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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４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机场旅客

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

准»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行业标准ꎬ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

施行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前　 言

本标准是对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 (ＭＨ / Ｔ ５１０７—２００９)

的修订ꎮ 为全面推进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建设ꎬ 体现人文关怀ꎬ 为全体

社会成员出行创造便利的条件ꎬ 民航局于 ２００９ 年发布实施了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

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 (ＭＨ / Ｔ ５１０７—２００９)ꎮ 该标准的发布实施ꎬ 对于规范和指导

全国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ꎬ 提升机场无障碍设施服务保障水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美好航空出行需求的进一步提升ꎬ

该标准部分内容需要修改完善ꎮ 在民航局机场司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的组织

下ꎬ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ꎬ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ꎬ 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ꎬ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完成本标准ꎮ

本标准共分为 ６ 章ꎬ 包括总则、 术语、 无障碍设施设备设计要求、 旅客航站区

站前广场、 旅客航站楼、 登机桥与站坪设备ꎮ 与原标准相比ꎬ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增加了无障碍设施设备通用性的原则和要求ꎻ

———修改和增加了部分术语ꎻ

———新增第 ３ 章 “无障碍设施设备设计要求”ꎬ 对适用于各区域的无障碍设施

设备设计统一做出规定ꎻ

———更新 “旅客航站区站前广场” “旅客航站楼” “登机桥与站坪设备” 的内

容结构以及表述形式ꎮ

本标准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负责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ꎬ 请函告本标准日常管理组 (地址: 北京市

西城区南礼士 ６２ 号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ꎻ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４３０６５ꎻ 邮箱: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ｂｉａｄ ｃｏｍ ｃｎ)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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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站前广场、 航站楼、 站坪等区域内无障碍设施设备配

置的技术要求ꎮ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适用的区域ꎬ 包括出发及到达旅客流程所涉及的全部区域ꎮ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 扩建的民用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旅客航站区内无障碍

设施设备的配置ꎮ 改建机场宜参照本标准执行ꎮ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适用的建筑类型ꎮ 改建机场由于受客观现状约束ꎬ 无法完全按照

本标准执行ꎬ 在条件许可时参照本标准ꎮ

１ ０ ３　 机场规划中应满足各类交通方式换乘便捷、 楼层转换简洁、 旅客流线顺畅、 步行距离可

控的总体原则ꎮ

１ ０ ４　 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应满足所有人群安全、 便捷进出机场的需求ꎮ

【条文说明】 本条确定了本标准的服务对象ꎮ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服务对象包括

行动障碍者、 视觉障碍者、 听觉障碍者、 携带行李箱旅客、 老年人、 儿童、 母婴等所有进出机

场的人群ꎮ

１ ０ ５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ꎬ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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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ｒｅａ

民用机场内以旅客航站楼为中心的区域ꎬ 包括空侧站坪、 旅客航站楼、 陆侧相邻交通设施

所涉及的区域ꎮ

２ ０ ２　 站坪 ａｐｒｏｎ

本标准特指供旅客上下飞机的停机位ꎮ

２ ０ ３　 车道边 ｃｕｒｂｓｉｄｅ

航站楼前贴临车道供旅客上、 下车及通行的区域ꎮ

２ ０ ４　 召援电话 ｈｅｌｐ ｐｈｏｎｅｓ

供有需要人士呼叫支援服务的通信设施ꎮ

２ ０ ５　 无障碍标识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ｉｇｎ

指引无障碍通行及设施设备的标志ꎬ 应包括文字、 图形及信息化标志ꎮ

２ ０ ６　 无障碍卫生间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ｗａｓｈｒｏｏｍ

为特殊人群提供无障碍服务、 设施设备齐全的独立卫生间ꎮ

２ ０ ７　 人造肛马桶 ｏｓｔｏｍ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为人工造瘘佩戴者设置的独立马桶ꎮ

２ ０ ８　 检查通道 ｃｈｅｃｋ ｒｏｕｔｅｓ

安检、 海关、 边检、 检验检疫等通道ꎮ

２ ０ ９　 私密检查间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ｅｃｋ ｒｏｏｍ

为有私密检查要求旅客设置的独立检查间ꎮ

２ ０ １０　 爱心座椅 ｃａｒｉｎｇ ｓｅａｔｓ

为特殊人群预留的专用座椅ꎮ

２ ０ １１　 母婴室 ｍｏｔｈｅｒ ｃａｒｅ ｒｏｏｍｓ

为方便携带婴幼儿家长进行哺乳、 喂食、 消毒、 更换尿布等需求而设置的专用房间ꎮ

２ ０ １２　 母婴候机室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ｂｙ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ｌｏｕｎｇｅｓ

为携带婴童的家长及孕妇提供独立、 舒适的候机休息房间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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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无障碍设施设备设计要求

３ １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３ １ １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靠近车道边的一侧应留有宽度不小于 １ ２ ｍ 的轮椅通道ꎬ 宜在车位

后部留有宽度不小于 １ ２ ｍ 的轮椅通道ꎮ 轮椅通道应安全、 直接、 方便地连通车道边ꎮ

【条文说明】 为行动不便的人特别是轮椅使用者快捷、 便利上下车、 提取后备厢行李ꎬ 在停车位

靠近车道边一侧、 停车位后部设置轮椅通道ꎬ 如图 ３ １ １ 所示ꎮ

图 ３ １ １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１ ２　 停车楼 (场) 内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应在两侧留有宽度不小于 １ ２ ｍ 的轮椅通道ꎬ 宜在

车位后部留有宽度不小于 １ ２ ｍ 的轮椅通道ꎮ

３ １ ３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涂有停车线、 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ꎬ 并在无障碍机动

车停车位相应位置设指示标志ꎬ 应符合 ３ １４ 的规定ꎮ

３ １ ４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平整、 坚固和不积水ꎬ 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１ ∶ ５０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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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盲道

３ ２ １　 行进盲道应采用耐用、 防滑材料ꎬ 宽度应为 ２５０ ｍｍ~５００ ｍｍꎮ

３ ２ ２　 行进盲道铺设应连续ꎬ 且应与人行道的走向一致ꎬ 中途不应有障碍物ꎮ

３ ２ ３　 设置行进盲道时ꎬ 行进盲道在起点、 终点、 转弯处应设提示盲道ꎬ 当盲道宽度不大于

３００ ｍｍ 时ꎬ 提示盲道的宽度应大于行进盲道的宽度ꎮ

３ ２ ４　 出入口、 门、 召援电话、 电梯、 楼梯、 台阶、 坡道等设施前应设提示盲道ꎬ 提示盲道与

对象之间的距离应为 ２５０ ｍｍ~３００ ｍｍꎮ 电梯前提示盲道长度应符合本标准 ３ ５ ５ 的规定ꎬ 其余

对象前提示盲道长度应与对象宽度等长ꎮ

【条文说明】 航站区内空间大、 楼层复杂ꎬ 应在旅客服务设施、 场景变化处设置提示盲道ꎮ

３ ３　 出入口、 门

３ ３ １　 供旅客使用的出入口处地面应平整、 防滑、 不积水ꎮ 出入口如有高差时ꎬ 应以平坡过

渡ꎬ 平坡的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１ ∶ ２０ꎮ

３ ３ ２　 出入口宜优先选用自动门系统ꎬ 自动关闭装置在最大开启位置应至少能保持 ５ ｓꎬ 自动门

开启后通行宽度不应小于 １ ｍꎮ 如设置手动启闭装置ꎬ 装置距地面高度应为 ８５０ ｍｍ~１０００ ｍｍꎮ

３ ３ ３　 室内门净宽应大于 １ ｍꎮ 如为自动门ꎬ 自动关闭装置在最大开启位置应至少能保持 ５ ｓꎬ

并设有自动防撞安全装置ꎮ

３ ３ ４　 出入口应设置召援电话ꎬ 召援电话呼叫按钮距地面应为 ８５０ ｍｍ~ １０００ ｍｍꎬ 按钮应设置

盲文ꎮ

【条文说明】 召援电话可为任何有需求群体提供呼叫服务ꎬ 与航站楼内最近的服务柜台应援电话

接通ꎮ

３ ４　 楼梯、 台阶与坡道

３ ４ １　 楼梯、 台阶与坡道表面应平整、 防滑、 无反光ꎮ

３ ４ ２　 踏步表面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突缘直角型踏步ꎬ 踏步表面前缘如有突出部分ꎬ 应设计为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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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ꎮ 梯段净宽不应小于 １ ５ ｍꎮ

【条文说明】 避免直角形前缘对旅客造成伤害的潜在危险ꎮ

３ ４ ３　 坡道 (不含登机桥) 的最大高度和水平长度应符合表 ３ ４ ３ 规定ꎮ

表 ３ ４ ３　 坡度选用表

坡度 最大高度 (ｍ) 水平长度 (ｍ)

１ ∶ ２０ １ ２０ ２４ ００

１ ∶ １６ ０ ９０ １４ ４０

１ ∶ １２ ０ ７５ ９ ００

３ ４ ４　 楼梯、 台阶及坡道两侧扶手的高度应为 ８５０ ｍｍ~ ９００ ｍｍꎮ 坡道应设置上、 下两层扶手ꎬ

下层扶手的高度应为 ６５０ ｍｍ~７００ ｍｍꎮ 如图 ３ ４ ４ 所示ꎮ

图 ３ ４ ４　 扶手尺寸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４ ５　 扶手应保持连贯ꎬ 在扶手的起点和终点处应水平延伸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 的长度ꎬ 并应设盲

文提示ꎮ 如图 ３ ４ ４ 所示ꎮ

３ ４ ６　 扶手末端应为圆弧形倒角向内延伸到墙面或向下延伸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ꎮ 如图 ３ ４ ４ 所示ꎮ

【条文说明】 扶手是通行的重要辅助设施和安全保障ꎮ ３ ４ ４ 至 ３ ４ ６ 对扶手的技术要求作出规

定ꎮ ３ ４ ４ 中坡道上层扶手主要满足老年人、 视觉障碍者使用需求ꎬ 坡道下层扶手主要满足轮椅

使用者、 儿童使用需求ꎮ ３ ４ ６ 中扶手末端圆弧形倒角可减轻人员磕碰造成的伤害ꎮ

３ ４ ７　 坡道的宽度应根据流量和坡道长度而定ꎬ 一般室内坡道净宽不应小于 ２ ０ ｍꎮ

３ ４ ８　 弧线形坡道的坡度及水平长度应以弧线内缘的坡度为准ꎮ

３ ４ ９　 坡道起点、 终点和中间休息平台的长度不应小于 １ ５ ｍꎮ

３ ４ １０　 坡道凌空时ꎬ 应在临空面采取防护设施ꎮ

３ ４ １１　 楼梯、 台阶上行及下行的第一阶应设置警示色提示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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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无障碍电梯

３ ５ １　 旅客无障碍电梯入口应采用放大入口ꎮ

【条文说明】 放大电梯口可快速疏解上下电梯旅客ꎬ 并有助于提供轮椅使用者所需的转弯半径空

间ꎮ 如图 ３ ５ １ 所示ꎮ

图 ３ ５ １　 八字形入口示意图

３ ５ ２　 电梯等候区应清晰显示轿厢上、 下运行方向和层数位置ꎬ 并设有电梯抵达语音提示ꎮ

３ ５ ３　 电梯入口处控制面板按钮应设盲文ꎬ 按钮高度为 ８５０ ｍｍ~１１００ ｍｍꎮ

３ ５ ４　 电梯门开启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９００ ｍｍꎮ

３ ５ ５　 电梯入口处提示盲道长度为电梯入口处控制面板一侧至轿厢中心线处的距离ꎮ 如为并置

电梯ꎬ 应通长设置ꎬ 提示盲道长度为两端外呼面板之间的距离ꎬ 两组提示盲道间设置行进盲道ꎮ

如图 ３ ５ ５－１ 和图 ３ ５ ５－２ 所示ꎮ

【条文说明】 电梯前提示盲道长度根据电梯布置情况有所区别ꎬ 独立电梯仅需覆盖外呼按钮至轿

厢中心线的距离ꎮ 并置电梯通常为后台并联设置ꎬ 因此提示盲道应通长覆盖ꎮ

图 ３ ５ ５－１　 独立电梯前提示盲道示意图 (单位: ｍｍ) 　 　 图 ３ ５ ５－２　 并置电梯前提示盲道示意图 (单位: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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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６　 无障碍电梯轿厢的深度不应小于 １ ６ ｍꎬ 宽度不应小于 １ ４ ｍꎮ

３ ５ ７　 轿厢内控制板上应设盲文按键ꎬ 在控制面板旁宜设置楼层功能盲文提示ꎮ

３ ５ ８　 轿厢内应设横向控制板ꎬ 按钮应设盲文提示ꎬ 控制板高度为 ８５０ ｍｍ~１１００ ｍｍꎮ

３ ５ ９　 轿厢内除开门一侧以外应设扶手ꎬ 扶手高度为 ８５０ ｍｍ~９００ ｍｍꎮ

３ ５ １０　 轿厢内在上、 下运行及到达楼层时应能清晰显示楼层信息并有报层语音提示ꎮ

３ ５ １１　 单向开门电梯的轿厢两侧的前壁ꎬ 和双向开门电梯的轿厢两侧的前壁、 后壁ꎬ 应从距

地面 ９００ ｍｍ 处至轿厢顶部安装镜子或采用镜面金属材料装饰ꎮ 镜面应有适当倾斜ꎬ 角度不宜大

于 ５°ꎮ

【条文说明】 航站楼内电梯运行繁忙、 人员密集ꎬ 考虑轮椅使用者视线较低ꎬ 不易观察电梯运行

状态、 电梯门开启方向、 突发紧急事件等情况ꎬ 通过高处安装镜子或镜面材料帮助轮椅使用者

了解轿厢内情况ꎮ

３ ６　 扶梯、 自动步道

３ ６ １　 自动步道的宽度和坡度应适应轮椅使用者的使用ꎬ 步道速度不宜大于 ０ ５０ ｍ / ｓꎮ 斜向自

动步道坡度不应大于 １ ∶ １６ꎬ 并应考虑安装防滑装置ꎮ

３ ６ ２　 扶梯及自动步道出入口应设置语音提示设施ꎮ

３ ７　 公共卫生间

３ ７ １　 公共卫生间入口处应方便轮椅使用者出入ꎮ

３ ７ ２　 公共卫生间如有门应易于开启ꎬ 门扇开启净宽度不应小于 １ ｍꎮ

３ ７ ３　 公共卫生间内通道宽度不应低于 １ ２ ｍꎬ 应有直径不小于 １ ５ ｍ 的轮椅回转空间ꎮ

３ ７ ４　 公共卫生间内应在靠近入口处设置 １ 个低位洗手盆ꎬ 低位洗手盆高度应为 ５００ ｍｍ ~

５５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低位洗手盆如图 ３ ７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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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７ ４　 低位洗手盆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７ ５　 公共卫生间厕位内一侧宜安装高 ６５０ ｍｍ~７００ ｍｍ 的水平安全抓杆和高 １４００ ｍｍ 的垂直

抓杆ꎬ 垂直抓杆应距离坐便器前沿 １５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厕位设置 Ｌ 型抓杆可满足行动不便、 老年人使用ꎬ 如图 ３ ７ ５ 所示ꎮ

图 ３ ７ ５　 厕位抓杆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７ ６　 男卫生间内小便器区域应就近通道处设置 １ 个低位小便器ꎬ 小便器下沿距地面不应大于

４０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低位小便器可满足儿童使用ꎬ 如图 ３ ７ ６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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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７ ６　 低位小便器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７ ７　 公共卫生间外若无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ꎬ 公共卫生间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男卫生间设置 １ 个无障碍小便器ꎮ 小便器下沿距地面不宜大于 ４００ ｍｍꎬ 上方设置距地面

１ ２ ｍ 的横向抓杆ꎬ 两侧分别设置距地面 ８５０ ｍｍ ~ ９００ ｍｍ、 长度 ５５０ ｍｍ ~ ６００ ｍｍ、 间距

６００ ｍｍ~７００ ｍｍ 竖向抓杆ꎮ 若小便器总数量小于 ４ 个ꎬ 可与儿童低位小便器合并设置ꎮ

【条文说明】 无障碍小便器如图 ３ ７ ７－１ 所示ꎮ

图 ３ ７ ７－１　 无障碍小便器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２　 男、 女卫生间设置 １ 个无障碍洗手盆ꎮ 洗手盆上沿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８５０ ｍｍꎬ 其下部

应留出深 ４５０ ｍｍ~５００ ｍｍ、 高 ６５０ ｍｍ~７００ ｍｍ 的容膝空间ꎮ 洗手盆两侧及前端应有安全抓杆ꎬ

两侧抓杆距离手盆边沿不宜小于 ５０ ｍｍꎬ 横向抓杆内侧应距离手盆前沿 ２０ ｍｍꎬ 横向抓杆应高出

手盆上沿 １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无障碍洗手盆如图 ３ ７ ７－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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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７ ７－２　 无障碍洗手盆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男、 女卫生间内分别设置无障碍厕位ꎮ

４　 无障碍厕位尺寸宜为 ２ ００ ｍ×１ ５０ ｍꎬ 不应小于 １ ８０ ｍ×１ ５０ ｍꎮ

５　 无障碍厕位的门应向外开启或为平移门ꎬ 门扇开启后净宽度不应小于 １ ｍꎬ 门扇内侧应

设高 ９００ ｍｍ 的关门拉手ꎮ

６　 无障碍厕位内坐便器宜设置靠背支撑ꎬ 坐便器应采用自动感应冲水或侧式冲水阀ꎮ 坐便

器两侧应设置安全抓杆ꎬ 一侧应设置可翻折水平抓杆ꎬ 另一侧应设置 Ｌ 形或 Ｃ 形抓杆ꎮ 水平抓

杆长度不应小于 ７００ ｍｍꎬ 距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 ２５０ ｍｍ~３５０ ｍｍꎮ Ｌ 形抓杆的水平部分长度

不应小于 ７００ ｍｍꎬ 应距离坐便器的上沿高度 ２５０ ｍｍ~３５０ ｍｍꎬ 垂直部分长度不应小于 ７００ ｍｍꎬ

应距离坐便器前沿 １５０ ｍｍ~２５０ ｍｍꎮ Ｃ 形抓杆在 Ｌ 形抓杆上增加 １ 个水平抓杆ꎬ 长度不应小于

７００ ｍｍꎬ 高度不应小于 １４０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无障碍坐便器如图 ３ ７ ７－６ 所示ꎮ

图 ３ ７ ７－６　 无障碍坐便器示意图 (单位: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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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无障碍卫生间

３ ８ １　 无障碍卫生间外侧应设置无障碍标志、 声光报警装置ꎬ 宜设置盲文地图ꎮ

３ ８ ２　 无障碍卫生间入口应为自动平移门ꎬ 入口净宽度不应小于 １ ｍꎮ 内外侧均应设置开启关

闭按钮ꎬ 并应提示使用状态ꎮ

３ ８ ３　 自动平移门应设置紧急通视窗及传声百叶ꎬ 紧急通视窗底部距地面高度应大于 １ ８ ｍꎮ

如图 ３ ８ ３ 所示ꎮ

【条文说明】 当无障碍卫生间内发出异常或求救信号时ꎬ 声音可通过自动门上的传声百叶传至室

外ꎮ 往来旅客或工作人员可借助紧急通视窗及时了解内部情况进行救助ꎮ

图 ３ ８ ３　 自动平移门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８ ４　 无障碍卫生间面积不应小于 ６ ５ ｍ２ꎬ 内部应有直径不小于 １ ５ ｍ 的轮椅回转空间ꎮ

３ ８ ５　 无障碍卫生间内部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设置 １ 个无障碍洗手盆ꎬ 应符合 ３ ７ ７－２ 的规定ꎻ

２　 无障碍洗手盆后部应设梳妆镜ꎬ 梳妆镜底部与手盆距离不应大于 ５０ ｍｍꎮ 梳妆镜应有适

当倾斜ꎬ 角度不宜大于 ５°ꎻ

【条文说明】 考虑轮椅使用者视线高度ꎬ 采用斜面镜可保证在轮椅使用者的视线范围内看到

全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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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靠近出入口处设置高度不大于 １ ２ ｍ 的挂衣钩ꎻ

４　 设置 １ 个无障碍小便器ꎬ 应符合 ３ ７ ７－１ 的规定ꎻ

５　 设置 １ 个坐便器ꎬ 应符合 ３ ７ ７－６ 的规定ꎻ

６　 坐便器一侧宜设置边手盆ꎬ 边手盆高度应为 ７００ ｍｍ~８５０ ｍｍꎻ

【条文说明】 坐便器边手盆有助于减少轮椅使用者在不同洁具前来回移动ꎮ

７　 宜设置人造肛马桶并配套设置垃圾桶ꎬ 可根据航站楼功能区域分区设置ꎻ

８　 宜设置母婴及儿童洁具设施ꎬ 如儿童坐便器、 儿童小便器、 婴儿安全座椅、 可折叠式婴

儿护理台等ꎻ

９　 无障碍卫生间应结合洁具布置设置紧急呼叫按钮ꎮ 按钮应采用大面板式ꎮ 坐便器处应设

置高位和低位 ２ 个按钮ꎬ 高位按钮高度为 ７００ ｍｍ~７５０ ｍｍꎻ 低位按钮高度为 １８０ ｍｍ~ ３００ ｍｍꎬ

并距离抓杆前沿 １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ꎮ 宜结合无障碍小便器、 无障碍洗手盆等设施均匀设置高位及

低位呼叫按钮ꎮ

【条文说明】 无障碍卫生间内应根据洁具布置情况以及旅客活动范围ꎬ 设置高位、 低位呼叫按

钮ꎬ 满足正常使用或突发紧急情况 (如摔倒等) 均有呼叫按钮可覆盖到ꎮ 按钮采用大面板ꎬ 接

触面大ꎬ 方便身体各部位触发紧急呼叫ꎮ 坐便器旁呼叫按钮如图 ３ ８ ５－９ 所示ꎮ

图 ３ ８ ５－９　 坐便器旁呼叫按钮示意图 (单位: ｍｍ)

３ ８ ６　 无障碍卫生间内地面应平整防滑、 不积水ꎬ 墙面、 地面色彩应有较强对比ꎮ

３ ８ ７　 无障碍卫生间室内光线应柔和ꎬ 避免直射或产生炫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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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　 母婴室及母婴候机室

３ ９ １　 母婴室应为独立房间且面积不应小于 ６ ｍ２ꎬ 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不宜小于 １０ ｍ２ꎮ

３ ９ ２　 母婴室宜设置自动平移门或自动平开门ꎮ

３ ９ ３　 母婴室应设置换洗台、 消毒设备、 热水器、 婴儿安全座椅、 可折叠式婴儿护理台等设施

及功能ꎮ

３ ９ ４　 母婴室应结合家具、 设备设置紧急呼叫按钮ꎮ

３ ９ ５　 结合候机区设置母婴候机室ꎬ 候机室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３００ ｍꎮ

３ ９ ６　 母婴候机室应设置哺乳区、 换洗台、 消毒设备、 热水器、 婴儿安全座椅、 可折叠式婴儿

护理台ꎬ 宜设置儿童活动、 儿童睡眠等设施及功能ꎮ

３ ９ ７　 母婴候机室应结合家具、 设备设置紧急呼叫按钮ꎮ

３ １０　 私密检查室

３ １０ １　 私密检查室应为独立房间且面积不宜小于 ６ ｍ２ꎬ 应有直径不小于 １ ５ ｍ 的轮椅回转

空间ꎮ

３ １０ ２　 私密检查室应设置座椅、 置物台 (柜) 等设施ꎮ

【条文说明】 私密检查室如图 ３ １０ ２ 所示ꎮ

图 ３ １０ ２　 私密检查室示意图

１———置物台 (柜)ꎻ ２———座椅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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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０ ３　 私密检查室应有通风、 照明、 消防及紧急呼叫设施ꎮ

３ １１　 低位服务设施

３ １１ １　 低位柜台上表面距地面高度应为 ７００ ｍｍ~ ８５０ ｍｍꎬ 其下部应至少留出宽 ７５０ ｍｍ、 高

６５０ ｍｍ、 深 ４５０ ｍｍ 的容膝空间ꎮ

３ １１ ２　 低位饮水处接水口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１ １ ｍꎮ

３ １１ ３　 公用电话处应设有低位公用电话ꎬ 电话应设盲文按键ꎬ 电话安装高度为 ８５０ ｍｍ ~

１１００ ｍｍꎮ

３ １１ ４　 低位柜台、 饮水处、 公用电话前应有直径不小于 １ ５ ｍ 的轮椅回转空间ꎮ

３ １２　 无障碍检查通道

３ １２ １　 每个检查区域应设置不少于 １ 个无障碍检查通道ꎮ

３ １２ ２　 无障碍检查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１ ２ ｍꎮ

３ １２ ３　 无障碍自助通道设置的低位身份证扫描、 登机牌验证、 指纹识别、 面部识别等服务设

施高度应为 ８５０ ｍｍ~１１００ ｍｍꎮ

３ １３　 通道、 走廊

３ １３ １　 通道、 走廊的地面应防滑ꎬ 不应有高差ꎮ

３ １３ ２　 通道、 走廊的墙面在距地面 ２ ５ ｍ 高度范围内应尽量避免有突出物体ꎮ 若由于客观条件

限制ꎬ 物体突出大于 １００ ｍｍ 时ꎬ 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ꎮ

３ １３ ３　 通道、 走廊的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２ ｍꎮ

３ １３ ４　 通道、 走廊两侧墙面应设置高度为 １５０ ｍｍ 的护墙板或防护栏杆ꎮ

３ １３ ５　 通道、 走廊光照度不应小于 １２０ ｌｘꎮ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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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４　 无障碍标识

３ １４ １　 机场应设置无障碍设施位置标志及导向标识ꎮ

３ １４ ２　 无障碍设施标识应采用 ＧＢ / Ｔ １０００１ ９ 规定的无障碍设施图形符号ꎮ

３ １４ ３　 无障碍设施标识的设计应符合 ＧＢ / Ｔ ２０５０１ 的规定ꎮ

３ １４ ４　 无障碍设施标识的设置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５５６６ １ 的规定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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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旅客航站区站前广场

４ １　 停车场 (停车楼)

４ １ １　 停车场 (停车楼) 应设置不少于停车位数量 ２％且不少于 ２ 个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ꎮ

４ １ ２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应靠近停车场 (停车楼) 主要出入口、 行人出入口、 无障碍电梯、

坡道、 无障碍卫生间、 电话等ꎮ

４ １ ３　 停车场 (停车楼) 应设置提示性的无障碍标志ꎬ 应符合 ３ １４ 的规定ꎮ

４ ２　 航站楼车道边

４ ２ １　 航站楼车道边与车行道之间如有高差应设三面坡缘石坡道ꎬ 正面及侧面的坡度不应大于

１ ∶ １２ꎮ

４ ２ ２　 在靠近航站楼主要出入口的车道边应设置至少 １ 个无障碍停车位ꎮ

４ ２ ３　 车道边地面应平整、 防滑、 不易松动、 不积水ꎮ

４ ２ ４　 车道边应结合行人方向设置行进盲道ꎬ 与航站楼各出入口、 室外召援电话等处的提示盲

道相衔接ꎮ

４ ２ ５　 室外墙面不应有低于 ２ ５ ｍ 的突出物体伸入人行步道盲道范围内ꎮ

４ ２ ６　 航站楼前设有红绿灯的路口ꎬ 应设过街音响提示装置ꎮ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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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旅客航站楼

５ １　 旅客出发厅

５ １ １　 旅客出发厅应设置为残障者服务的低位问讯柜台ꎬ 柜台应符合 ３ １０ １ 的规定ꎮ 柜台应配

置为听觉残障者服务的写字板、 笔、 纸等书写工具ꎬ 宜配置听力辅助设备ꎮ

５ １ ２　 旅客出发厅应从航站楼出入口起设置连续盲道引导至就近服务柜台ꎬ 柜台前应设置提示

盲道ꎮ

５ １ ３　 旅客出发厅应设置至少 １ 个无障碍卫生间ꎮ

５ １ ４　 旅客出发厅供旅客休息、 等待的座位中应设置爱心座位和轮椅停放区ꎬ 在相应位置应设

置无障碍标志ꎮ

５ １ ５　 值机区在就近通道处应设置低位值机柜台ꎬ 柜台应符合 ３ １０ １ 的规定ꎮ

５ １ ６　 行李托运设备与地面宜无高差衔接ꎮ

【条文说明】 无高差行李托运设备如图 ５ １ ６ 所示ꎮ

图 ５ １ ６　 无高差行李托运设备示意图

５ １ ７　 自助值机设备操控区域高度应为 ８５０ ｍｍ~１１００ ｍｍꎮ

５ １ ８　 旅客出发厅如有楼层转换ꎬ 应设置无障碍电梯ꎬ 电梯应符合 ３ ５ 的规定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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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９　 旅客出发厅如有饮水处、 公用电话等服务设施ꎬ 应符合 ３ １１ ２ 至 ３ １１ ４ 的规定ꎮ

５ ２　 旅客检查区

５ ２ １　 各类检查区应设置低位验证柜台、 低位服务柜台ꎬ 柜台应符合 ３ １１ １ 的规定ꎮ

５ ２ ２　 各类检查区人工、 自助检查通道在就近旅客通道处应设置无障碍通道ꎮ

５ ２ ３　 安检区应设置至少 １ 个私密检查室ꎮ

５ ２ ４　 旅客检查区如有公共卫生间ꎬ 应设置至少 １ 个无障碍卫生间ꎮ

５ ２ ５　 旅客检查区如有楼层转换ꎬ 应设置至少 １ 部无障碍电梯ꎬ 电梯应符合 ３ ５ 的规定ꎮ

５ ２ ６　 旅客检查区如有饮水处、 公用电话等服务设施ꎬ 应符合 ３ １１ ２ 至 ３ １１ ４ 的规定ꎮ

５ ３　 旅客候机区

５ ３ １　 旅客候机区靠近登机口处应设置爱心座椅和轮椅停放区ꎬ 在相应位置应设置无障碍

标志ꎮ

５ ３ ２　 旅客候机区应设置至少 １ 个无障碍卫生间ꎮ

５ ３ ３　 旅客候机区登机口处应设置闪烁提示设施ꎮ

５ ３ ４　 旅客候机区如有楼层转换ꎬ 应设置无障碍电梯ꎬ 电梯应符合 ３ ５ 的规定ꎮ

５ ３ ５　 旅客候机区应设置至少 １ 个母婴室候机室ꎬ 母婴候机室应符合 ３ ９ ５ 至 ３ ９ ７ 的规定ꎮ

５ ３ ６　 旅客候机区如有饮水处、 公用电话等服务设施ꎬ 应符合 ３ １１ ２ 至 ３ １１ ４ 的规定ꎮ

５ ４　 旅客行李提取区

５ ４ １　 航站楼行李提取区应设置至少 １ 个无障碍卫生间ꎮ

５ ４ ２　 旅客行李提取区应设置爱心座椅和轮椅停放区ꎬ 在相应位置应设置无障碍标志ꎮ

５ ４ ３　 旅客行李提取区如有楼层转换ꎬ 应设置无障碍电梯ꎬ 电梯应符合 ３ ５ 的规定ꎮ

５ ４ ４　 旅客行李提取区如有饮水处、 公用电话等服务设施ꎬ 应符合 ３ １１ ２ 至 ３ １１ ４ 的规定ꎮ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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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旅客到达厅

５ ５ １　 旅客到达厅应设置爱心座椅和轮椅停放区ꎬ 在相应位置应设置无障碍标志ꎮ

５ ５ ２　 旅客到达厅应设置至少 １ 个无障碍卫生间ꎮ

５ ５ ３　 旅客到达厅内问讯、 班车售票处等服务设施应设置低位柜台ꎬ 柜台应符合 ３ １１ １ 的

规定ꎮ

５ ５ ４　 旅客到达厅如有楼层转换ꎬ 应设置无障碍电梯ꎬ 电梯应符合 ３ ５ 的规定ꎮ

５ ５ ５　 旅客到达厅如有饮水处、 公用电话等服务设施ꎬ 应符合 ３ １１ ２ 至 ３ １１ ４ 的规定ꎮ

５ ６　 商店、 银行、 邮政和餐厅等区域

５ ６ １　 旅客航站楼内商店、 银行、 邮政和餐厅等区域应设置低位柜台ꎬ 柜台应符合 ３ １１ １ 的

规定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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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登机桥与站坪设备

６ １　 旅客登机桥

６ １ １　 旅客登机桥固定端坡度不应大于 １ ∶ １０ꎬ 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不宜大于 １ ∶ １２ꎮ

６ １ ２　 旅客登机桥地面应防滑ꎮ

６ １ ３　 旅客登机桥入口、 中部转折处、 坡度转换处应铺设提示盲道ꎬ 提示盲道宽度应与登机桥

同宽ꎮ

６ １ ４　 旅客登机桥固定端、 活动端通道两侧应设置扶手ꎬ 扶手高度应为 ８５０ ｍｍ~９００ ｍｍꎮ 宜设

上、 下层扶手ꎬ 下层扶手高度应为 ６５０ ｍｍ~７０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旅客登机桥由于受飞机舱门高度、 服务车道净高约束ꎬ 坡度要求与航站楼内坡道不

同ꎮ 通过地面材质、 双层扶手、 坡度转折处提示等设计提高坡道的安全性ꎮ

６ ２　 旅客摆渡车及登机设备

６ ２ １　 旅客摆渡车及捷运设施内在靠近车门处应设置供轮椅使用者使用的轮椅车位ꎬ 轮椅车位

应设置固定轮椅设施ꎮ

６ ２ ２　 旅客摆渡车应具备无障碍功能ꎬ 或在摆渡车车门处应设置供轮椅使用者上、 下车且坡度

不应大于 １ ∶ １２ 的活动斜板ꎮ

６ ２ ３　 机场应配置不少于 １ 台供残障者旅客和老、 弱、 伤、 病者上、 下飞机的升降车或升降

设备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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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

参照”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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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无障碍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７６３—２０１２)

[２]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９ 部分: 无障碍设施符号 (ＧＢ / Ｔ １０００１ ９)

[３]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 １ 部分: 总则 (ＧＢ / Ｔ １５５６６ １)

[４]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ＧＢ / Ｔ ２０５０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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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０８０４) ６０ ００

２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３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６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９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８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９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０７５５) ３５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４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６—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总进度综合管控指南 (０８６７) ５０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０

３８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定价：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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