了一

些有针对性的调研工作，将老旧住宅中存在的通

行障碍问题进行了梳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深

深体会到了老人、妇女儿童及残障人士出行的不

易，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切

实的问题。落实到本文中具体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通过实地调研对老旧住宅中公共空间普遍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第二部分针对这些问题提

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造建议。

1 研究背景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

期，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为了改善人民的居住

条件，建设了大量的统一模式住宅，其中以五、

六层的多层住宅为主。受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

的限制，这批住宅的建设标准和技术水平都比较

低，很多住宅如今看起来都比较简陋、不适用，

特别是大多数住宅没有设置电梯和无障碍坡道等

设施，无法满足住户无障碍通行的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

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1998年，我

国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原住宅改为由个人购

买。十几年过去了，如今这类住宅中居住的大

多数是老年人，他们想调换和购置新房存在各

种困难。调研中我们看到六七旬的老人还在爬

楼，八九旬的老人许多已经下不了楼，出行的

不便导致老年人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减少，直接

影响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当然，无障碍

设施的缺失也给妇女儿童、残障人士的出行带

来了很大不便。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对原有建筑

的适宜改造，是促进循环式经济发展、保护环境

方面的主要举措。本文尝试通过对原有老旧住宅

公共部分进行无障碍改造，为实现老旧住宅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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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妇女儿童及残障人士的出行便利而做

出努力。

2 老旧住宅中存在的通行无障碍问题

2.1 单元出入口无坡道

为了避免地面潮气进入室内，传统住

宅设计常将室内地面抬高0.3~0.6m，这样

出入口平台与室外地面之间就形成了几步台

阶，调研中我们发现那一时期的住宅大多没

有设置无障碍坡道和扶手。

2.2 首层门厅内存在多步台阶

老旧住宅楼梯间部分当时设计得比较紧

凑，都是将入口门厅设置于楼梯间下方。为

了满足净高要求，住户进入门厅后还需要上

三至四步台阶才能入户。由于门厅内空间的

限制，这几步台阶现在成为无障碍改造的难

题（图1）。

2.3 老旧住宅内缺少电梯

通过调研发现，除少数特殊住宅外，大

多数多层住宅没有设置电梯，并且没有预留

增设电梯的空间，建筑外墙与道路的间距也

很紧张。目前想要增设电梯又会牵扯到许多

利益关系，很难处理。

3 老旧住宅通行无障碍改造建议

3.1 单元出入口与室外地面之间增设坡道

我们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单元出

入口案例进行改造尝试。如图2所示，住宅

单元入口设有三步2.4m宽的台阶，并设有

1.2m的双开门。建筑的外墙与人行道路之

间留有4m的间距。综合考虑到无障碍通行

的便利性及原有场地的特点，我们提出了以

下六点改造建议（图3）：

（1）在原有台阶的一侧增设宽1.2m的

坡道，坡度设计为1：12，并考虑将坡道与

台阶出入口靠近，方便使用。

（2）将出入口平台净深扩大至2.4m，

使 得 在 单 元 门 开 启 的 同 时 ， 能 满 足 轮 椅

1.5m的回转直径要求。

（3）原单元门改成子母门，保证大门

扇的开启净宽≥0.9m，以便轮椅通行。

（4）开辟出入口近旁的场地为小型非

机动车停车场，方便停放常用的自行车、电

动车、儿童车等。

（5）扩建雨篷，使得雨篷覆盖出入口

及停车区域。

（6）坡道与住宅外墙间设置绿篱，缓

解外界对底层住户造成的视线干扰。

3.2 首层门厅内设置坡道或踏板

该住宅首层门厅内原有三步台阶，高差

为0.45m（图4）。针对上述问题，采取了

以下两种改造方式：

（1）将原有踏步改为防滑坡道，坡度

为1：8，基本满足了人员行走，并改善了无

障碍通行的条件。将楼梯间内废弃的垃圾道

拆除，以拓宽空间（图5）。

图1 旧住宅首层门厅剖面图 图2 室外台阶改造前平面图

图3 室外台阶改造后平面图 图4 旧住宅首层门厅平面图 图5 改造方式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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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活动式坡道踏板，当需推行

轮椅时，可将两个踏板架放在踏步上方，不

用时踏板可折叠存放于墙壁处（图6~8）。

（3）首层台阶两侧增设扶手，采用较

为窄扁的扶手形式，以求通行净宽最大化。

4 老旧住宅内增设电梯

老 旧 住 宅 的 加 建 电 梯 改 造 可 以 仅 增

设电梯，也可以在增设电梯的同时适当增

加住户面积。仅加建电梯的方式使得低层

和中高层住户之间的利益差别较大，难以

平衡。笔者在对已加建电梯的小区进行调

研时发现，在加建电梯的同时对住宅进行

局部改造以及为住户加建一定的使用空间

的做法，既可改善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条

件 ， 也 能 调 动 居 民 对 于 增 设 电 梯 的 积 极

性，已成为了一种改造方向。

经多方案比较，增设电梯的位置多在原

有住宅的北侧或者南侧。电梯增设在住宅北

侧的好处较多，一是对原有住宅的日照影响

较小；二是把楼梯、电梯等公共部分集中在

北侧，便于管理。为避免加建部分对原有室

外管网的影响，在北侧增设电梯时往往需先

将住宅的公共管线外移，并重新修建道路。

在住宅南侧增建电梯时，需控制增建部分的

宽度，尽量减小增建部分对住户南侧用房的

日照遮挡。

笔者选取了两个典型住宅单元平面，进

行增设电梯的改造设计尝试，并具体说明增

建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住宅北侧增设电梯

4.1.1 首层设计要点

本案选取了一栋六层一梯两户的住宅

（图9），在住宅北侧增设电梯、电梯厅及

走道。为使电梯能容纳担架，将轿厢尺寸

设计为1.6m×1.5m。出于对轮椅通行的考

虑，将走道净宽设计为1.2m。取消原有单元

门，保证了楼梯间的自然通风。将首层门厅

内三步台阶改造为坡道，完善单元出入口平

台、室外坡道、扶手等无障碍设计。根据现

场情况，将原有道路向北侧移动，并重新铺

设室外管线（图10）。

4.1.2 标准层设计要点

在 住 宅 北 侧 增 建 电 梯 有 两 种 方 案 ：

方 案 一 （ 图 1 1 ） ， 在 住 宅 楼 栋 北 侧 增 设

电梯及入户阳台。除首层外，每个套型有

两个出入口，一个与楼梯间相连作为消防

疏散使用，另一个与电梯厅相连作为日常

使用。为保证原楼梯间的自然通风，电梯

厅设计为室外开敞空间，其标高与同层住

宅室内标高一致，方便入户通行。本方案

将 北 向 卧 室 改 造 为 多 功 能 的 房 间 ， 如 餐

厅、保姆间、书房等，以满足住户的使用

要求。此种方案实现了完全无障碍通行。

此外，也可将增建电梯与楼梯休息平台连

通，如图12方案二所示，此方案对原有套

型影响较小，但住户还需上、下半层才能

入户，不能完全实现无障碍通行。

图6 改造方式二平面图 图7 活动式坡道踏板详图 图8 活动式坡道踏板

图9 增建前首层平面图 图10 北侧增建后首层平面图 图11 北侧增建后标准层平面图（方案一） 图12 北侧增建后标准层平面图（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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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住宅南侧增设电梯

4.2.1 首层设计要点

在住宅南侧增设电梯时，可在南侧新建

一条人行道路，电梯选用侧配重形式，首层电

梯门向南侧开启，二层及以上楼层向北侧开

启，实现了电梯的高效利用。住宅北侧保留原

有道路，首层住户从北侧楼梯间进入，并设计

完善了住宅北侧首层单元出入口平台、室外坡

道、扶手等无障碍设计（图13，14）。

4.2.2 标准层设计要点

电梯从二层起向北侧开门，与入户花

园连通，成为住户的第二个出入口。入户

花园可放置鞋柜、衣架等家具。利用套型

南侧加建部分，扩大原南向卧室，增设卫

生间，形成老人卧室套间，包含老人活动

区和休息区。活动区能够充分获得南向采

光，便于老人晒太阳、养植花草，同时还

可放置棋牌桌、书桌等，供休闲活动使用

（图15）。

4.3 增设电梯的现实情况

通过走访、调研，笔者意识到增设电

梯最根本的难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

平衡问题。资金来源、用地权属及使用性

质的变更、房屋产权的归属、住户之间的

利益平衡等问题是住宅增建电梯的主要矛

盾。例如住在中、高楼层的居民对于增设

电梯工程积极性较高，而居住在低楼层的

居民大多数不同意加建。他们担心房屋的日

照、通风、安静等权益受到影响，也顾虑房

屋会因此贬值。经调研，增设电梯成功的案

例屈指可数，其共同点是小区居民大部分来

自同一个单位；而产权较为复杂的小区，居

民意见则难以协调，增设电梯难度较大。

目 前 ， 只 有 少 数 省 市 出 台 了 《 既 有

住宅增设电梯试行办法》，大多数地区仍

无法可依，增设电梯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

大。无障碍通行改造的全面实施还需要各

级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 并 出 台 相 关 政 策 法

规。同时，设计者也要进行大量的调研，

在技术层面上优化解决方案，协调好各方

利益，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老旧住宅的无障

碍通行改造。

5 结语

老旧住宅的无障碍改造具有重大的意

义，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难度。文中给出的方

案只是选取了一小部分老旧住宅进行示例，

并且仍在方案探讨阶段。在实际改造中，可

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设计师能够

因地制宜，平衡各方关系，给出解决方案，

才能促进实现老旧住宅的无障碍化。

图片来源

文中图片全部为作者自绘或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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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增建前首层平面图

图14 南侧增建电梯后的首层平面图

图15 南侧增建后标准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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