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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导则

为深刻理解并突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推动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匹配国

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定位，为新时代新阶段的北京公园建设

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维、新抓手、新路径，为全民提供更优

质的绿色福祉，落实《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城镇园林绿化发展

规划》，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用于指导北京市新建、改建、扩建的综合公园、

社区公园、游园的全龄友好功能提升建设工作，其它绿色游

憩空间全龄友好功能提升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01  建设目的

02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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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导则

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还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的规定。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

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2016）

《园林绿化科普标识设置规范》DB11_T 1615

《北京市城市森林建设指导书》

《适宜北京地区节水耐旱植物名录》

全龄友好型公园是指在公园建设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

的理念，充分考虑全年龄段，特别是老年、儿童、残障人士

等弱势群体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因地制宜地提供健康、安全、

舒适、充满关爱的高品质公园环境及服务设施，提升公园的

服务效能与使用体验。

03  规范性引用文件

04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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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导则

充分考虑各年龄段市民多样化的游憩需求，融入普惠大众、

儿童友好、适老化设计和健康中国等理念，以全年龄段公园使

用者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身心需求为导向，提供健康、安

全、便捷、适用的活动场所、服务设施和亲近自然的优美环境，

建设充满人文关怀的公园。

5.1 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

5.2 坚持统筹兼顾，突出全龄特色

统筹公园全龄友好功能和周边环境的关系，统筹公园新增

全龄友好功能与原有服务功能的关系，兼顾不同人群多种需求，

统筹园内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关系。全龄友好型公园应统筹各年

龄人群尤其是对老年人、儿童等生理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服务，

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爱和同情。

5.3 坚持因地制宜，把握精准施策

充分结合公园的资源环境、定位、现状基础条件等特点，

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精准分析公园的服务人群需求，

形成适合本公园的全龄友好策略和建设方式。

05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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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坚持创新引领，推动高质发展

应探索实践以全龄友好理念推动北京市公园高质量发展的

新路径、新方法、新范式，坚持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创新引领，

创新思维，创新建设方式，创新服务理念，进一步提升公园绿

地的服务功能和公益价值，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

供坚实保障。

5.5 坚持包容共享，构建复合保障

以全龄友好理念为核心内涵，包容多种需求，融入交互设

计、智慧园林、生物多样性等理念和手段，全方位多层次增强

不同使用人群的舒适感、归属感和体验感，构建充满活力和关

爱的复合共享型公园。倡导建管并重，保障公园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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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导则

07  总体要求

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应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35年》、分区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上位规划对公园定

位的要求，并与公园总体要求相一致。

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应充分调研公园绿地的用地条件、

建设状况、周边环境及使用人群需求，科学评估公园服务能

力，准确定位其全龄友好的服务人群和功能。

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宜在公园总体设计要求的基础上，

满足全年龄段（包括中青年）的休闲游憩需求，同时有针对

性的满足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需求，可选择

性、差异化地进行公园建设，营造相宜的公园环境。

针对中青年群体的公园建设应执行《公园设计规范》相

关要求。

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应增进对公园安全性的关注和保障，

包括公园场所、场地的安全性，设施和材料等建设细部的安

全性、植物的安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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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具体要求

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活动场地应相对独立，保障其安全性，

合理规划可快速到达的路径，宜安排在距离公园出入口较近

的区域。

在老年人、残障人士使用的活动空间内，应充分满足无

障碍设计要求。

场地路面应平整，并做好防滑处理。地面坡度不宜过大，

避免影响婴儿车、轮椅、步行器 的稳定停放；地面铺装应采

用防滑系数高、硬度适宜的地面材料；有高差的地方应采取

适宜的安全措施。

场地宜考虑遮阳、避雨需求，合理种植植物或配置相应

设施。

合理布置球类运动、健身点、健身步道等类型不同的符

合各年龄层人群需求的体育健身场地，并完善配套设施。有

条件的公园鼓励配置篮球、足球、网球等球类运动体育设施

以满足广大中青年、青少年就近开展球类运动需求的小型运

动场地；球类运动均要求场地风速较低，场地周边可通过地

形、构筑物、植被等遮风。

宜将产生噪音的活动场地远离住宅区域布置，需考虑降

噪处理。

7.1 活动场地

7.1.1 基本要求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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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活动场地宜根据儿童不同成长阶段的行为特征有区

别、有层次地进行设计和建设。可划分为婴幼儿区（0-3岁）、

学龄前儿童区（3-6岁）、学龄儿童区（7-12岁）、少年活动

区（13-17岁）、混龄儿童交往区等。

7.1.2 儿童活动场地

满足四大年龄
不同成长需求

3-6岁
学龄前
儿童期

6-12岁
学龄
儿童期

13-17岁

少年期

生理：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需要家长看护

心理：通过触觉、听觉、嗅觉感知世界

社会：对家长需求强烈

生理：行为能力不健全，仍需家长看护

心理：喜欢跑动、乐于创造

社会：亲子关系需求强烈

生理：行为能力成熟，需提升身体机能

心理：求知、想象、创造、竞争意识强烈

社会：社交需求强烈，喜欢集体活动

生理：身体机能成熟

心理：技能学习、独立思考

社会：以交友为目的的团体活动

0-3岁
婴儿期

4

图7.1-1   
儿童四大年龄成长需求图

⚫ 婴幼儿活动区（0-3岁），宜利用自然元素，如草坪、沙地等构建

满足触觉、嗅觉、视觉发展需求，以及跳跃、爬行等身体活动的需

求；并应考虑布置监护人休息区，保持视线通透。

⚫ 学龄前儿童区（3-6岁），宜设置一些简单的活动器械，如滑梯、

秋千、滚筒等，满足多种游戏活动的需求；并考虑亲子设施的布置。

⚫ 学龄儿童区（6-12岁） ，宜通过区分动静空间，满足活动的多样

性。包括多种体育游戏场地，如球场、滑板、旱冰；以及攀爬架、

丛林冒险等具有挑战性的活动设施；以及富有野趣的自然环境场地，

结合科普教育，增强儿童的自然探索能力。

⚫ 少年活动区（13-17岁） ，宜布置具有一定竞争性、社会性、实践

性的团体活动场地，如足球、篮球体育场地、社交场地等。

⚫ 混龄交往区，满足不同年龄儿童的群体活动和交往需求，合理营造

可聚集又有适当分隔的复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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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通过保留或营造自然性的环境，融入能够刺激五感

的活动内容，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

7.1.2 儿童活动场地

图7.1-2 
儿童感知自然、认知自然、
参与自然意向图

儿童活动场地铺装材料宜采用柔软、耐久的天然材料，

如橡胶、砂砾、防腐木等质地较软的材料，防止儿童摔伤。

儿童活动场地的铺装、地形、植被、设施等应结合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儿童的喜好，开发基础设施的游戏潜在性，

尽力增加空间的趣味性和特色性。

儿童活动场地周围不宜种植过度遮挡视线的树木，保持

良好的可通视性，便于看护。儿童活动场地在满足儿童活动

需求的同时也需充分考虑看护成年人、老年人亲子互动、看

护休憩的需求。

⚫ 感知自然：以自然环境，如森林、溪流等作为活动场所，采用可循

环利用的自然材料，如木桩、树皮、卵石等，充分调动儿童的感官

参与，让儿童感知到真实的自然、身边的自然。

⚫ 认知自然：以自然认知为核心，布置不同主题性趣味科普景观设施、

科普标识牌，引导儿童参与科普体验，培养自然探究的能力。

⚫ 参与自然：宜增加劳作体验性活动，如儿童植物种植园、园艺活动

区域等劳作区域，加强儿童认识自然的兴趣和环保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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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活动场地应保证有良好的物理环境，争取良好的

日照，夏季通风，冬季挡风，并避免炫光，远离污染源、噪

声源。

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变化，生理、心理需求变化，提

供满足健身、休憩、娱乐、康复、代际融合等多种类型活动

空间。

7.1.3 老年活动场地

⚫ 针对不同的活动类型，提供不同空间尺度的场地、活动设施。康体

型空间如健身、健步走、太极拳等，娱乐型空间如广场舞、棋牌等，

学习型空间如书法、园艺活动等，并根据活动特性考虑动、静分区

设计且有一定的距离与遮蔽。

⚫ 宜根据不同活动的领域属性，考虑场地的领域特质。个人活动场地

需突出私密性，集体活动场地需增强场地的开放交往性，加强有相

同爱好的老年群体的相互认同。

⚫ 宜根据老年人的康复需求设置康复花园，提供园艺疗法、宠物疗法、

森林浴疗法、芳香疗法、步态训练等不同场地，运用色彩、声音、

气味、质感充分刺激人体五大感官系统，针对性提高身体机能，达

到疗愈效果。

⚫ 合理布置代际融合场地、设施，可同时满足多代人活动、休憩、交

流的需求。

应用自然元素，

加强五感刺激，

达到疗愈效果

声环境：避免噪音干扰

温湿环境：有阳光照射、

夏季通风、 庇荫，冬季

挡风

光环境：避免炫光

保障体育锻炼、

强身健体的需求 3

安全、舒适
物理环境

五感
刺激

强健
体魄

满足三大
生理需求

针对不同活动，提

供不同尺度、领域

性的空间，增强归

属感

提供多种类型老年人

学习、交往的空间，

充实老年人的生活

提供舞台等展示

空间,满足对精

神追求的关爱 3
充实感

归属感自我价值
实现

满足三大
心理需求

图7.1-3  
老年人生理需求分析

图7.1-4  
老年人心理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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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活动场地地面铺装应采用防滑系数高、硬度适宜的

地面材料；保证排水顺畅；且不宜采用缝隙较大的地砖、松

散的材料铺地。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避免影响轮椅、步

行器的稳定停放。

倡导为老年人提供自我展示的空间，如表演空间、宣传

展示窗口等。

7.1.3 老年活动场地

宜从残障人士人体尺度和行为特点出发，合理布局场地、

设施的使用幅度、高度、半径，并降低设施的操作难度，满

足残障人士参与各类活动的需求。

场地宜针对残障人士不同的感官障碍，提供其他感官补

偿措施，并保障设施的系统性，避免残障人士在公园内迷失

方向，如使用不同触感的铺装材料区分不同功能，或增加听

觉引导装置。有条件的公园，可配备智能系统发声耳机，对

其所处地段进行语音提示并解说。

场地应保持路径上无障碍，包括地面无障碍与净空无障

碍。场地旁边应设置盲道警示砖或护栏提示、保护残障人士

行走时的安全，并考虑低位扶手。

7.1.4 残障人士活动场地

满足四大
心理需求

安全的无障碍系统、生态环境、社会环境

是保障残障人士参与公园活动的基础条件

系统的无障碍设计，保障使用者的安全且不

被其他元素干扰

保障无障碍设施操作可用并易用，满足残

障人士参与活动的需求

合理的无障碍设施可促进残障人士的

公平的社会交往，精神交流

安全性

系统性

易用性

公平性 4

图7.1-5 
残障人士心理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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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戏场内游戏设施应按不同年龄分组，有针对性的

进行设计。可分别针对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及身体协调

等各方面提供锻炼设施。

儿童游戏设施应符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 

8408—2018 ）、《玩具安全》（GB 6675—2014）的规定。

无威胁安全的尖角，保障材质安全，设施空间尺度与儿童生

理尺度的契合。

老年健身设施应充分考虑介助、介护老人的特征与需求。

宜增加针对疾病康复、治疗需求的康复性活动设施，设施周

边宜考虑拐杖、步行器、轮椅的摆放以及看护人员的辅助空

间。

宜设置老年健步道类型，健步道可与步行道结合。宜根

据不同的健身康复需求，设置不同长度、坡度的健步道，并

形成环路、标注距离；健步道宜采用硬度弹性适宜的地面材

料。

对于有园艺康复活动功能的花台、花坛等，尺度应便于

轮椅使用者靠近、观赏和触摸。

7.2.1 游戏健身设施

7.2 游憩设施

图7.2-1 
儿童游戏设施、老年健身
设施、园艺活动设施意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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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座椅宜有扶手、靠背，靠近座椅处设置盲文标志，

指导盲人入座；同时应在座椅旁边设置轮椅停靠处。

儿童活动场地座椅宜考虑成人、儿童分别适宜的两种高

度，休憩设施与儿童游乐设施可以考虑结合设计；座椅旁宜

设置婴儿车停放空间。

7.2.2 休息座椅

7.2.3 其他游憩设施

台地、坡地、台阶、水边宜设置栏杆，并设置双层扶手，

充分考虑介助、介护老人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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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咨询窗口、游客服务中心应设置低位服务台、存包

处，并提供轮椅寄存、租赁服务。

卫生间应考虑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的特殊需求。宜

提供儿童卫生间、亲子卫生间、儿童洗手台、母婴室、尿布

台等，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

的有关规定。

卫生间应考虑老人、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设置符合规

范的无障碍卫生间。应设置位置便于老人、残疾人触摸的紧

急服务按钮，保障发生危险时能够自救。有条件的公园宜考

虑导盲犬卫生间设置。

鼓励布置书吧、园艺馆等全民参与服务建筑，提供更多

亲子活动、老年疗愈活动的场所。

7.3.1 服务建筑

7.3 服务设施

儿童活动区标识系统应科学设置高度，内容。宜结合儿

童元素设置，对于儿童应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可读性，以满

足较大年龄的儿童自主选择游玩路线和游乐空间的需求。

标识系统融入触觉、视觉及听觉补偿，满足各类残障人

士需求。导游图上应有全园无障碍设施的位置。

7.3.2 标识系统

⚫ 触觉补偿：设置盲文标识、盲文地图、盲文站牌等，针对盲文标识，

应与盲道相匹配，盲文设施应避免尖锐的边角等危险设计。

⚫ 听觉补偿：警示、导览信息宜增加声音提示。

⚫ 视觉补偿：警示信息宜通过闪烁信号灯等明显变化来加强提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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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活动场地、老年活动场地应充分考虑夜间照明设施，

避免因为场地照明不足造成危险。

在道路转角、坡道台阶等高差有变化的位置，应设置重

点照明提示。

7.3.3 照明设施

7.3.4 其他服务设施

公园出入口应与公园外与市政路无障碍设施连通；出入

口检票通道处应至少设置一个无障碍检票通道。

活动场地周围宜设置休息设施、洗手池、饮水器等设施，

水源应为自来水或直饮水。

宜在活动场地周边设置临时存储设施、零售设施

垃圾桶、饮水器、宣传栏、公用电话、急救设施、零售

设施都应考虑儿童、残障人士使用的便利性、安全性，宜布

置高低位设施。

公园内应覆盖广播、对讲机，并保持通畅有效，能及时

发布安全警示信息以及游览安全提示信息；大型活动场地宜

设置报警电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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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根据条件布置公园智能语音导览屏，设置多媒体语音

触摸屏终端机，为游客提供更全面、便捷的信息查询、游线

导览、景点介绍等服务。

宜结合健身步道布置智能健康监测设备，覆盖不同年龄

段的健康管理需求。

宜通过区域监控设施全覆盖、呼救设施定点化，完善安

全应急智能化系统，保障在公园遇到困难或突发疾病的儿童、

老人及残障人士能及时得到帮助。

鼓励现有设施的智慧整合与改造。如应用定时、光电控

制、人流自动感应等智慧灯具；采用“一杆多用、一箱多用”

等方式对路灯、电信杆、电力杆等杆类附属功能设施以及座

椅、垃圾桶、高桩码头等现有基础及服务设施进行智慧整合

与改造。

7.4 智慧型设施

7.4.1 智慧型服务设施

7.4.2 智慧型互动设施

鼓励在活动场地中采用增强现实技术，提供虚拟场景、

虚拟活动的智能体验。

宜在儿童场所增加智慧互动设施、智慧科普系统等，使

儿童在娱乐的同时更好的接受信息，同时提高场地的科学性、

趣味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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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利用公园的植物群落资源，吸引鸟类、昆虫等生物，

因地制宜的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利用丰富的生态要

素，如森林、风声，雨声，鸟叫，蛙鸣等，针对不同人群的

视觉、嗅觉、触觉、味觉等不同感官进行刺激，让人们在公

园中认识自然、感知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友好共处的生态环

境。

宜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的动植物品种、生命周期、

生态效应、群落生境等方面展开丰富有趣的动植物自然科普

系统设计，为儿童及青少年打造室外自然课堂。

宜选择活动干扰度较小的位置布置本杰士堆、人工鸟巢、

昆虫旅馆、小微湿地等适合野生动物隐蔽、栖息、觅食的近

自然生态保育场所。通过适度开放部分保育场所，结合科普

教育，促使人们关注其他多样化的生命。

7.5 生态设计

7.5.1 植物品种选择

游憩区宜选择安全无毒、无刺的植物，公园尽量避免有

飞絮、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植物品种。

儿童活动区宜结合科普教育选择花、叶、果形状观赏价

值高，植物形体、线条、色彩、质地、习性具有较强识别性

的植物。

老年活动区宜针对老年人的五感进行刺激，种植色彩鲜

艳、芳香、有特殊触觉或有食用价值、保健价值的植物，提

升身体感知机能。

7.5.2 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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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设计不同类型的种植台、浅盘式种植床等园艺设施，

考虑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使用尺度，使其能亲手触摸并感受

植物的魅力。通过感官刺激、景物联想、园艺操作，提升中

老年人及残障人士的参与感、控制感，促进身心健康，强化

社会交往；同时也可激发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动手能力。

7.5.3 园艺活动设计

图7.5-1 
昆虫旅馆、微缩湿地、本
杰士堆意向图

图7.5-2 
儿童园艺活动、中老年园
艺活动区域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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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活动内容，探索“公园+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活动

运维模式，充分利用和调动多方资源，最大化服务于民。

⚫ 户外课堂：如通过自然观察、植物辨认、观鸟体验、手工制作等，

使游客更直观地认识自然规律，培养“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意识。

⚫ 共建共享：通过招募公园建设的志愿者、观察员，组织参与公园建

设活动，如树木栽植、园艺养护等，提高游客的参与度和环保意识。

⚫ 团队活动：开展体育、表演、集市、拓展等多种类型的团队活动，

建立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把传统节日、传统文化与老年人文艺汇

演、文化艺术节等活动结合，为老年人提供自我展示的机会和空间。

7.6 运维管理

7.6.1 植入多方共同运维

宠物可以充实中老年人的生活，提升中老年人的幸福感。

可考虑在条件允许的公园取消宠物禁入规定，允许市民携带

宠物入园，完善宠物管理规定，并布置宠物游乐设施、饮水

设施、粪便处理设施。

7.6.3 鼓励宠物友好

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健身场所的资源维护以及体育健身场

所的器材和器械的监管。并积极开展家庭和周末的休闲体育

活动等。

7.6.2 加强公众参与

图7.5-2 
户外课堂、共建共享、团
队活动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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