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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4〕87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持续做好
2024年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的通知

各区绿化市容局：

在各区的共同努力下，2023年“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

改造”为民办实事项目超额完成，取得良好成效。2024年，

市政府继续将“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列为本年度为

民办实事项目。为确保实事项目改造工作有序推进，现将改

造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做好年度实事项目推进工作提出以

下要求：

一、改造计划及进度安排

（一）全市三年总体计划

2023—2025年期间，对全市具备改造条件的环卫公厕全

部完成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其中，2023年已完成改造 22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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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计划完成改造 1350座，2025年对具备改造条件的环

卫公厕实现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全覆盖。

（二）2024年度总体计划、进度及各区改造指标

1.总体计划及进度安排

2024年度计划完成 1350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

进度安排如下：

3月底前，制定计划、分解任务，修改完善环卫公厕适

老化适幼化改造标准和验收标准（已完成，见附件 1）。

6月底前，启动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完成 300

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任务。

9月底前，全面推进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累计

完成 1080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任务。

10月底前，100%完成改造任务，累计完成 1350座环卫

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任务。

2.各区改造指标及进度安排

按照 2024年度总体计划及进度安排，结合各区实际情

况，各区承担的改造任务及进度安排如下：

区 全年改造量

（座）

6月底

累计完成

（座）

9月底

累计完成

（座）

10月底

累计完成

（座）

浦东新区 330 73 264 330

黄浦区 30 7 24 30

静安区 50 11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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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 40 9 32 40

长宁区 25 6 20 25

普陀区 50 11 40 50

虹口区 25 6 20 25

杨浦区 50 11 40 50

宝山区 50 11 40 50

嘉定区 90 20 72 90

松江区 130 29 104 130

奉贤区 70 16 56 70

闵行区 120 26 96 120

青浦区 100 22 80 100

金山区 100 22 80 100

崇明区 90 20 72 90

合计 1350 300 1080 1350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绿化市容局要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指定专人

负责项目推进，切实落实实事项目改造责任，做好整体统筹、

项目推进、协调指导和宣传推广等工作。要会同相关部门、

单位、作业公司，做好情况摸底、点位申报、指导推进、实

施改造、组织验收等工作，推进项目落地，确保按时优质完

成改造任务。

（二）落实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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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工作要求，各区应将环卫公

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纳入区政府实事项目总体安排，确保项

目建设资金尽早安排、优先保障、全面落实，提高资金支出

和使用效率。根据不同类型环卫公厕改造实际需求，各区绿

化市容局应会同区财政局、街镇等相关单位做好项目改造所

需经费的保障工作。

（三）强化品质监管

坚持“早安排、早启动、早推进、早建成”的原则，深

入推进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工作，持续打造适老化适

幼化改造的新样板。要更加注重广泛听取市民群众对于实事

项目的意见建议，更好满足市民的多样化如厕需求。围绕解

决老人、儿童及其他特殊人群的如厕困难，提升公厕人性化、

精细化、智能化服务水平。市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处应会同

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做好项目的整体协调和指导监督

工作，就项目推进进度进行检查、督促，对竣工验收情况进

行核实、评估。

各区绿化市容局要切实做好项目改造前后的相关文字

和图像资料的信息收集和报送工作，对照改造任务清单，分

解工作任务，确定改造点位，填写完成《2024年上海市环卫

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点位申报汇总表》（见附件 2），于

3月 11日前报送市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同时，于每月

25日前填报月进度报表（见附件 3），报送当月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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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宣传与引导力度

对环卫公厕进行改造时，应提前张贴改建告示，有条件

的可配置临时公厕，方便市民就近如厕。在公厕适老化适幼

化改造过程中，要加大对周边市民的宣传告知，大幅提升市

民的知晓率和满意度，以期扩大影响，全面推进本市公厕服

务能级再提升。

附件：1.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标准及验

收标准（2024年版）

2.2024年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点

位申报汇总表

3.2024年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项

目月进度报表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4年 3月 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4日印发



附件 1：

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标准及验收标准（2024年版）

一、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标准

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应结合各公厕具体情况，分级分类对照标准进行改造，以满足老人、

儿童如厕需求。本标准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要求，在满足《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

准》（DGT08-401-2016）、《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等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市环卫公厕实际制定。主要对配建第三卫生间、未配建第三

卫生间以及简易活动式三类将进行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的环卫公厕内部布局、设施设备配置以及标识标

牌等内容进行规范，共涉及通行安全、助力行走、自主如厕、服务优化 4大类。



改造标准具体项目分为基础类和提升类。基础类项目可满足一般情况下老人、儿童及其他特殊人

群如厕要求，是改造和配置的基本内容；提升类项目，各区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是为满足不同区域、

不同场景、不同群体需求的改造内容。

表 1 配建第三卫生间公厕改造标准

序号 类别 项目 功能 具体内容
项目

类型

1 通行安全
改造无障碍

坡道

便于行动不便老人、

轮椅、儿童推车等进

出。

出入口无障碍坡道宽度应不小于 0.9m；

坡道的坡度应符合《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

设计规范》（JGJ50-88）的有关规定；

坡道转弯处应设休息平台，平台的深度不应小于 1.5m；

在坡道的起点及终点，应留有深度不小于 1.5m 的轮椅缓冲

地带；

坡道两侧应在 0.9m 高度设扶手，两段坡道之间扶手应保持

连贯；

坡道侧面凌空时，在栏杆下端应设高度不小于 0.05m 的安

全挡台。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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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安全

移除门槛

移除门槛，保证老年

人、儿童进门无障

碍，方便轮椅进出。

门槛对通行，尤其是轮椅通行造成极大障碍，应拆除，填

平后保证过渡处平整。
基础

3 拓宽大门

对空间较窄门洞进

行拓宽，改善通过

性，方便轮椅等进

出。

对门宽较小的大门，在评估确保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应拓宽

门洞，以保证大门开启后的通行宽度不小于 0.8m，满足轮椅通

行的需要。

基础

4
提升视觉观

感度

防止老年人如厕因

光线过暗摔伤或因

光线过强产生眩晕。

灯具应避免使用直射光源、强刺激性光源;

男女厕所内分别不得少于两组照明灯具；

地面材料要避免产生炫光，色彩的选用尽量要与墙面明度

有区别，使边界显而易见；

基础

5

安装防撞护

角或防撞

条、提示标

识

在墙面阳角或设施

尖角处安装防撞护

角或者防撞条，避免

老年人、儿童磕碰划

伤，必要时粘贴提示

标识。

墙面阳角应做成圆角或切角；

材料推荐 PVC、有机玻璃、橡胶或泡沫材质。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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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安全

地面防滑处

理

在公厕出入口、公共

区域、厕间、第三卫

生间等区域，铺设防

滑块（卷）材、涂刷

防滑涂料或防滑剂；

在易潮湿部位可加

设防滑垫，避免老年

人、儿童滑倒，提高

安全性。

铺设防滑块（卷）材：可采用石材、陶瓷地砖及 PVC 地板、

木地板（严禁使用地板蜡）等，厕间优先用 PVC 地板或防滑地

砖；

涂刷防滑涂料：适用于原有水泥砂浆地面较为光滑，不满

足防护要求时。涂料可采用环氧、聚氨酯、聚丙烯酸酯、乙烯

基等树脂涂料；

涂刷防滑剂：适用于原有陶瓷地砖、石材、水磨石等地面

较为光滑，不满足防滑要求时。

基础

7
地面高差处

理

铺设水泥坡道或者

加设橡胶等材质的

可移动式坡道，保证

路面平滑，无高差障

碍，方便轮椅进出和

行动不便老人通过。

对出入口位置的高差，改造中应优先采用地面找坡、压条

找坡等方式；

当室内地面高差小于 3mm 时，应做抹角处理；当室内地面

高差在 3-15mm 时，应做斜面过度；当室内地面高差大于 15mm

时，应设置橡胶等材质的可移动坡道，并用显著的颜色标识提

示。

基础

8 改造厕间门
保证老年人用厕便

捷、安全。

厕间门应具备自闭功能，有显示使用状态的设备，空间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厕间门应能由管理人员从外开启。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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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行走

安装通行扶

手

在高差变化处、走

廊、楼梯等处安装扶

手，辅助老年人通

过。

室内有高差变化处，应加设竖向扶手；走廊和楼梯至少有

一侧应设置连续横向扶手；

应从入口处全流程连续设置助力扶手，应通向第三卫生间/

无障碍厕间、无障碍坐便位、无障碍小便位、无障碍洗手盆等；

扶手安装应确定安装扶手的墙壁有足够的强度，扶手和墙

体连接必须牢固；

扶手形状易于抓握，材质应选用木质、树脂等防滑、热惰

性指标优良的材料，直径以 35mm 为宜；

扶手安装高度 800-850mm，内侧距墙面应不小于 40mm，扶

手端部要向墙壁侧或下方弯曲 100mm，避免勾住衣物引起磕碰。

基础

10
改进无障碍

设施布局

便于老人减少行动

距离，就近如厕。

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厕间、无障碍坐便位、无障碍小便位、

无障碍洗手盆等应靠近公厕出入口设置。
提升

11

自主如厕

改造门把手

可用单手手掌或手

指轻松操作，增加摩

擦力和稳定性，方便

老年人、儿童开门。

开放期间处于常闭状态下的公厕大门门把手应采用下压式

门把手；下压式门把手可用单手手掌或者手指轻松操作，增加

摩擦力和稳定性；

把手材质应选用防滑、热惰性指标优良的材料。

基础

12 配置座便器

避免老年人应长时

间下蹲后起身困难，

出现身体不适。

男女厕所应至少设置一个坐便位；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厕间

大便位应配置坐便器，坐便器高度不应小于 390mm。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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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如厕

配置儿童座

便器
方便儿童自主用厕

第三卫生间或单独的无障碍厕间应至少配置一个儿童座便

器。
基础

14
配置落地式

小便器
方便儿童自主用厕。

男厕所、第三卫生间（单独的无障碍厕间）应至少设一个

落地小便器。
基础

15
安装便器位

扶手

辅助老年人起身、站

立、转身、坐下。

厕内每个便器位均应安装助力扶手；扶手的安全抓杆应安

装牢固；

如空间受限，无法在多个厕位安装助力扶手，应优先选择

靠近公厕出入口的厕位安装；

大便位优先考虑设置方便起身、坐下的 L 形或斜 45 度一字

型扶手；便器旁如无靠墙面，则至少在一侧设置 T形或 U形扶

手；

小便位应根据实际空间形状安装相适应类型的扶手。

基础

16
设置紧急呼

叫装置

便于老人遇到紧急

情况时，自主求助。

配置无障碍设施的厕间均应安装紧急呼叫器；巡回保洁公

厕可张贴提示标语，标明紧急联系方式；

呼叫器应有明显标志；坐便器旁边安装高度应距地

500mm-600mm。

基础

17
改造冲水设

备

方便老人、儿童卫生

安全用厕。
具备改造条件的应采用非接触式感应冲洗装置。 基础

18
改造成人洗

手盆

方便老年人坐轮椅

时自主洗手。

洗手台面高度不应大于 800mm，如考虑借助轮椅活动的老

年人，具备改造条件的洗手台下空间净高不宜小于 680mm。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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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如厕

改造低位洗

手盆
方便儿童自主洗手。

男女厕所或第三卫生间应至少设置一个低位洗手盆；高度

和深度应适合儿童使用。
基础

20 改造水龙头
方便老年人、儿童开

关水阀。

应采用感应式或拨杆式水龙头，有条件的应优先采用感应

式水龙头。
基础

21
加装相关辅

助设施设备

保证老年人用厕卫

生。

实现马桶盖自动感应抬起、自动更换坐垫圈、自动清洁消

毒、自动冲洗干燥等功能。
提升

22

安装儿童坐

便器坐垫卫

生装置

保障儿童用厕卫生

安全。
有条件的公厕可设儿童坐便器坐垫卫生装置。 提升

23

服务优化

加贴标识

标志

引导老年人或儿童

正确找到专用公厕、

厕间。

完成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的环卫公厕应在公厕进门处张贴

“适老化适幼化公共厕所”专用标识；

完成改造的厕间应在厕间门上张贴“适老化厕间”“适幼化

厕间”标识，如同时兼具两项功能可合并设置“适老化适幼化

厕间”标识。

基础

24 安装托婴板
方便大人为婴儿进

行护理。

应可折叠，应固定在墙上；有条件的可配置固定式婴儿护

理台。
基础

25
安装儿童安

全座椅

便于大人如厕时照

看随行幼儿。

应可折叠，儿童安全座椅长度不宜小于 450mm,宽度不宜小

于 420mm,高度宜为 500mm。应固定在墙上。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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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优化

安装成人可

折叠座椅

便于老年人或其陪

同者临时休息。
可设成人可折叠座椅，应固定在墙上。 提升

27
配置语音提

示功能

防止老年人如厕后

遗忘随身物品。

应在公厕内各独立封闭空间设置“请勿遗忘随身物品”等

内容的语音提示装置。
提升

28 设置休息区
为老年人提供临时

休息场地。

应提供座椅；在休息区域张贴通用标识，明确标注为老年

人在内的老幼病残孕群体提供临时休息服务。
提升

29 配备手杖

辅助老年人平稳站

立和行走，包含三脚

或者四脚手杖、凳拐

等。

平衡能力欠佳的老人，选择三脚或四脚手杖；

手有一定握力的体弱者，需要在行走中休息的老人，选择

凳拐。

提升

30
配备轮椅或

助行器

辅助家人、照护人员

推行或帮助老年人

站立行走。

两上肢肌力差、不能充分支撑体重的老年人，选用支持型

助行器；

下肢行动不便者，配置轮椅。

提升



表 2 未配置第三卫生间公厕改造标准

序号 类别 项目 功能 具体内容
项目

类型

1

通行安全

改造无障碍

坡道

便于行动不便老人、

轮椅、儿童推车等进

出。

出入口无障碍坡道宽度应不小于 0.9m；

坡道的坡度应符合《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

设计规范》（JGJ50-88）的有关规定；

坡道转弯处应设休息平台，平台的深度不应小于 1.5m；

在坡道的起点及终点，应留有深度不小于 1.5m 的轮椅缓冲

地带；

坡道两侧应在 0.9m 高度设扶手，两段坡道之间扶手应保持

连贯；

坡道侧面凌空时，在栏杆下端应设高度不小于 0.05m 的安

全挡台。

基础

2 移除门槛

移除门槛，保证老年

人、儿童进门无障

碍，方便轮椅进出。

门槛对通行，尤其是轮椅通行造成极大障碍，应拆除，填

平后保证过渡处平整。
基础



3

通行安全

拓宽大门

对空间较窄门洞进

行拓宽，改善通过

性，方便轮椅等进

出。

对门宽较小的大门，在评估确保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应拓宽

门洞，以保证大门开启后的通行宽度不小于 0.8m，满足轮椅通

行的需要。

基础

4
提升视觉观

感度

防止老年人如厕因

光线过暗摔伤或因

光线过强产生眩晕。

灯具应避免使用直射光源、强刺激性光源;

男女厕所内分别不得少于两组照明灯具；

地面材料要避免产生炫光，色彩的选用尽量要与墙面明度

有区别，使边界显而易见；

基础

5

安装防撞护

角或防撞

条、提示标

识

在墙面阳角或设施

尖角处安装防撞护

角或者防撞条，避免

老年人、儿童磕碰划

伤，必要时粘贴提示

标识。

墙面阳角应做成圆角或切角；

材料推荐 PVC、有机玻璃、橡胶或泡沫材质。
基础



6

通行安全

地面防滑处

理

在公厕出入口、公共

区域、厕间等区域，

铺设防滑块（卷）材、

涂刷防滑涂料或防

滑剂；在易潮湿部位

可加设防滑垫，避免

老年人、儿童滑倒，

提高安全性。

铺设防滑块（卷）材：可采用石材、陶瓷地砖及 PVC 地板、

木地板（严禁使用地板蜡）等，厕间优先用 PVC 地板或防滑地

砖；

涂刷防滑涂料：适用于原有水泥砂浆地面较为光滑，不满

足防护要求时。涂料可采用环氧、聚氨酯、聚丙烯酸酯、乙烯

基等树脂涂料；

涂刷防滑剂：适用于原有陶瓷地砖、石材、水磨石等地面

较为光滑，不满足防滑要求时。

基础

7
地面高差处

理

铺设水泥坡道或者

加设橡胶等材质的

可移动式坡道，保证

路面平滑，无高差障

碍，方便轮椅进出和

行动不便老人通过。

对出入口位置的高差，改造中应优先采用地面找坡、压条

找坡等方式；

当室内地面高差小于 3mm 时，应做抹角处理；当室内地面

高差在 3-15mm 时，应做斜面过度；当室内地面高差大于 15mm

时，应设置橡胶等材质的可移动坡道，并用显著的颜色标识提

示。

基础

8 改造厕间门
保证老年人用厕便

捷、安全。

厕间门应具备自闭功能，有显示使用状态的设备，空间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厕间门应能由管理人员从外开启。
基础



9

助力行走

安装通行扶

手

在高差变化处、走

廊、楼梯等处安装扶

手，辅助老年人通

过。

室内有高差变化处，应加设竖向扶手；走廊和楼梯至少有

一侧应设置连续横向扶手；

应从入口处全流程连续设置助力扶手，应通向改造厕间、

无障碍坐便位、无障碍小便位、无障碍洗手盆等；

扶手安装应确定安装扶手的墙壁有足够的强度，扶手和墙

体连接必须牢固；

扶手形状易于抓握，材质应选用木质、树脂等防滑、热惰

性指标优良的材料，直径以 35mm 为宜；

扶手安装高度 800-850mm，内侧距墙面应不小于 40mm，扶

手端部要向墙壁侧或下方弯曲 100mm，避免勾住衣物引起磕碰。

基础

10
改进无障碍

设施布局

便于老人减少行动

距离，就近如厕。

无障碍厕间、无障碍坐便位、无障碍小便位、无障碍洗手

盆等应靠近公厕出入口设置。
提升

11

自主如厕

改造门把手

可用单手手掌或手

指轻松操作，增加摩

擦力和稳定性，方便

老年人、儿童开门。

开放期间处于常闭状态下的公厕大门门把手应采用下压式

门把手；下压式门把手可用单手手掌或者手指轻松操作，增加

摩擦力和稳定性；

把手材质应选用防滑、热惰性指标优良的材料。

基础

12 配置座便器

避免老年人应长时

间下蹲后起身困难，

出现身体不适。

男女厕所应至少设置一个坐便位；无障碍厕间大便位应配

置坐便器，具备改造条件的坐便器高度不应小于 390mm。
基础



13

自主如厕

配置儿童座

便器
方便儿童自主用厕

具备改造空间的单独无障碍厕间应至少配置一个儿童座便

器；不具备改造空间的，应在男女厕间各至少加装一个儿童坐

便垫圈。

提升

14
配置落地式

小便器
方便儿童自主用厕。

男厕所、具备改造空间的单独无障碍厕间应至少设一个落

地小便器。
基础

15
安装便器位

扶手

辅助老年人起身、站

立、转身、坐下。

厕内每个便器位均应安装助力扶手；扶手的安全抓杆应安

装牢固；

如空间受限，无法在多个厕位安装助力扶手，应优先选择

靠近公厕出入口的厕位安装；

大便位优先考虑设置方便起身、坐下的 L 形或斜 45 度一字

型扶手；便器旁如无靠墙面，则至少在一侧设置 T形或 U形扶

手；

小便位应根据实际空间形状安装相适应类型的扶手。

基础

16
安装紧急呼

叫器

便于老人遇到紧急

情况时，自主求助。

配置无障碍设施的厕间均应安装紧急呼叫器；巡回保洁公

厕可张贴提示标语，标明紧急联系方式；

呼叫器应有明显标志；坐便器旁边安装高度应距地

500mm-600mm。

基础

17
改造冲水设

备

方便老人、儿童卫生

安全用厕。
具备改造条件的应采用非接触式感应冲洗装置。 基础



18

自主如厕

改造成人洗

手盆

方便老年人坐轮椅

时自主洗手。

洗手台面高度不应大于 800mm，如考虑借助轮椅活动的老

年人，具备改造条件的洗手台下空间净高不应小于 680mm。
基础

19
改造低位洗

手盆
方便儿童自主洗手。

男女厕所应至少设一个低位洗手盆；高度和深度应适合儿

童使用。
提升

20 改造水龙头
方便老年人、儿童开

关水阀。

应采用感应式或拨杆式水龙头，有条件的应优先采用感应

式水龙头。
基础

21
加装相关辅

助设施设备

保证老年人用厕卫

生。

实现马桶盖自动感应抬起、自动更换坐垫圈、自动清洁消

毒、自动冲洗干燥等功能。
提升

22

安装儿童坐

便器坐垫卫

生装置

保障儿童用厕卫生

安全。
有条件的公厕可设儿童坐便器坐垫卫生装置。 提升

23 服务优化
加贴标识

标志

引导老年人或儿童

正确找到专用公厕、

厕间。

完成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的环卫公厕应在公厕进门处张贴

“适老化适幼化公共厕所”专用标识；

完成改造的厕间应在厕间门上张贴“适老化厕间”“适幼化

厕间”标识，如同时兼具两项功能可合并设置“适老化适幼化

厕间”标识。

基础



24

服务优化

安装托婴板
方便大人为婴儿进

行护理。

应可折叠，应固定在墙上；有条件的可配置固定式婴儿护

理台。
提升

25
安装儿童安

全座椅

便于大人如厕时照

看随行幼儿。

应可折叠，儿童安全座椅长度不宜小于 450mm,宽度不宜小

于 420mm,高度宜为 500mm。应固定在墙上。
提升

26
安装成人可

折叠座椅

便于老年人或其陪

同者临时休息。
可设成人可折叠座椅，应固定在墙上。 提升

27
配置语音提

示功能

防止老年人如厕后

遗忘随身物品。

应在公厕内各独立封闭空间设置“请勿遗忘随身物品”等

内容的语音提示装置。
提升

28 设置休息区
为老年人提供临时

休息场地。

应提供座椅；在休息区域张贴通用标识，明确标注为老年

人在内的老幼病残孕群体提供临时休息服务。
提升

29 配备手杖

辅助老年人平稳站

立和行走，包含三脚

或者四脚手杖、凳拐

等。

平衡能力欠佳的老人，选择三脚或四脚手杖；

手有一定握力的体弱者，需要在行走中休息的老人，选择

凳拐。

提升

30
配备轮椅或

助行器

辅助家人、照护人员

推行或帮助老年人

站立行走。

两上肢肌力差、不能充分支撑体重的老年人，选用支持型

助行器；

下肢行动不便者，配置轮椅。

提升



表 3简易活动式公厕改造标准

序号 类别 项目 功能 具体内容
项目

类型

1

通行安全

改造门槛

改造门槛，保证老年

人、儿童进门无障

碍。

门槛对通行造成障碍的，应拆除、填平或找坡平缓过度后

保证过渡。
提升

2
提升视觉观

感度

防止老年人如厕因

光线过暗摔伤或因

光线过强产生眩晕。

灯具应避免使用直射光源、强刺激性光源;

地面材料要避免产生炫光，色彩的选用尽量要与墙面明度

有区别，使边界显而易见；

基础

3

安装防撞护

角或防撞

条、提示标

识

在墙面阳角或设施

尖角处安装防撞护

角或者防撞条，避免

老年人、儿童磕碰划

伤，必要时粘贴提示

标识。

墙面阳角应做成圆角或切角；

材料推荐 PVC、有机玻璃、橡胶或泡沫材质。
基础



4

通行安全

地面防滑处

理

在公厕出入口、公共

区域、厕间等区域，

铺设防滑块（卷）材、

涂刷防滑涂料或防

滑剂；在易潮湿部位

可加设防滑垫，避免

老年人、儿童滑倒，

提高安全性。

铺设防滑块（卷）材：可采用石材、陶瓷地砖及 PVC 地板、

木地板（严禁使用地板蜡）等，厕间优先用 PVC 地板或防滑地

砖；

涂刷防滑涂料：适用于原有水泥砂浆地面较为光滑，不满

足防护要求时。涂料可采用环氧、聚氨酯、聚丙烯酸酯、乙烯

基等树脂涂料；

涂刷防滑剂：适用于原有陶瓷地砖、石材、水磨石等地面

较为光滑，不满足防滑要求时。

基础

5
地面高差处

理

铺设水泥坡道或者

加设橡胶等材质的

可移动式坡道，保证

路面平滑，无高差障

碍，方便轮椅进出和

行动不便老人通过。

对出入口位置的高差，改造中应优先采用地面找坡、压条

找坡等方式；

当室内地面高差小于 3mm 时，应做抹角处理；当室内地面

高差在 3-15mm 时，应做斜面过度；当室内地面高差大于 15mm

时，应设置橡胶等材质的可移动坡道，并用显著的颜色标识提

示。

提升

6 改造厕间门
保证老年人用厕便

捷、安全。

厕间门应具备自闭功能，有显示使用状态的设备，空间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厕间门应能由管理人员从外开启。
基础



7 助力行走
安装通行扶

手

在高差变化处、走

廊、楼梯等处安装扶

手，辅助老年人通

过。

有高差变化处，应加设竖向扶手；走廊和楼梯至少有一侧

应设置连续横向扶手；

应从入口处全流程连续设置助力扶手；

扶手安装应确定安装扶手的墙壁有足够的强度，扶手和墙

体连接必须牢固；

扶手形状易于抓握，材质应选用木质、树脂等防滑、热惰

性指标优良的材料，直径以 35mm 为宜；

扶手安装高度 800-850mm，内侧距墙面应不小于 40mm，扶

手端部要向墙壁侧或下方弯曲 100mm，避免勾住衣物引起磕碰。

基础

8

自主如厕

改造门把手

可用单手手掌或手

指轻松操作，增加摩

擦力和稳定性，方便

老年人、儿童开门。

开放期间处于常闭状态下的公厕对外开门应采用下压式门

把手；下压式门把手可用单手手掌或者手指轻松操作，增加摩

擦力和稳定性；

把手材质应选用防滑、热惰性指标优良的材料。

提升

9 配置座便器

避免老年人应长时

间下蹲后起身困难，

出现身体不适。

应至少设置一个坐便位，大便位应配置坐便器，坐便器高

度不应小于 390mm。
提升

10 配置小便器 方便儿童自主用厕。 至少设一个落地便器或儿童小便器。 基础



11

自主如厕

安装便器位

扶手

辅助老年人起身、站

立、转身、坐下。

厕内每个便器位均应安装助力扶手；扶手的安全抓杆应安

装牢固；

如墙体受力受限，无法在多个厕位安装助力扶手，应至少

确保一个厕位安装；

大便位优先考虑设置方便起身、坐下的 L 形或斜 45 度一字

型扶手；便器旁如无靠墙面，则至少在一侧设置 T形或 U形扶

手；

小便位应根据实际空间形状安装相适应类型的扶手。

基础

12
设置紧急呼

叫装置

便于老人遇到紧急

情况时，自主求助。

配置无障碍设施的厕间均应安装紧急呼叫器；巡回保洁公

厕可张贴提示标语，标明紧急联系方式；

呼叫器应有明显标志；坐便器旁边安装高度应距地

500mm-600mm。

基础

13
改造冲水设

备

方便老人、儿童卫生

安全用厕。
具备改造条件的应采用非接触式感应冲洗装置。 提升

14 改造水龙头
方便老年人、儿童开

关水阀。

应采用感应式或拨杆式水龙头，有条件的应优先采用感应

式水龙头。
基础



15

服务优化

加贴标识

标志

引导老年人或儿童

正确找到专用公厕、

厕间。

完成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的环卫公厕应在公厕进门处张贴

“适老化适幼化公共厕所”专用标识；

完成改造的厕间应在厕间门上张贴“适老化厕间”“适幼化

厕间”标识，如同时兼具两项功能可合并设置“适老化适幼化

厕间”标识。

基础

16 安装托婴板
方便大人为婴儿进

行护理。
有条件的应固定在墙上，应可折叠。 提升

17
配置语音提

示功能

防止老年人如厕后

遗忘随身物品。

应在公厕内各独立封闭空间设置“请勿遗忘随身物品”等

内容的语音提示装置。
提升

18 设置休息区
为老年人提供临时

休息场地。

应提供座椅；在休息区域张贴通用标识，明确标注包含为

老年人在内的老幼病残孕群体提供临时休息服务。
提升

19 配备手杖

辅助老年人平稳站

立和行走，包含三脚

或者四脚手杖、凳拐

等。

平衡能力欠佳的老人，选择三脚或四脚手杖；

手有一定握力的体弱者，需要在行走中休息的老人，选择

凳拐。

提升

20 配备助行器

辅助家人、照护人员

帮助老年人站立行

走。

两上肢肌力差、不能充分支撑体重的老年人，选用支持型

助行器。
提升



二、验收标准

各区绿化市容部门对附件 2申报表格中所报公厕，按照“完成一座验收一座”的要求，会同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对申报的配建第三卫生间的公厕，在完成全部“基础”项目和至少 5

个“提升”项目的改造后，予以验收通过；未配建第三卫生间的公厕，在完成全部“基础”项目和至

少 3个“提升”项目（其中至少应有一项适幼化相关项）的改造后，予以验收通过；简易活动式公厕，

在完成全部“基础”项目和至少 2个“提升”项目的改造后，予以验收通过。市绿化市容部门对竣工

验收情况进行信息统计、核实，评估。所有项目应当于 10月中旬前完成全部项目竣工验收，并 10

月底前完成对外开放。



表 1

2024 年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项目验收表

（配建第三卫生间公厕）

公厕名称 公厕位置

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

建设单位 投入资金

施工单位 管理单位

基本条件

项目类型 验收项目 有无改造

基础项

改造无障碍坡道

移除门槛

拓宽大门

提升视觉观感度

安装防撞护角或防撞条、提示标识

地面防滑处理

地面高差处理

改造厕间门

安装通行扶手

改造门把手

配置座便器

配置儿童座便器

配置落地式小便器

安装便器位扶手

设置紧急呼叫装置



基础项

改造冲水设备

改造成人洗手盆

改造低位洗手盆

改造水龙头

加贴标识标志

安装托婴板

提升项

改进无障碍设施布局

加装相关辅助设施设备

安装儿童坐便器坐垫卫生装置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安装成人可折叠座椅

配置语音提示功能

设置休息区

配备手杖

配备轮椅或助行器

是否验收通过：

施工单位（盖章）：

签字：

日期：

验收单位（盖章）：

签字：

日期：

区绿化市容局（盖章）：

签字：

日期：

（验收表请正反面打印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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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点位申报汇总表

区绿化市容局:（公章） 填表人： 电话： 填表日期： 月 日

序
号

所在街镇 公厕名称
公厕地址

（具体路名弄号）
计划投资
（万元）

拟开工
时间

拟完成
时间

改造公厕
类型

联系人 手机号码

1

2

3

..

..

..
注：1、改造公厕类型分为配建第三卫生间公厕、未配建第三卫生间公厕、简易活动式公厕，请选择其一填写。

2、请各区绿化市容局填写后，加盖区局公章，于 3 月 11 日前报送至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公厕管理科

联系人：季雯 1810167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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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项目月进度报表

区绿化市容局: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月 日

计划开工数量（座） 实际开工数量（座）

计划完成数量（座） 实际完成数量（座）

至当月累计开工数量（座） 年度计划投资（万元）

至当月累计完成数量（座） 至当月累计完成投资（万元）

至当月累计完成数量

占年度计划比例

至当月累计完成投资

占年投资比例

工作动态与存在问题

注：各区统计员于每月 25日前将此表报送至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公厕

管理科。联系人：季雯 18101678311。


	AH2315000-2024-002
	AH2315000-2024-002附件1
	AH2315000-2024-002附件2
	AH2315000-2024-002附件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