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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1999] 309号文的要求，规范编制组在广

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并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选址及总

平面布置;4.建筑设计;5室外空间;6_各类用房面积指标、

层数、净高和建筑构造;7，交通与疏散;8室内环境与建筑设

备 。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主编单

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路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邮政编码710055)

    本规范参编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建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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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的需要，确保特殊教育学校N

计质量，创造有利于补偿残疾儿童及青少年生理缺陷、康复身心

健康，适合其德、智、体等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学校环境，制定本

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特殊教育学校。

1.0.3 特殊教育学校应按残疾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生理及行

为特征的特殊要求，遵循适用、安全、舒适和卫生的设计原则进

行规划与设计。

1.0.4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特殊教育学校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由政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

人依法举办的专门对残疾儿童、青少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机构。

2.0.2 儿童福利院 child welfare

    由民政部门在城镇设立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主要收养城镇

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残疾孤儿。对他们由该机构所进行的保育

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帮助残疾儿童进行补偿缺陷的训练。

2.0.3 特殊教育班 special educational class
    附设于普通中小学校、医疗康复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所举

办的残疾儿童、少年的特殊教育班。

2.0.4 残疾人 disability

    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

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2.0.5 盲学校 ，chool for the blind person
    为视力残疾儿童、青少年实施特殊教育的机构。除与普通学

校具有相同的教育任务外，还有补偿视力缺陷、培养生活自理能

力和一定的劳动技能，为平等的参与社会竞争创造条件。

2.0.6 视力残疾 visual handicapped
    视力残疾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眼视力障碍或视野缩小，

以致不能进行一般人所能从事的工作、学习或其他活动。

2.0.7 光感 light perception
    仅能感知光亮而不能辨认出眼前 1m处手指的晃动。多数盲

人保留有光感的残余视力。

2.0.8定向行走 mobility  orientation
    盲人运用各种感官确定自己在一定环境中及其他物体之间的



相互位置关系的过程，是训练盲生能在各种环境中进行有目的

地、安全、有效、独立自如的行动。

2.0.， 视知觉训练 sensory training
    以低视力儿童为对象，训练手与眼的协调动作，以及文字的

读 与写。

2.0.10 盲道 sidewalk for the blind

    在人行道上铺设一种固定形态的地砖，使视力残疾者产生不

同的触感，诱导视力残疾者向前行走和辨别方向以及到达目的地

的通道。

2.0.11 聋学校 ‘hool for the deaf person

    对有听力及语言残疾儿童、青少年进行特殊教育的机构。聋

学校除与普通学校具有相同的教育任务外，还有弥补聋生听觉缺

陷，使其身心正常发展的特殊任务。

2.0.12 听力残疾 hearing handicapped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程度的听力丧失，听不到或听不

清周围环境及语言声音。听力残疾包括:听力完全丧失及有残留

听力但辨音不清，不能进行听说及交往。

2.0.13语言残疾 speech handicapped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语言障碍 (经治疗一年以上未愈者)，

不能进行正常的语言交往活动。

2.0.14律动课 rhythmic course
    内容包括音乐感受、舞蹈、体操、简单游戏、唱歌等。主要

是利用学生残存的听觉锻炼他们的触觉、振动觉，发展动作机

能，培养学生对韵律的初步感受能力、欣赏能力和表现能力，以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0.15 听觉和语言A练 hearing and speech training
    听觉训练是通过各种声音刺激受训练者的听觉器官，以期提

高其感受和识别各种声音的能力的一种训练。语言训练是通过发

音、看话、会话等训练，锻炼受训者对语言活动中的听觉或视觉

信号的分辨力和理解力，形成和发展语言感受和表达能力。



2.0.16 看话 speech reading

    聋人利用视觉信息，感知语言的一种技法，又称视话、读

话。

2.0.17弱智学校 school for the mental handicapped
    为弱智儿童、青少年实施特殊教育的机构。从智力残疾儿童

特点出发进行教学和训练，补偿其智力和适应行为缺陷，将他们

培养成为能适应社会生活、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2.0.18 智力残疾 mental handicapped

    智力明显低于一般人的水平，并显示适应行为障碍。智力残

疾包括:在智力发育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智力低下;智力

发育成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智力损伤和老年期的智力明

显衰退导致的痴呆。

2.0.19 肢体残疾 physical handicapped
    四肢残缺或者四肢躯干畸形、麻痹导致人体运动功能丧失或

障碍。



3 选址及总平面布置

3.1 校 址 选 择

3.1.1 校址选择应从所在地区环境、校园周边环境及校园内部

环境，综合分析确定。

3.1.2 学校所在地区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校址选择应避免自然灾害的影响;

    2 校址应选择在卫生、无污染的地区，与各类污染源的距

离，应符合国家有关防护距离的规定;

    3 学校应选择在交通较为便利、公用设施较为完备的地区。

3.1.3 学校校园周边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学校应具有安静、安全、卫生又有利于学生生活与学习、

健康成长的校园周边环境;

    2 盲学校、聋学校校界处的噪声允许标准:昼间不应超过

60dB (A)、夜间不应超过45dB (A);

    3 学校宜邻近文教设施、医疗机构、福利机构及公园绿地

等地段;不应与娱乐场所、集贸市场、医院的传染病房及太平间

等为邻 ;

    4 学校周边应有便于安全通行及紧急疏散的校园外部道路，

并应与城市道路相接;

    5 学校出人口不宜设在车辆通行量大的街道一侧或与车辆

出人频繁的单位为邻;

    ‘ 校园周边不应有无防护设施的河流、池沼、断崖及陡坡

等地带。

3.1.4 学校校园内部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学校用地应有不少于学校规模所需的用地面积、适于建

校 的较为规整的地形与较为 平坦的地貌 ;



      2

水通 畅;

      3

      4

越校区。

学校用地范围内应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通风良好、排

学校用地应有适于校舍建设与植物生长的土壤条件;

校园用地不应有架空变压输电线及城市热力管等管线穿

3.2 总平面布t及 用地构成

3.2.1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学校，应根据有关部门批准的学校

规划总平面图进行校舍的设计。

3.2.2 学校总平面设计，应按教学区、运动活动区、植物种植

绿化区、康复训练及职业技术训练区、生活服务区等功能关系进

行合理布置。

3.2.3 教学用房与学生宿舍应安排在校内安静区，应有良好的

日照与自然通风，并应保证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于3h.

3.2.4 教室不宜面对运动场布置，当必须面向运动场时，窗与

运动场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25m.

3.2.5 运动场地应根据学校规模设置:9一12班时，应设置

200m环形跑道及4一6股的loom直跑道的运动场;18一24班规

模时，尚需增设 1一2个球类场地。

3.2.6 康复训练及职业技术训练场地应包括:体能训练、盲学

校定向行走训练、职业训练场地等，其场地用地面积应为4扩/人，

但总用地面积不应小于400扩。

3.2.7 校园内人车流线应合理分流，道路系统应简明通畅，车

行范围应控制在一定区域内。

3.2.8 学校绿地应包括校园绿地及植物种植园地等成片绿地，

绿地率不应小于35%.

3.2.， 学校应作为向社区居民开放的残疾人康复、咨询指导中

心 。

3.2.10 益平面布置 府预 留一 宁FEA!的vw 用fib.



4 建 筑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特殊教育学校校舍，根据学校的类型、规模、教学活动

及其特殊要求和条件宜分别设置各类教学、生活训练、劳动技

术、康复训练、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等用房。

4.1.2 校舍的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紧凑集中、布局合理、分区明确、使用方便、易于识

别 ;

    2 必须利于安全硫散;

    3 盲学校、弱智学校校舍的功能分区、体部组合、水平及

垂直联系空间应简洁明晰.流线通畅，严莱采用弧形平面组合;

    4 盲学校、弱智学校的主要建筑物之间应用廊道或建筑体

部联系。

4.1.3 教学用房的平面，宜布置成外廊或单内廊的形式。

4.1.4 各种教学用房和学生生活用房的设计，应提供安全和卫

生的活动环境，并为补偿残疾学生的生理缺陷创造最佳条件。

4.1.5 各种教学用房的规格及使用面积，应根据班级额定人数、

课桌椅尺寸、座位布置方式、各种通道的尺寸及必要的活动面积

确定。

4.2 普 通 教 室

4.2.1 教室内课桌椅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种类型学校的普通教室应采用单人课桌椅;盲学校和

弱智学校的课桌椅可面向黑板成排成行地布置，聋学校课桌椅应

布置成面向黑板的圆弧形;各种教室的布置形式宜符合图A.0.1

的规定 ;



    2 盲学校晋通 教室 的卑人课 桌平 面尺寸不 宜小 于 0.80. x

0.50.1桌的左右及前缘应设高度为0.015.的凸缘 (图A.0.1-1,

图A.0.1-2);弱智学校普通教室的单人课桌平面尺寸不宜小于

0.60. x 0.42.(图A.0.1-3);聋学校单人课桌平面应为梯形，
其尺寸宜为上宽0.50一0.55.，下宽 0.60.，深度 0.42.(图

A.0.1-4一6);

    3 成排成行布置的课桌间前后距离不应小于0.50.，纵向

走道宽度不应小于0.60.，课桌端部与纵墙 (或突出墙面的内壁

柱及采暖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0.80.;

    4 教室第一排课桌前缘至黑板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2.00m,

最后一排课桌后缘与后墙的距离不应小于1.50.;当沿后墙面设

有橱柜或水池时，则橱柜外边缘至最后一排课桌后缘间距离不应

小 2. 00m.

4.2.2 普通教室应设置黑板、讲台、清洁用具柜、窗帘盒、银

幕挂钩、广播音箱、挂衣钩、雨具存放处。教室后墙面宜设张贴

通知和学生作业用的陈列板、书柜。临窗处宜设置洗手盆或水

池 。

4.2.3 小学低年级教室附近附设卫生间时，盲学校应设置盲童

专用的大小便器，弱智学校应设置洗手盆、洗体盆、存放衣物的

贮藏柜橱，及护理人员协助的空间，还应设拉杆、扶手等辅助设

施 。

4.2.4 盲学校的普通教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沿后墙应设置学生自用的书柜或书架;

    2 低视生课桌桌面的坡度应可调节，并应设放大阅读设备;

室 内应配备遮光设施 。

4.2.5

4.2.6

聋学校普通教室宜设置上下或左右推拉黑板。

弱智学校低年级普通教室沿后墙应设置一排存放玩具或

模型的橱柜或格架 ，并留出室内游戏活动空 间。



4.3 专用教学与公 用学习用房

4.3.1 专用教学用房，按不同类别学校宜设有语言教室、地理

教室、计算机教室、直观教室、音乐教室及唱游教室、实验室、

手工教室、律动教室、美术及美工教室;公用学习用房宜包括视

听电化教室、图书室等。

4.3.2 专用教室可设置在专用教学区内，或安排在使用频率较
高的普通教室附近。公用学习用房则应位于教学区的适中部位，

便于全校共同使用。

4.3.3 专用教室应与相关的辅助用房相连，各室之间应设门，

门的宽度不应小于1.00mo

4.3.4 语言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盲学校语言教室的课桌规格为0.55m x 1.70m 〔双人用)，

不应采用跨座就位的方式;其布置方式应面向讲台成行成排的布

置 (图A.0.2-1);

    2 语言教室前后排课桌间的距离不应小于1. 20m，课桌左

右纵向通道不应小于1.00m，课桌侧缘距纵墙的距离不应小于

0.80m;

语官教室楼 (地)面下部应设暗装电纺抽或活动地板;

教室照明应采用荧光灯，其布置方式应采用灯管垂直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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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的布置方式，其位置应设于课桌顶部;

    5 室内应有良好的防尘措施，门窗应有密封措施，并设有

换鞋处 。

4.3.5 地理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盲学校地理教室课桌规格不应小于0.60m x 0.90m(图

A.0.2-2)，桌的左右及前缘应设置高度不小于0.05m的凸缘;

    2 盲学校室内应有存放地球仪的橱柜及陈列各种立体地图

的空间，其位置可沿侧墙或后墙设置，沿侧墙设置橱柜距课桌侧

缘不应小于1.20m,沿后墙则课桌距橱柜的尺寸不应小于1.50.;

    3 准备室应设有工作台及加工机具、材料、教材等存贮空



间。

4.3.6 计算机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机教室应按每人一机配备，数量取班级额定人数上

限 ;

    2 计算机教室的机台布置应采用显示屏平行于黑板的方式;

其具体布置可见图A.0.2-3;当采用计算机台设于教室中部布置

形式时，其楼 (地)面下部应设暗装电缆槽或活动地板;

    3 室内应有良好的防尘措施。

4.3.7 直观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观教室室内除设置学生课桌外，沿墙应设置各种模型、

标本教材教具等陈列橱柜;

    2 直观教具室主要是陈列及存放各种大型模型、标本的房

间，必要时学生可在本室内上课。

4.3.8 音乐教室及唱游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音乐教室宜选定避免干扰其他教学用房的适当位置，否

则，应采取有效的隔声措施;

    2 盲学校达到九班规模时，其音乐教室应设置声乐教室和

器乐教室各一间;

    3 器乐教室及游戏教室内应设置讲台。

4.3.， 实验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特殊教育学校的实验室，在小学阶段作为自然教室，

在中学阶段则作为物理、化学及生物实验室;各类实验室宜有较

完备的电教设施;

    2 九班规模的盲、聋学校均应设置两间实验室，其中一间

作为化学实验室;

    3 化学实验室所用的实验台的规格 (双人用):盲学校实验

台应为0.60m x 2.00m(包括0.60m x 0.40.的水池)(图A.0.2-

4);聋学校、弱智学校实验台的规格应为0.60m x 1.60m(包括

中部的0.60m x 0.40m的水池)(图A.0.2-5);各类学校化学实验

台的左 、右及前缘均应设 高度 不小于 0.05m的凸缘 ;



    4 盲学 权化学 买骏室的座 位布置 ，米 用面 问黑 板的 U形 布

置形式;第一排实验台侧缘距黑板应为2.00m，实验台与墙距离

不应小于1.00m，如沿后墙设置实验器材橱柜时，则实验台距橱

柜的距离不应小于1.50m;

    5 化学实验室应设排气扇或在实验台面上设置桌面排气装

置 ;

    6 化学实验室教师演示台不应小于0.60m x 2.40m，演示台

应设置一个事故急救冲洗水嘴，室内应根据功能的要求设置给水

排水系统、通风管道和各种电源插座;

    7 物理实验室室内应设有2一3个龙头的水池;

    8 物理实验室的楼 (地)面应设走线槽或活动地板;

    ， 物理实验室的门窗应有遮光设施;

    10 生物实验室的实验台前缘应设仪器架，仪器架下面临实

验台面应装设荧光灯管;

    11 实验室的准备室应与实验室相邻。化学实验药品贮藏室

严蔡与实验管理员室相通。

4.3.10 盲学校手工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盲学校手工教室是训练盲生触摸的重要课程，手工教室

的课桌规格及布置形式与实验室相同 (图A.0.2-6);

    2 手工教室沿后墙应设有玻璃橱柜存放范品 (采用安全玻

璃制作);沿墙应设置具有2一3个水龙头的水池;

    3 低视力生手工教室应在桌面上设可调光的局部照明灯具;

    4 手工教室内设置电动加工机具时，除位置不应影响学生

通行外，电动加工机具应保证使用的安全性 (如在机具的周围设

置防护围栏等);

    5 手工教室的准备室应与手工教室隔开，室内应设置水池、

泥库、搅拌合泥机、压制机，并应配置动力电源。

4.3.11 聋学校美术教室及弱智学校美工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 定 :

    1 美术教室的规格应满足学生采用画架作画时所需空间，



室内沿后墙设置存放和陈列美术模型及展示学生作品的橱窗或展

台;

    2 美术教室的主要采光方向应为北向;在教室前后墙均应

设置电源插座并应设有窗帘盒、挂镜线等;

    3 美术教室的准备室，应能存放绘画用的消耗材料以及画

架、画凳、各种模型、展示镜框等;

    4 室内应设置2一3个龙头的水池及摆放工具的工作台。

4.3.12 聋学校及弱智学校律动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律动教室的位置应避免对普通教室的干扰，否则，应采

取有效的隔振防噪措施;

    2 律动教室应有足够的面积以及规整的形状;墙面应平整、

室内不得设柱;

    3 室内净高不宜小于400二;并宜设置吸顶灯;

    4 楼 (地)面应为具有弹性的木地板;

    5 室内应设通长的照身镜，其高度不宜小于2.10m，并且

宜设于横墙墙面上;其余周边墙面上设置距墙至少0.40m，高度

为0.90m的把杆;窗台高度不宜低于0.90m，并不得高于1. 20m.

4.3.13 视听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视听教室应设置遮光设施，并应在板前区设置操作台及

悬吊屏幕;在使用投影屏幕时各课桌面应设置最低照度为601x

的局部照明;

    2 视听教室的规模不宜超过50人。

4.3.14 图书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类学校均应设有图书室，图书室包括书库、学生阅览

室及教师阅览室，其中盲学校应分盲生阅览室及低视力生阅览室

两类;阅览室应采用开架阅览方式;

    2 盲生阅览室的阅览桌规格，4人用桌不应小于Loom x

1.60m;阅览桌的长轴应垂直于采光窗;两排阅览桌间的距离不

应小于1.50m;纵向走道宽度不应小于1.10m;

    3 盲牛 阅监室 根抿盲亨 、非盲亨 书籍 、音 响封材 的配各设



置相应的存储、阅览设施，并应设置用耳机听音的听音座位区，

该区座位数应达到本室座位数的70%;

    4 低视力生阅览室，室内应设有低视力阅读器、书籍文字

放大装置、放映、听音设施等;

    5 为增强前映兹奥 .室内应设if 设施

4.4 生活训练用房

4.4.1 特殊学校 均应设 生活训 练用居 ，包 拈生 活训练 教室 、息

调实 习教 室、缝 纫实习教室等 。

4.4.2 生活训练教室 (家政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 活训练教室应设有客厅 、卫 生间 ，并配有沙发 、茶几 、

家用电器等设施;

    2 室 内面积应宽敞 ，满足护理人 员指导所需的使用空间 。

4.4.3 烹调 实习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烹调 实习教室的 内部空间可分 :教师讲解及操作示范 区、

准备工作 区、学生操作 及品尝区 、餐具及炊具存 放区 ;

    2 教师讲解及操作区:在教师讲桌位置应设操作台，操作

台上应 设燃气 灶 、水 源 、电源等 设施 ，讲桌 周边 应留有 宽裕 空

间;

    3 准备工作 区:在食 品加工烹 制前 的洗 、切 、配菜等加 工

场所 应配有洗池 、工作 台等 ;

    4 学生操作区:应设置炉灶及操作台，操作台上应设燃气

灶、水源、电源等设施，并应有充裕的学生实习操作、教师指导

等停 留的空间 ;

    5 学 生 品尝 区 :应摆 设餐 桌及 椅子 ，它 既作为 学生 品尝 ，

也用于学生听讲讨论;其位置可安排在讲解操作示范区与学生操

作 区之 间;

    ‘ 餐 具及炊具存放 区 :餐具 应存放 在沿墙 的橱柜 内 ，分类

摆放整齐 ;

    7 烹调 实习教室室 内所设 置的燃 气、电 、给 排水管 道线路



宜暗装;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及排风措施，对操作时灶具处所产

生的油烟、蒸汽应做到安全有效的排出;

    8 室内地面、墙壁、顶棚应采用易清洗、不积灰尘的材料

装 修 ;

    ， 作为盲生使用的烹调实习教室，在灶前及洗池周边的地

面应选用特殊材料或标志，以便盲生感知。

4.4.4 缝纫与剪裁实习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缝纫实习教室的内部空间可分为:教师讲解区、缝纫操

作区、剪裁工作区、存贮及展示区;

    2 教师讲解区:应设黑板、电教设备、大讲桌 (也作为讲

解及示范剪裁的工作台)、缝纫机等;

    3 缝纫操作区:应满足供全班学生使用的缝纫机摆放空间，

缝纫机周边有一定的空间，以供教师指导;当有用电动缝纫机

时，应合理安排电线的走线方式;

剪裁工作区:应设大工作台，供划线及剪裁工作使用;

存贮及展示区:应沿墙设置玻璃橱柜，存放缝制加工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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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材料、成品或半成品等;

    ‘ 缝纫与剪裁实习室室内应设置后期加工的熨烫工作台、

熨斗以及电源、水池等设施，并应设有成衣模型、镜、男女更衣

小间等 。

4.5 劳动技术与职业技术训练用房

4.5.1 劳动技术与职业技术训练用房，依不同类别学校应设置

下列用房:劳技教室、工艺美术教室、木工实习室、金工实习

室、手工艺实习室 (竹工、木工、陶工等)，美容美发实习室、

针灸 (按摩)室、调律室等。

4.5.2 劳动技术及职业技术训练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木工、金工劳技室内分为:授课区，操作区，材料、工

具存放区及准备室等;

    2 授课区应设有黑板、讲桌、电教器材及座椅;



    3 学生操作区应有适合劳作用的工作台，工作台的布置应

考虑操作间距及加工操作所需的采光与照明;

    4 机械加工区应合理布置各种加工机械间的操作间距以及

人行和材料、成品、运输的道路;

    5 材料、工具应设置格架、柜等存放，其在教室位置应便

于使用和管理，同时也考虑室外材料存放场地，便于材料的搬

运 ;

    ‘ 在大型劳技教室中，应划出一个准备区或设置一个独立

的准备室，其位置可靠近人口处，便于教师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以

及精密、贵重的工具、仪器的存放;

    7 在机械周边必须设置安全护栏;各种机械设备的电源应

进行集中管理，各种机械的启动开关等应有安全措施;

    S 对加工成品，需进行喷涂处理时，应在相邻的室外进行;

    ， 木材加工所产生的木屑、刨花、锯末等，应通过真空吸

附处理，室内应设置消防设施;

    10 劳技教室应设置在教学楼的底层。

4.5.3 盲学校按摩教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盲学校按摩培训教室应设置讲台、课桌椅、人体模型、

医疗器械、图书柜和电教器材等的存放空间;

    2 室内应设置实习区，提供学生实习用的床位，床位间应

设帷慢 ;

    3 理疗教室应设置若干床位，床位间应设帷慢，并应设置

诊疗桌、橱柜，橱柜中存放常用的医疗器械、模型、挂图以及必

要的医护用具;

    4 对外服务的理疗教室宜设在底层并应有独立的出人口，

休息及等候空间。

4.‘ 康复训 练及 检测用房

4.6.1 康复训练用房，按不同类别学校应设有语训教室、听力

检测 室、智力检测室及视感知觉 训练室等。



4.6.2 语言训练用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聋学校及弱智学校应设置语训教室;

    2 完整体系的语训教室宜设置听觉语言训练室、听力检查

室、无音室、操作室、个人训练室、小组训练室、观察室等，可

根据需要设置其中部分或全部用房;

    3 语训教室应设置教师及学生用桌椅、黑板、投影设施、

镜子、存放教材资料的橱柜等;

    4 聋学校小组式集体语训教室的布置形式应以半圆形面向

教师形式为主，每生与教师交流有线路相通。

4.6.3 听力检测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听力检测应在安静环境中进行，检测室应有良好的隔声

性能，其室内允许噪声级应小于或等于25dB (A);

    2 听力检测室应由设有听力检测仪、扬声器、桌椅、镜子

的检测室，设有器械、桌椅、橱柜的控制室组成，中部可设单面

可视玻璃观察 窗。

4.7 办公与生活服务用房

4.7.1 办公用房宜设教学及行政办公室、广播与社团办公室、

会议接待室、展览室、卫生保健室、咨询室、维修管理室、总务

仓库、传达值班室等;生活服务用房应设教工值班室、学生宿

舍、食堂、锅炉房、浴室、开水间、汽车库等。

4.7.2 卫生保健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保健室应位于教学楼人口附近，房间宜为南向;医

疗保健室人口净宽度不应小于1.20.;

    2 室内应设置常用的医疗器械、健康检测、常备药品橱柜

和洗手盆等;在检查床的周边应设活动帷慢;

    3 保健室的近邻宜设有卫生间。

4.7.3 咨询室应设置在对外联系方便的位置，室内应设有存放、

展示有关资料的橱柜及阅读资料的空间。

4.7.4 学生宿舍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学生宿舍的设计必须符合防火与安全疏散要求;

    2 学生宿舍不宜与教学楼合建，男女生宿舍应分区设置;

各宿舍楼应设管理员室，各层均应设置居室、活动室、贮藏室、

盟洗室、厕所等;

    3 盲学校宿舍内应设单层床，每生应有独用的存贮空间;

    4 聋学校宿舍内应在教工值班室内设置振动器唤醒聋生的

装置;

    5 值班室应设于宿舍人口处，并设有面向人口门厅的观察

窗;

    ‘ 贮藏室、清洁用具室应接近管理员室设置，清洁用具室

应设水池、拖布池等。

4.7.5 学生食堂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食堂规模应按学生全员计算，餐厅应设餐桌、洗碗池、

每人固定位置的餐具存放柜;

    2 食堂应摆放固定餐桌;

    3 盲学校及弱智学校低年级宜采用送饭菜到桌的就餐方式，

餐桌间的走道宽度应满足送餐车的通行空间;聋学校、盲学校、

弱智学校高年级学生应采用窗口购买饭菜方式，窗口数量宜满足

学生购买需求;

    4 地面应设防滑材料面层。

4.7.6 学生浴室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浴室应靠近锅炉房设置;

    2 浴室地面应采用防滑地面，室内各边角宜采用圆角;

    3 盲学校和弱智学校使用的淋浴间应采用单管固定温度的

温水喷淋，聋学校的淋浴间喷淋宜采用足踏式开关或扳手式开关

控制 。

4.7.7 厕所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教职工厕所应与学生厕所分设;

    2 厕所的位置应布置在方便使用、又较为隐蔽的部位，盲

学校男女厕所左右相邻的相对位置应全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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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内每层均应设置男女厕所，厕所应设

有洗手池 (盆)之前室，每间内不应少于2个蹲位;

    4 室内外的厕所宜采用水冲厕所，厕所应有天然采光及自

然通风条件;盲学校的冲水水箱应采用固定位置的扳手配件;

    5 厕所内宜设宽度为0.90.的大便隔间，盲学校应设置宽

度为1.20.的隔间;

    ‘ 盲学校的大便器两侧地面和小便器前方站立位置应设有

厚度为0.010 - 0.015.的脚踏板，盟洗室水池下部脚踏处应设宽

度不小于0.300.、高度为0.100一0.120.的踏台，室内地面应低

于走廊的地平0.020.(高差变化处设坡)，室内地坪应有排水坡

度，低点应设地漏;

    7 各类学校应设有无障碍卫生间，学生厕所应符合无障碍

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

规范》JGJ 50的规定.还应留有护M人指I At4PhPrra-- lal_



5 室 外 空 间

5.1 一 般 规 定

5.1.1 特殊教育学校校园的室外空间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室外运动设施:运动场、球类场地，有条件的学校宜设

置游泳池等;

    2 室外教育设施:室外学习活动园地、游戏场地、动植物

园地、康复训练场地等;

    3 绿地设施;

    4 其他室外设施:校门、前庭广场、道路等。

5.1.2 校内各种室外空间的设置应满足残疾学生的特点，确保

使用上的功能关系及安全性。

5.1.3 室外空间与室内空间和半室外空间在功能上、空间上应

具有连续性，各空间应相互协调形成良好的室外空间环境。

5.1.4 校园外部空间环境应与学校周边的景观环境相协调，形

成良好的地域景观与空间。

                      5.2 室外运动设施

5.2.1 室外运动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田径场地及球类场地的长轴应为南北向;为避免对校舍

和周边居民的噪声干扰，应在场地周围设置绿化带;

    2 运动场地的表面材料应选用不起灰尘、表面平坦、具有

一定弹性的地面材料，确保良好的排水性;

    3 盲学校的田径场地的边界周围应绿化，弯道的转弯处应

设置触感标志;

    4 固定运动器械的设置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决定需要的种

类、数量及位置;



      5 在运动场地 的周边和各项活动场地之 间应设置 隔离草坪。

5.2.2 体育器材库的设置应根据运动场地的规模、方便学生使

用等因素决定其大小和位置，同时应设置运动场地维护管理所需

工具仓库等设施。

5.2.3 在运动场周边适当的位置应设置学生用洗手池、洗脚池、

厕所，并应在室内设置更衣室等设施。

5.2.4 屋顶设置运动场时，应设置高度不低于3.00m,网的孔

径不大于0.05m且无法攀爬的安全网。当需要隔声时，应设置隔

声板 。

5.2.5 游泳池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游泳池应设置在自然通风良好的地段，周边应设遮挡视

线的屏障;

    2 游泳池的长度和宽度应根据学校规模、条件以及向社区

开放的需要决定;其深度应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决定，避免深度

的急剧变化，并应在易于看到的位置标示出水的深度;

    3 游泳池四壁及池底的表面材质应保证使用上的安全和卫

生，应便于清扫和维护管理，排水孔处应设置防止产生吸人事故

的保护装置。

5.2.‘ 游泳池的端部地面应有较为宽敞的活动场地，并应选用

防滑地 面材料。

5.2.7 盲学校在游泳池周边应设置防止学生不慎掉人泳池的设

施。距游泳池边缘0.60m及距外屏障内侧0.60m范围内，地面材

料的触感应有不同的处理。弱智学校在游泳池端部应考虑使用轮

椅学生的出人水口。

5.2.8 应在可俯视全池的位置设置安全监视室。

5.2.， 人口、更衣、淋浴、卫生间等辅助设施的位置应符合使

用流程;盲学校，各部分的位置路线应简洁、易于辨认、使用方

便。弱智学校，为便于轮椅学生的使用，在高差处应设坡道。



5.3 室外教育设施

5.3.1 室外学习园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游戏、训练场地应设置在有良好的日照、通风并对

周围环境不产生干扰的场所;

    2 游戏场宜分为游戏区和玩具活动区;盲校游戏区的边缘

应设置宽度为1. 50m以上的草坪;玩具活动区的游戏设施必须确

保使用上的安全性;

    3 游戏场地地面宜采用塑胶地面、橡胶砖、草坪等不致使

人跌伤的材料铺面，并应有良好的排水性;

    4 训练场地的位置应临近职业技术培训用房，共同构成职

业技术培训的场地;

    5 场地内应包括较宽裕的训练空间、准备空间和器材存放

场所;场地内的简易、临时性设施应保证其安全性;

    ‘ 训练场地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从训练场地进入培训用

房的人口附近应设置洗手、洗脚水池。

5.3.2 康复训练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康复训练场地，应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生长阶段的体能、

运动健身技能等决定场地的面积、形状及设置器械的种类，宜临

近室外运动场设置;

    2 场地周边宜设置维护的扶手栏杆并设置一定数量的休息

座椅;在器械的周边危险部位应有防止学生碰伤的保护措施;

    3 盲校中作为定向行走训练场地时，在场地维护扶手栏杆

内侧1.00m处的地面应有场地边界的触感标志;

    4 场地的地面宜采用具有一定弹性的塑胶、橡胶砖等材料

铺面，并应保证场地有良好的排水性。

5.3.3 动、植物园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动、植物园地应设置在阳光充足、适于植物生长的位置;

小动物饲养舍应合理地安排好饲养空间、观察空间、收藏空间以

及动物排泄物的暂时保管场所等;



    2 园地 内种植及 伺养 的植 物、动物 等应使 于动 、植物 的成

长，以及管理上的方便;当设置水生植物及水生动物作为观察内

容时，应采用池底水深不大于0.40m的水池;

    3 种植的植物应结合土壤、气候等条件，应选择无刺、无

毒、不生长各种寄生虫的树种，并应选择四季富有变化、形态相

异的树木种植在适于观察的位置。

5.4 绿 地 设 施

5.4.1 校园内的绿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校园内的绿地应结合学校所在地区的气候特性、观察植

物生态的需要以及降水、温度和湿度及土壤条件，选择易于管理

的树木、花草等;

    2 校园周边种植的树木，应构成地区景观的组成部分;校

舍周边种植的树木，不应影响教室的采光与通风;

    3 校园中的树木应结合所选树木的树形、高低、体量，进

行点、线、面结合的立体配置，形成丰富的校园生态空间环境。

5.4.2 幼儿及小学低年级学生使用的游戏场、保育室及普通教

室前面应种植草坪，并应合理选择品种。

5.4.3 花坛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易于管理、向阳及易于观察的场所;

    2 对盲学校，应有效地选择有利于学生触觉及嗅觉的花木。

5.5 其他 室外设施

5.5.1 校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校门的尺度应根据学校的规模、人流通过量的多少决定

其出人口的大小，车行与人行的出人口必须分别设置;

    2 校门的位置应退后城市干道红线5.00m以上，形成相应

的缓冲空间;校门及两侧围墙的形式、绿化空间等，应结合校门

周围的空间环境设定;

    3 校门外应设置:车辆慢行、注意避让等指示牌;



      4

      5

相通 。

5.5.2

选用手动门或电动门时，应保证安全性;

校门的人行出人口应设置盲道，并应与城市道路的盲道

前庭广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校园前庭广场应规划好车行与人行的交通流线，设置全

天候校车接送学生的上、下车场所;

    2 在前庭广场内应设置师生使用的自行车存放处和外来机

动车辆的停车场。停车台数可根据学校的规模和校车的台数设

定 ;

    3 在前庭广场内应设置校区标识向导图，盲校应设置触摸

式向导图。并应设置通知、展示用橱窗。

5.5.3 道路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合理地规划校园内交通路线及消防车通道;

    2 道路宽度、形状及路面铺装材料应根据学校的规模及使

用学生的身体残疾特征确定;

盲学校校园内应设置盲道 (图B.0.1，图B.0.2);

校园内的道路应创造无障碍通行环境，道路有高差变化

1
目

月
，

时，应设坡度不超过1:12的坡道;高差超过。.60m时，坡道两

侧应设高度为0. 60 -- 0.65m的扶手



石 各类用房面积指标、层数、净高和建筑构造

6.1 各类用房面积指标

‘.1.1 学校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不应低于表6.1.1的规定

衰6.11 学校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 (1扩)

房间名称 盲学校 聋学校 弱智学校

普通教室 54 54 犯

语言教室 6l

地理教室 61 一 一} 一
微机教室 6又 6I 6l

直观教室 }一 一 }一 一
音乐教室 }�� 一、一 。} 一 }一 一
实脸室       }} 55 61

手工教室 一} 61 {�� �� 一一一} 一
多功能活动室 120_180 一} :加一，， 1加 一1即

语训教室 61 6l

美术教室 55 6l

科技活动室 {一 一 }一
律动教室 140 14O

视听教室 6l 6l

音乐及唱游教室 6]

生活与劳动       一} 77

劳技教室 77 77 77

康复训练 一 77 }�� ��一 涣�?一一
体育康复训练教室} 1加 一} 1叩 一

视力侧验 【，

听力侧验 �� �一}一 19 一} 一
智商侧验 �� �一}一 一 {
注:1 本表中盲学校按每班14人、聋学校每班 j4人、弱智学校每班12人计算

    2 本标准不包括有关辅助用房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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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学生宿舍的使用面积，盲学校、弱智学校应按每床6澎

计算，聋学校应按3m2计算。

6.2 层数 、净高

6.2.1 教学及生活用房在无电梯情况下，盲学校学生用房不应

设置在三层以上;聋学校学生用房不应设置在四层以上;弱智学

生用房不应设置在二层以上。食堂、厨房、多功能活动室等用房

宜为单层建筑。

6.2.2 学校主要房间的净高，不宜低于表6.2.2的规定。

                      表6.2.2 主要用房净高 (。)

房间名称
净高度

盲学校 聋学校 弱智学校

普通教室、实验室 320 3.20 3.20

多功能活动室 3so 3.80 3.80

行政办公用房 280 2_80 2.80

宿舍 3.00 3.20 3.00

餐厅、厨房 3印 3.阅 3 的

6.3 建 筑 构 造

6.3.1 教学用房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教室、专用教室靠后墙的门宜设观察孔;

    2 有通风要求房间的门均应设可开启的上亮;

    3 盲学校、弱智学校的各种学生学习、生活、活动用房宜

采用自动门、平开门、推拉门，严禁设置门槛;

    4 盲学校房间名称标牌除应统一设置在门的开启一侧墙壁

上部外，还应在门扇的中部设置，其高度宜为距地面 1.20-

1.40m，名称标牌应有中文和盲文;

    5 门宜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并宜设置固定门扇的定门

器



6.3.2

    1

OOm;

    2

教学用房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教室、实验室的窗台高度不宜低于0.80m，并不宜高于

教室 、

2.00m范围内，

全 ;

实验室靠外廊、单内廊一侧应设窗;但距地面

窗开启后不应影响教室、走廊的使用和通行安

教室、实验室的窗间墙宽度不应大于1.20m;

风沙较大地区的语言教室、计算机教室、普通教室及专

门
J

月
f

用教室等，宜设防风沙窗;

    5 二层以上的教学楼内外开启的窗，应考虑擦洗玻璃方便

与安全;并应设置下腰窗;

    6 夏热冬暖地区的教室、实验室、风雨操场的窗下部宜设

置可开启的百叶窗 。

6.3.3 严寒地区的教室、实验室的地面宜采用热工性能好的地

面材料。



7 交 通 与 疏 散

7.0.1 校园、教学与生活用房应为无障碍通行环境，并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的规

定。并应确保平时的安全顺畅及紧急情况下的安全疏散。

7.0.2 校舍人口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口处室内外高差，除应设置踏步外，尚应设置坡度不

大于1:12的坡道，坡道宽度不得小于0.90m，每段坡道长度不

得大于9.00.;

    2 盲学校、弱智学校校舍出人口，不应设置弹簧门或旋转

门，盲学校应设触感标志 (图B.0.4) a

7.0.3 教学楼的门厅和走廊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教学楼宜设置门厅，在寒冷或风沙大的地区，教学楼门

厅人口应设挡风间 (门斗)或双道门，其深度不宜小于2.40m;

    2 门厅和走廊内不得设踏步，当有高差变化时，应采用坡

道连接;房间出人口与走廊有高差时，连接处应采用斜坡;其坡

度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50的规定;

    3 盲学校门厅和走廊的地面上，应设有引导学生通向楼梯

或有关房间的触感标志 〔图B,0.3);走廊沿墙宜做踢脚线，颜

色应与地面相区别;

    4 教学用房走廊的净宽度:外廊不应小于1.80m，内廊不

应小于2.40m(指扶手间的净距离);行政及教师办公用房走廊

的净宽度不应小于1.50.;

    5 盲学校的走廊，沿内墙两侧均应设置与墙牢固连接的连

续扶手，距地面高度宜为0.80一0.90m;扶手端部应向墙方向做

成弧形连接;教学及生活用房的门厅或走廊、所设坡道的坡度不

应大于1:8，供轮椅使用的坡道不应大于1:12;



    6 室 内坡追水半 孜影长 度超过 15.00m时 ，应设 休息半 台 ，

平台宽度不应小于1. 20m;坡道应采用无凸状物的防滑地面;

    7 兼作轮椅使用的坡道两侧应设置高低扶手，高扶手高度

应为0.90.，低扶手高度应为0.65m，扶手应沿坡道及休息平台

连续设 置。

7.0.4 楼梯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教学楼楼梯间应有 直接 夭然 采夹:

宜采用双跑楼梯，盲学校、弱智学校不得采用直跑楼梯;

不得采用螺旋形或扇形踏步，踏步板边缘不得突出踢脚

，
山

肉」

板;楼梯坡度不得大于300;
    4 楼梯井的净宽度不应大于0.20m;当超过0.20.时，必

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5 室内楼梯的拦杆 (或栏板)的高度不应小于0.90m，水

平部分及室外楼梯的栏杆 (或栏板)的高度不应小于1. lo.;
    ‘ 盲学校楼梯梯段的净宽度 (指扶手间的净距离)不应小

于 1.80m;

    7 盲学校楼梯间沿墙应设扶手，此扶手应与走廊墙面扶手

相连接 ;

    S 盲学校楼梯间上下起步处的地面及扶手均应设触感标志

(图B.0.5)0

7.0.5 阳台、外廊、上人屋面等临空处防护栏杆 (或栏板)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栏杆 (或栏板)高度不应小于1.10m;

    2 栏杆 (或栏板)离楼面或屋面0.lom高度内不得留空;

    3 栏杆不得采用易于攀登的花格，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

于 0.11 m



8 室内环境与建筑设备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学校各种教学及生活用房，应满足不同残疾学生所需的

声、光、热、通风等物理环境及卫生条件。

8.1.2 在设计中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8.1.3 学校配备各种设备器材的选用、安装、管线敷设及运行，

应满足节能、方便与安全等要求。

8.1.4 各种外露的设备、器材、管道等的控制件等应考虑位置

的安全性及使用的易操作性，并应结合残疾人特点选择适宜的设

施。

8.2 采 光

8.2.1 学校各种教学用房采光系数最低值和窗地比不应小于表

8.2.1的规定，某些区域应同时利用人工照明以补充照度。

            衰8.2.1 各类用房的采光系数标准值及窗地面积比

房间类别
室内天然临界光照度

        (!x)

采光系数最低值

    Cm�(%)
侧窗窗地面积比

盲学校教室及专用教室 200 3 1/3.5

聋学校教室及专用教室 21洲】 3 1/3.5

弱智学校教室及专用教室 150 2 1/5

教师办公用房 100 l 1/7

走道、楼梯、卫生间 50 l 1/7

注:表中所列采光系数最低值适用于我国m类光气候区，其他地区应经过换算，

    采光系数标准值是根据室外临界照度为 50001x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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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教室自然光线的主要人射方向应为学生座位的左侧。

8.2.3 侧窗采光房间的顶棚、远窗墙的墙面应采用浅色装修，

室内各表面反射比值应符合表8.2.3的规定。

                  表8.2.3 教室内各表面的反射比值

表面类别 反射比 } 反射比

顶拥面 0.70-0.80 侧墙面及后墙面 0.70-0.80

前墙面       一} 0.30-0.50

地 面       } 黑 板面 0.15- 0.20

8.3 隔 声

8.3.1 对不同残疾学生及不同教学用房，应通过平面布置和构

造措施等创造良好的声环境，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产生噪声房间 (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琴房、健身房)

当与其他教学用房设于同一教学楼内时，应分区布置，并应采取

隔声措施 ;

    2 教学楼内的封闭走廊、门厅及楼梯间的顶棚，条件许可

时宜设置吸声系数不小于0.50(中频500一1000Hz)的吸声材料

或在走廊的顶棚、墙裙以上墙面设置吸声系数不小于0.30的吸

声材料;吸声材料的选用，应符合防火的要求。

8.3.2 学校的声环境质量应达到下列要求:

    1 有特殊安静要求的房间室内允许噪声级不应高于35dfl

(A)，一般房间不应高于40dB (A);

    2 隔墙、楼板的空气隔声计权隔声量应大于50dB (A)，楼

板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不应大于75dB (A).

8.4 采暖、通风与换气

8.4.1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冬季采暖，宜采用集中热水采暖系统。

8.4.2 教学楼及学生宿舍冬季设备采暖设计温度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聋学校采暖设计温度应为16 - 1890;盲学校、弱智学校

的普通教室采暖设计温度不应低于18̀C;

    2 盲学校的按摩教室，冬季室内采暖设计温度不宜低于

22 ̀C o

8.4.3 盲学校、弱智学校可选用地板辐射采暖;当使用普通铸

铁或钢散热器时，必须暗藏或设暖气罩。

8.4.4 夏热冬冷地区教室内应保证开窗通风时，气流应经教室

中心区域，或设置空调。

8.4.5 严寒及寒冷地区，冬季室内换气次数不应低于表8.4.5

的规定。

表 S.东5 各主要房 间的换气次数

房间名称 }换气次数 ‘次/h) 换气次数 (次/h)

普通教室、实验室

房间名称

学生宿 舍

保 健室

8.4.6 各种教学用房的换气、通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夏热地区应采用开窗通风的方式，而温和地区应采用开

窗与小气窗相结合的方式;

    2 寒冷和严寒地区可采用在教室外墙和过道开小气窗或室

内做通风道的换气方式;小气窗设在外墙时，其面积不应小于房

间面积的1/60;小气窗开向过道时，其开启面积应大于设在外

墙上的小气窗的2倍;当在教室内设通风道时，其换气口设在顶

棚或内墙上部，并安装可开关的活门;

    3 常内二氧化碳浓 度应低于 1.5%0

8.5 给 水 与 排 水

8.5.1 校区内应设室内外给、排水系统和消防给水系统以及相

应 的设施 。

8.5.2 在严寒及寒冷地区，教学用房的给水进户管上应装设泄

水装置 。



8.5.3

蓄水池 ，

8.5.4

校内应在适当位置设置供应全校学习、生活、消防用的

  其容量应根据全校人数等 因素计算 。

教学楼的各层，应设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供应点

8.6 电 气 与 照 明

8.6.1 康复训练与职业技术训练用房的用电，应设专用回路，

回路保 护应采用漏电开关装置

8.6.2 学校各种用房的一般照明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表8.6.2

的规定，其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0.70

                    表8.6.2 学校用房的照度标准值

学校类别 房 间 名 称
照度范围

  (lx)

规定照 度的

  作业面

盲学校
  普通教室 、手工教室、地理教室及其他

教学用房
礴00 桌面

聋学校
  普通教室、语 训教室及其他教 学用房

(低年级)
300 桌面

弱钾学校 普通教室、语训教室及其他教学用房 150- 201 桌面

办公用房等

保健室 200-300 桌面

办 公室 150 桌面

饮水处、厕所、走道、楼梯间 50- 75 桌面

8.6.3 盲学校室内照明用电源开关应一律设置在房间门开启一

侧墙壁上，并应设置上下按键式开关。电源插座应一律设置在室

内某一固定位置，并应使用安全插座。

8.6.4 教室黑板应设黑板灯。其垂直照度的平均值不应低于

5001x o黑板面上的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0.70

8.6.5 教室照明光源宜采用荧光灯，不宜采用裸灯。灯具距桌

面的最低悬挂高度不应低于 1. 80M。灯管排列应垂直于黑板布

置 。

8.6.6 低视力生教室每桌均应设局部照明，宜采用摇臂式灯具，



地面应设走线槽。灯具照度不应低于1001x.

8.6.7 聋学校应加强教师面部照明，其垂直照度不宜小于

3001x.

8.7 电教、信息网络设备

8.7.1 各类特殊教育学校所设的电教、信息网络系统应结合残

疾人特点，分别设置相应的系统。

8.7.2 设有接收共用天线设施、闭路电视系统的学校，接收的

各教室应有合理的线路设计。

8.7.3 聋学校设置灾害广播系统，可在报警系统上增设发出闪

动信号的装置。



附录 A 教学用房的座位布置

A.0.1 普通教室的室内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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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1-5 聋校普通教室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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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专用教室的室内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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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台

启
口
。﹄
︺
石
1
全芬
。︺︸1
家

。︺Nl

昌

口

1一11

双
-
”

口

︹︸

|
p
卜
，

口 口 口

    }}
1360 M 1600 2000

图A.0.2-4 盲学校化学实验室平面布置

J8



讲

合

i}R*A**ffiC"I"

霭细霭细
扩猜一一带一

26001  }}  600  }  1800780     600  600 000  6008400

研辈
霏
狡
擎
酬

1
|
创
酬
引
引
到
|
|
|
|

图 A.0.2-5 聋学校、弱智学校实验室平面布置

          (括弧内尺寸为弱智学校)

图 A.0.2-6 手工教 室平面布置

了9



例
日
州
州
川
州
曰

琴
困
厦
丽

圈
旧
除

节
国
阅
帐
团
担
堵
鹭
翅
疽
昨
闯
当
址

工tO
.H
团

 
 
 
 
 
 

困
阿
寨

更
阿
寨

材
︻川
川
曰曰
川
川川
一

粉
口
州
日
川
川
州
曰

材
日
川
川
川
川
川
曰

?礴
谬邀

翅
价

。卜廖

.

困
阿
阵

圈
旧
阵

困
闷
扁

应
厦
除

~戴
︸灵
﹃ha
︸ha

 
 
 
 
 
 
 
 
 
 
 
 
 
 
 
 
 
 
 
 
 
 
 
 
 
 
 
 
 
 

节
叹
倒
联
画
担
彰
硕
夏
何
帅
倒
书
李

1
.。
.目

构
婚
镇
蓑
名
‘热
公
侧
娜
外
恤

H
嗒
参

40



B.0.2 建筑物外部触感块材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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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

                图B.0.2 建筑物外部触感块材设置图

                    ( a)十字型路;(的 L型路;(。)T型路

B.0.3 建筑物内部触感块材设置图

(b) (心)

辛
十
闭

                图B.0 .3 建筑物内部触感块材设置图

                    (a)十字型路;(b) L型路 (。)T型路

B.0.4 出人口触感标志设置图

B.0.5 垂直交通空间触感标志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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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B.0.4 建筑物内部触感块材设置图

(a)房间出人G平开门外;(b)通道门及门洞两侧;

(。)通道出人口平开门内外;(d)自动门出入口内外

                        III 柳 扶手上设置的触感标志

(a) (吞)

  图 B.0.5 楼梯间及电梯间触感块材设置图

            (a)楼梯间;(6)电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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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或 “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规范

7GJ 76- 2003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规范》JGJ 76-2003经建设部2003

年12月18日以第204号公告发布。

    为便于广大勘察、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及科研院校等单

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规范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

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雁塔路 13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邮编71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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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使
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国

家文明进步的标志。因此，全社会应为残疾儿童的学习、生活、

康复训练，为培养残疾儿童的生活自理和将来的生活自立创造良

好的环境。

    我国现有的各类特殊教育学校建筑，在某些方面虽然考虑了

残疾儿童的特殊要求，但从学校总体而言，在对特殊教育学校设

计原则的掌握、对其特殊要求以及对功能使用的理解等诸方面还

存在诸多不足。

    我国按1987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在 10.5亿人口中就有残

疾人554。万人，占总人口的1/20，全国按4口之家推算，每5

户人家就有1个残疾人。0一14岁残疾儿童817万人，视力残疾

占2,1%，听力语言残疾占14.2%,弱智者占65.9%。平均入学

率还不足5%。

    在1987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根据目前
我国总人口数推算得出全国现有各类残疾人总数约600()万人。

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未人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总数为

386113人，其中视力残疾50180人，听力残疾71231人，智力残

疾 115246人，肢体残疾86204人，精神残疾20607人，多重残疾

4万余人。

    建国以来，我国还未专门制定过特殊教育建筑设计的统一技

术规范，因而有很多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施不全或布局不合理，

在使用上没体现残疾儿童的特殊要求，极大地影响了残疾儿童的

学习、生活、康复训练和健康成长，因此，为确保待殊教育学校

的建筑设计质量，创造适合残疾儿童特殊需要的，在德育、智



育、体育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学校环境，编制本规范。

1.0.2 本规范主要作为新建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规划与设计的依

据，其适用范围也包括改建和扩建的特殊教育学校建筑。对于附

设在普通中小学校及社会福利院中的特殊教育班的建筑设计也可

参照此规范执行。

    由于儿童残疾的类型与程度不同，对室内外建筑环境也有着

各种不同的要求，为方便学生使用和学校管理，国外特殊教育学

校均采用按类别设校，我国有的学校也如此，但由于生源和经济

条件的制约，有些学校是混有不同残疾类别的学生，这时应按类

别分设于不同区域加强教育，避免相互影响。

1.0.3 残疾儿童由于身体某些机能的丧失或残缺，其生理、心

理及行为特征所表现的特殊性，要求建筑设计必须突出强调使用

中的安全性，消除隐患，避免可能发生的伤害。要创造适合他们

学习、生活、康复训练、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提供参与社会和

生活的平等条件，构成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的重要依据。

    残疾学生由于身体的缺陷、或视力、或听力、或智力等的不

同程度的残疾，其心理、生理及行为对学校建筑有其不同的特殊

需要。故应遵循有利于补偿其生理缺陷，康复其身心健康，帮助

其自理、自立、回归社会和安全、适用、方便、舒适、卫生的设

计原则进行特殊教育学校规划与设计。

    实际上，还有许多重度残疾儿童和多重残疾儿童 (如视力残

疾者同时伴有肢体活动障碍，听力残疾同时伴有智力残疾等)未

能人学。因此，特殊教育学校在进行规划与设计时，除考虑目前

为轻度及中度残疾儿童青少年人学外，应在设计上考虑将来为重

度及多重残疾儿童人学学习的趋势，创造无障碍活动环境。

1.0.4 特殊教育学校是各类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校

园规划及校舍建设都是为培养学生德、智、体等诸方面全面发展

的，对于一般为正常儿童、青少年制定的 《托幼建筑设计规范》、

《城市幼儿园面积定额》、《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城市普通

中小学校建设标准》，特殊教育学校的规划与建筑设计有着极为



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还应符合 《特殊

教育学校建设标准》，《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民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及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等所规定的强制性标准。



3 选址及总平面布置

                      3.1 校 址 选 择

3.1.1 由于残疾学生身心发展的特殊性，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作

用十分突出，因此校址选择对于特殊教育学校尤为重要，必须谨

慎从事，全面考察其所在地区环境、校园周边环境及校园内部环

境，采取综合分析的科学方法予以确定。

3.1.2 本条文是为保证学校所在地区环境的安全、卫生和方便:

    1 残疾学生对各种灾害的感知和避难能力较弱，故校址选

择应避免发生自然灾害 (如地震、滑坡、洪涝等)的可能性;

    2 卫生、无污染的地区是创造有利于残疾学生身心健康的

环境的基本前提。各种工矿企事业单位所排放的各类有害物是多

种多样的:如化学、生物、物理等污染;学校与各类污染源的距

离应符合国家有关防护距离的规定;

    3 学校选址避免较为偏僻、闭塞的地区，不仅是正视特殊

教育学校、尊重残疾学生的体现，同时也有利于学校利用各种公

用设施获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为残疾学生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3.1.3 本条文是为保证有利于学生自身康复的校园周边环境，

防止发生在选址时因不重视校园周边环境而妨碍学生全面发展的

几种 情况 :

    1 本条规定了校园周边环境的一般要求;

    2 听觉是盲学校学生感知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的方式，聋学

校学生在噪声环境中易产生耳鸣等不适感，故噪声对残疾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的影响程度大于正常学生，因此特殊学校的声环境应

优于普通学校;本条文规定的校界处噪声允许标准取 《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标准》中的居住、文教区的规范值;

    3 本条规定有利于学生在接受学校康复教育过程中，方便

    52



使用文教、医疗、福利及公园绿地等设施;娱乐场所、集贸市场

所发出的噪声为有情节的噪声，其对学校的干扰较一般噪声严

重，医院的传染病房、太平间则有传染疾病等问题，故不应与学

校毗邻;

    4 如前所述，紧急疏散，安全避难在特殊教育学校有着重

要意义，应引起重视;

    5 本条是从学生出人学校的安全性考虑，避免外部频繁交

通对学生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或损害;

    ‘ 本条规定为保证校园周边环境的安全性，避免造成不必

要的伤害事故。

3.1.4 本条文是为保证学生具有必要的学习条件及有利于身心

发展的校园内部环境:

    1 较为规整的地形与较为平坦的地貌为学校建设及康复环

境的创造提供基本前提条件;

    2 在大城市中，建筑密度高，有时学校处于高层建筑的阴

影遮挡之下，或密集建筑群包围的角落中，使学校无法保证起码

的日照、通风条件;学校建设的投资额一般较少，有时拨地为湿

洼地，排水不通畅，大量基建投资用于处理地基排水，以致无法

进行建设，故就此做出规定;

    3 良好的植物种植有利于学校创造绿地、生态环境，同时

观察植物生长变化、增长自然知识也是特教学校中一个重要的实

践性教学环节，因而学校用地的土壤条件不仅应满足建设要求，

还应适合于植物生长;

    4 不得将校址选在架空高压线影响范围内或城市热力管线

穿越区，建校后亦不得在校园内敷设过境架空高压线或热力管

线，以保障学生安全。

3.2 总平面布置及用地构成

3.2.1 本条文规定各类特殊教育学校在建设过程中，要以有关

部门批准的规划总平面为依据，以保证总体布置框架的正确性，



避免大方向或原则性错误。

3.2.2 本条文为一般的设计惯例。

3.2.3 学校应有明朗开阔的环境，教学用房及学生宿舍的阳光

和自然通风是必须保证的;本条文采用了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中的日照标准即3h，以保证学生学习、生活场所良好的卫生条

件。

3.2.4 在总体布置中，需考虑运动场作为噪声源对教室的噪声

影响。根据测定和考虑到声音在空气中的自然衰减情况，及 《中

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教室面对运动场时，将窗与运动

场之间的距离规定为25m，可满足教室噪声级不大于50dB (A)

的要求 。

3.2.5 学校运动场地的设置依据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课教学

大纲，应充分考虑学校规模、特点及学生身体状况的差异性等因

素，确保学生能安全地进行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运动场地应包

括必要的田径项目的练习场地和球类活动场地;游泳为促进全身

发育的锻炼项目，及特殊情况下的自救手段，有条件的学校可设

游泳池;此外还应设适合低年级学生学习活动的室外游戏活动场

地等 。

3.2.6 康复训练场地是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身体机能障碍、增强

体能、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练习场地。在高年级作为职业技术培

训的辅助设施，应设置室外职业训练场地。其设置内容应根据学

生的不同康复训练目的及学校所开设的职业技术培训的内容而

定，并规定了康复训练及职业技术训练用地的面积。

3.2.7 本条基于安全考虑强调人车分流，并主张交通形式主要

以人行为主，车行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3.2.8 校园的成片绿地指校前区成片绿地、集中绿地和宽度不

小于10.的绿地地带。绿地可作植物种植园地、小动物饲养场

等 。

3.2.4 鼓励特殊教育学校有条件的对外开放，为当地残疾人提

供康复、咨询指导服务。但应保证外来人员活动不影响学校正常



的教学活动。

3.2.10 特殊教育的实行在我国有着重要意义和广泛发展前景，
对其相应环境设施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之中，同时特殊教育自身也

处于不断研究、发展中。学校总平面布置应预留一定面积的发展

用地，以利今后的发展建设需求。



4 建 筑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特殊教育学校校舍的组成，根据学校类型、规模、教学

活动的要求和条件，为残疾学生的学习、生活、活动提供不同数

量、不同尺寸、不同设施设备的用房，一般包括各类教学用房

(普通教室、专用教学及公用学习用房)、生活训练用房、劳动技

术用房、康复训练用房、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每所学校

宜分别设置上述各类用房，每类用房的具体组成则视各校不同情

况而定 。

4.1.2 校舍各类用房进行组合应避免相互干扰，又要相互联系。

    1 出于对残疾学生使用方便的考虑，相对紧凑集中型优于

疏松分散型;同时也要注意功能分区，易于识别的要求;

    2 应注意日常顺畅通行和紧急情况时的安全疏散;

    3 由于视力残疾和智力残疾学生在辨向和行动上的困难，

盲学校、弱智学校的校舍尤其应注意空间组合和流线组织的简洁

明晰;弧形平面组合易造成方向迷失，寻找房间困难等因素，故

禁止使用;

    4 主要建筑之间有廊联系，可为残疾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

方便;同时，盲学校学生雨天在外部行走不易辨别方向，故宜设

廊。

4.1.3 目前教学用房的平面布置有中内廊、单内廊和外廊三种

基本形式。其中内廊具有教室之间干扰较大、采光不足、通风不

良的缺点。为使特殊教育学校有良好的教学环境，教学用房在炎

热及温暖地区宜采用外廊布置形式，在寒冷及严寒地区宜布置成

单内廊的形式。

4.1.4 各种学生 用房 ，应 提供适 宜于残 疾学 生学 习、生活 、活



动的安全和无障碍环境，并应根据学生的残疾类型创造补偿其生

理缺陷的条件。

4.1.5 原国家教委规定特殊教育学校班级额定人数:盲学校、

聋学校每班为12一14人，弱智学校每班为12人。各类学校各种

教学用房的面积主要取决于班级额定人数、课桌椅尺寸、座位布

置方式及功能要求等。

4.2 普 通 教 室

4.2.1 普通教室课桌椅的布置应考虑各类学校教学特点和要求，

利于残疾学生使用:

    1 为使残疾学生出人座位方便，各种类型学校的普通教室

一律采用单人课桌椅;盲学校和弱智学校的课桌椅采用常规的面

向黑板成排成行的布置，而聋学校教学中要求全班学生都能看到

教师讲课及被提问同学回答时的口形和手势，因此课桌椅围成圆

弧形最为有利;

    2 参照国家标准 《学校课桌椅卫生标准》GB7792-87，单
人用桌面宽度0.55一0.60m，桌面深度0.38一0.42m，弱智学校

课桌的平面尺寸取其上限，不宜小于0.60m x 0.42m;由于盲文

书籍较大，盲学校课桌的平面尺寸应适当放宽，不宜小于0.80m

x 0.50m，为便于视力残疾学生掌握放在桌面的书等用具，盲学

校课桌左右及前缘应做成凸棱外缘;根据聋学校特殊教育标准，

聋学校的课桌布置形式为圆弧形，桌面为梯形的平面有利于拼

接，可采用上宽0.55m、下宽0.60m、深度0.40m的直角梯形与

上宽0.50m、下宽0.60m,深度0.40m的等腰梯形进行拼接;

    3 根据使用的功能要求，条文对课桌间前后距离、纵向走

道及靠墙尺寸做了规定;

    4 条文对课桌最前排与黑板的距离，最后排与后墙的距离

做了相应的规定。

4.2.2 条文所规定的教室设施都是学生在教室学习和生活所必

需的设施。为适应残疾学生的使用特点，在后墙面设置一块张贴



通知和学生作业用的陈列板，盲学校陈列板宜用木制，以便于张

贴盲文通知。考虑到残疾学生保持双手清洁的必要，临窗处宜设

置洗手盆或水池。

4.2.3 由于盲生及弱智生小学低年级学生生理自控能力较差，

教室宜附设卫生间，室内应设置较宽敞的空间和较完备的设施。

4.2.4 盲学校普通教室应符合下列特殊要求:

    1 由于盲文书籍较大，一般为0.25m x 0.32m(宽x高)，

高年级学生盲文书籍又很多，沿普通教室的后墙，必须设置一排

书柜或书架，使每一位学生均有存放书籍的空间，其尺寸应能容

纳盲文书籍;

    2 为便于低视生阅读，其课桌面角度应可调节;并应设放

大阅读设施，如低视力阅读机，其使用时室内应处于暗的环境，

故应配备遮光设施，如暗色帷幕等。

4.2.5 为便于聋生加强理解教学内容，尽可能不擦掉课堂板书，

故需增加黑板的容量。

4.2.6 为使智残学生能通过游戏活动开发智力，教室后面应放

置一排存放玩具或模型的橱柜，同时应留出一部分游戏活动空

间。

4.3 专用教学与公用学习用房

4.3.1 结合原国家教委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课程设置的

规定，可自行选择各自专用教学及公用学习用房。

4.3.2 专用教室与公用学习用房同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本条

是基于常规布置方式做出的规定。

4.3.3 本条专用教室需使用专用仪器、设备，故规定了与相关

辅助用房相连的门的宽度。

4.3.4 本条规定盲学校语言教室在平面布置、照明、隔声和防

尘以及地板构造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4.3.5 本条规定了地理教室课桌平面尺寸及桌面特殊构造、教

室平面应考虑的展橱位置以及对其准备室的基本要求。课桌高度



可根据适用班级的生源情况与课桌配套确定。

4.3.6 本条规定了计算机教室的空间组成为计算机教室及其准

备室，并规定了计算机教室的平面布置。计算机教室的配备体现

一人一机的方式。计算机教室的准备室可以一个教室设一间或两

个教室共用一间。

4.3.7 本条强调模型和教具与学生直接接触 (如盲生触摸)辅

以教师的讲解，来达到直观教学的目的。了解这一教学特点，有

助于我们创造更好的直观教学环境。

4.3.8 本条所谓唱游教室，是弱智学校特殊的教学用房。这是

实现寓教于乐的教学场所。设计时应注意其位置适当，音乐教室

准备室应满足电教器材和所用乐器、乐谱及谱架的存放，应满足

音乐教材资料的制作与保管要求。

4.3.， 本条规定了学校设置的化学、物理、生物等实验室在设

备、设施、规格、数量等的规定。

4.3.10 本条规定了盲学校手工教室 (其功能是增强盲生触感能

力)的基本要求，其他特殊学校不设置手工教室。

4.3.11 本条规定了美术教室或准备室应有足够的面积以满足学

生作画、陈列模型、布置橱窗或展台等需要。要特别注意以北向

为主要采光方向，其他朝向不易保持模型的光影效果，不利于学

生捕捉写生对象的形象特征，并规定了其他相应的基本要求。

4.3.12 对聋生而言，律动课是通过其视觉、触觉、振动觉等感

官进行音乐、舞蹈、体操、游戏、语言技巧等内容的学习与训

练，发展其感知能力与动作机能。对弱智儿童而言，律动课是培

养其听觉、节奏感和对音乐的感受能力，矫正弱智儿童动作不协

调的缺陷，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的训练课。通过训练弱智儿童各

感官与身体各部位的协调动作，培养学生的动作机能，促进身心

健康。因此，律动课对残疾儿童的感知能力、协调能力的培养是

非常重要的。

    根据课程内容的自身特点，在设计律动教室时，应考虑与普

通教室的隔离问题以免对其他空间造成干扰。律动教室对空间高



度的要求有突出的特点。4.00.净高要求主要是考虑到有些集体

活动空间气氛的营造，以及某些游戏的安全等。设置吸顶灯是为

了避免训练时碰坏灯具发生安全事故。楼 (地)面为具有弹性的

木地板，能更好地培养残疾儿童的感知能力和协调能力。窗台的

高度既要保证防止发生坠落的危险又要满足采光的要求和视线通

畅。

4.3.13 视听教室是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对残疾儿童进行形象化

教学的场所。室内应配备较为齐全的电教器材，形成良好的视听

环境，通过多媒体的配合为残疾儿童创造丰富多彩的学习空间。

    本条规定了视听教室的设施、规模和使用投影仪时课桌面的

最低照度要求。视听教室的其他设计要求可以参照普通中小学视

听兼合班教室的设计进行。室内应保持良好的声环境，后墙及顶

棚应设置吸声材料。由于视听教室内部可能有多种电教器材，应

供应较充足的电源;在教室前端应设置多种插座，以便适应各种

电教器械的使用。考虑到安全性，内部装修应尽量采用耐火或不

燃材料，室内应设置消防器材。在平面布局时应将其安排在较为

安全的位置。

4.3.14 本条规定了特殊学校图书室的基本要求。与普通图书室

不同的是对于盲校盲文书尺寸较大 (约0.30m x 0.23m x 0.05m)
(高、宽、厚)，因而要求阅览桌的尺寸也较大;并设盲生听音

区、为满足低视力生的特殊阅读要求应设置有关设施;图书室的

其他设计要求可参照普通中小学校图书室的设计进行。阅览室应

设计为大空间，以便于室内灵活布置。图书阅览室如设于楼层上

时，应考虑楼板的负荷问题。要注意建筑室内及设施的安全防

火。

4.4 生活训练用房

4.4.1 大邵 分残 疾儿 童在 人学 时 ，缺 乏基 本 的生活 自理 能力 ，

为帮助他们走向自理、自立、回归社会，特殊教育学校应针对不

同学生的生理障碍状况，设置相应的生活训练用房，其中生活训



练教室 (家政室)主要针对盲学校和弱智学校，烹调实习教室，

适用于盲学校、聋学校和弱智学校，缝纫实习教室主要针对聋学

校。

4.4.2 生活训练教室 (家政室)的设置是帮助残疾学生熟悉家

庭生活环境和日常起居生活，除提供一般家庭起居室具备的主要

设置条件外，还应满足护理人员指导所需的空间要求。

4.4.3 烹调实习教室的设置帮助残疾学生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同时也起到一定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

    1一5 规定了学习烹调所要求的基本区域及各空间设施要

求;

    6一8 为保证学生在安全、卫生的条件下进行使用，条文做

此规定;

    9 为便于使用，对盲生使用的烹调教室做了特别规定。

4.4.4 缝纫与剪裁实习教室是为提高学生生活自理能力而设。

条文规 定了其内部的功能分 区及 各分区的设施要求 。

4.5 劳动技术与职业技术训练用房

4.5.1 劳动技术与职业技术训练用房是对学生进行劳动与职业

技术培训的场所，帮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使其毕业后能生活自

立、回归社会。不同类型的特殊学校，应设不同技能的职业训练

课程及相应 的用房。

4.5.2 本条文规定了劳动技术及职业训练用房必须进行合理分

区及各分区空间设置，尤其应保证操作时用电、防火的安全性，

同时应考虑室内采光、照明及卫生环境。木材加工是木工实习室

主要作业，及时对加工所产生的木屑、刨花、锯末等进行真空吸

附处理，既可维护室内环境，又消除发生火灾的隐患。

4.5.3 目前社会上，推拿按摩是盲人自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推拿按摩教室既要满足上理论课，还应设置一定数量的按摩

床以供学生临床实习使用，故应设常用的挂图与模型等;为支持

盲学校进行勤工俭学活动，解决盲学校学生的出路，应考虑将实



习教室设在底层并有独立的出人口，以便对外营业。

4.6 康复训练及检测用房

4.6.1 康复训练用房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进行康复训练，

有助于补偿其生理缺陷、康复身心健康。聋学校及弱智学校应设

语训教室，聋学校应设听力检测室，弱智学校应设智力检测室。

4.6.2 语言训练用房对聋生和弱智学生进行听觉、语言训练，

本条文规定了语训教室宜设置的功能房间及相应设施。

4.6.3 听力检测是通过仪器检测聋生听力障碍情况，本条文规

定了检测室应有良好的隔声性能及所需设备和设施。

4.7 办公与生活服务用房

4.7.1 各类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公与生活服务用房的设置，应结

合学校的规模、类型、管理的方式等设定其组成的内容。各种办

公用房在设计中应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便于集中使用与管

理，并应考虑办公自动化的需要。

4.7.2 卫生保健室是满足特殊教育学校师生日常的卫生保健要

求而设的。一旦发生身体的伤害或危急病症，在未送医院之前，

先在校进行相应的治疗，有条件的可设置简易的隔离室 (或病

房)。诊室的大小应满足设置日常诊疗设备及检查身体等医疗活

动的要求，保健室人口的宽度应保证担架和轮椅的自由出人。

4.7.3 在对外联系较方便的位置设置对外咨询及接待室，便于

家长与学校交流，同时应考虑有布置学校各种宣传资料的展示空

间，便于学校的对外宣传，使其成为学生与社会的一个联系窗

口o

4.7.4 学生宿舍的设计应满足残疾学生的基本起居要求，应设

方便的盆洗室及卫生间，地板应考虑防滑。卧室内除床位外，还

应留有面盆架和衣柜等的空间。聋学校应在学生枕下设置唤醒装

置，出人口附近应设有紧急避难用的诱导示意图。

4.7.5 学生宜采用固定座位的形式就餐，学生用餐面积虽比教



师用餐面积少，但由于残疾学生行动不便，每生就餐面积取教师

同等指标。对于盲校及低年级的学生宜采用送餐到桌的方式，桌

间走道宽度应满足送餐车的运行空间。餐具存放橱柜、洗碗池的

设置位置，应结合学生的就餐流程来布置。采用窗口售饭方式

时，窗口的设置宽度应照顾到轮椅学生的使用方便。食堂内应保

证良好的通风条件，食堂兼作多功能厅使用时，应考虑餐桌的移

动方便和餐桌的临时存放场所。

4.7.‘ 按每班设 1个浴位，每个浴位1.5m x 1.2m冲洗面积计

算 。

4.7.7 本条是指教学用房内厕所，教工厕所与学生厕所宜分开

设置，学生厕所应满足无障碍的要求。在低学年厕所中应设置有

护理人员使用的更衣台和清洗身体用水池。



5 室 外 空 间

5.1 一 般 规 定

5.1.1 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空间除室内教育空间外，还应注重

室外空间在学校教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是特殊教育学校硬

件设施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功能由以下4种设施组成:

    1 室外运动设施;

    2 室外教育设施;

    3 绿地设施;

    4 室外其他设施。

5.1.2 特殊教育学校的室外空间应配合教学方式与方法、学生

的学习特点而设置，以促进教育环境质量的提高。室外空间各部

分的设置也应该考虑到学生残疾程度的差异、身体成长变化等因

素而使其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同时应该将使用上的安全性作

为设计的一个重要条件。

5.1.3 室外空间的设置应结合校园总体环境规划、单体建筑的

室内空间、半室外空间，并根据功能上和空间上的连续性，组织

成多层次的室外空间。

5.1.4 校园的外部空间环境除了满足校内学生的使用之外，作

为所在地域的文化教育设施，还应与学校的周边景观环境相协

调，形成良好的地域景观环境。

5.2 室外运动设施

5.2.1 运动场地的设计在要求上有以下几点:

    1 运动场及球类场地在邻近校舍或学校周边的位置时，应

选定场地的长轴并应采用设置绿化带的方式来减少对校舍和周边

居民产生的噪声干扰;



      2 运动场 甲出径跑追邵 分的地 面做到表 面半滑 ，不 易起 灰

尘;有条件的地区可选用具有一定弹性能防止学生跌倒受伤的地

面材料;田径场跑道的断面设计应确保场地内具有良好的排水

性;

    3 盲学校运动场设置的田径跑道，在跑道的边线及弯道处

应设置有触感标志，例如用地面铺装材料的变化来提示边界的位

置等方法;弱智学校的运动场要满足借助轮椅来进行活动学生的

使用要求 ;

    4 为了提高学生身体机能与体能素质，可在运动场地内设

置固定的运动器械;其数量应充分考虑到学生身体机能障碍的程

度差异，满足学生身体成长发育阶段的要求，固定运动器械亦应

集中设置在运动场内或不影响其他活动的位置上;

    5 运动场周边以及运动场内各项活动场地之间应留有较大

的空间设置草坪，起到一个安全保护和避免干扰的作用。

5.2.2 为了便于运动场的使用及维护管理，在邻近运动场的位

置应设置体育器材管理库房;库房的大小及形式应结合运动场的

规模、利用状况来决定。

5.2.3 为了方便学生的使用要求，运动场周边应设卫生设施，

可根据运动场周边的具体情况进行独立设置，也可以结合在邻近

运动场的其他建筑中。

5.2.4 建筑屋顶作为运动场时应采用防止振动所产生噪声干扰

的构造;如果对相邻建筑产生噪声干扰时，应设置隔声板。

5.2.5 游泳池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游泳池应选择在具有良好自然通风的位置;为了保护学

生的个人隐私及安全管理上的需要，应在游泳池的周边采用灌木

丛或围墙等形式设置遮挡视线及安全围护的屏障;

    2 游泳池的水面面积大小应结合学校的规模以及建设经济

条件来决定;在考虑向周边社会开放时，可适当增大游泳池的水

面面积;游泳池的水深深度的确定应结合学校学生身体特征及安

全性考虑;当水深有变化时，应采用较为缓和的变化方式，并应



在深度变化差值每超过O.lm的位置处设置表示水深的标识;

    3 游泳池的池底和四个侧壁的表面材料可采用瓷砖或马赛

克等建筑材料，亦可采用无毒、安全的建筑防水涂料。在池底排

水孔塞的外部设置安全防护罩，防止孔塞的脱落所造成的排水口

对人体吸引事故的发生。

5.2.6 游泳池长方向两个端部的地面，应设置较为宽敞的活动

空间。游泳池周边的地面应选用具有防滑性能的铺面材料。

5.2.7 盲学校的游泳池在泳池地面周边应设置防止学生不慎掉

人泳池的防护措施，如设置不同的地面触感材料等。为便于使用

轮椅的学生出人泳池，坡道的低端处应设置使轮椅停止下滑的装

置。坡道的两侧应设置扶手。

5.2.8 考虑到安全监护，条文做了规定。

5.2.9 游泳池的人口、更衣室、淋浴室以及卫生间等辅助设施

的大小、位置等应结合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使用流程，并尽

可能达到路线简捷，便于盲生的认知。

5.3 室外教育设 施

5.3.1 为了满足特教学校多样化的教学需要，除必需的室内教

育空间外还应设置相应的室外学习活动园地，可集中布置或分散

设置在与教室相邻的地方，便于学生使用。其要求是:

    1 为了活跃低年级学生的学习生活，配合多种教学方法，

应尽可能开设独立的室外游戏场地及职业训练场地;场地应选择

在日照和通风良好的场所，同时也应采取防止噪声对周围环境产

生干扰的措施;

    2 低年级的游戏场应包括能开展游戏活动的游戏区和设置

固定游戏器具的玩具活动区;游戏器具的设置应确保使用上的安

全性，盲学校游戏场的周边为了防止学生在活动中误跑出场外，

应留出宽度不小于1.50.的草坪作为缓冲地带;

    3 为了避免学生游戏中跌倒而不至于受伤，游戏场的地面

以铺设塑胶或橡胶砖为佳;场地的断面设计应保证有良好的排水



性 ;

    4 职业训练场地的大小、形状应以开设的职业技术培训内

容而决定;从使用方式上应是培训教室向室外的延伸，因此训练

场地应邻近职业培训教室，便于使用和管理;

    5 根据职业训练内容的需要可以划分出准备、训练空间以

及训练器材的存放场所;场地内所建的简易、临时性设施应与周

边空间环境相协调并确保其安全性;

    6 为便于场地的清洗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培训用房的人

口附近应设置洗手、洗脚水池。

5.3.2 康复训练场地设计的要求:

    1 康复训练场地是为了帮助学生克服身体机能障碍，增强

体能，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练习场地;场地的大小、形状以及所

设置的健身器械类型应结合学校的规模、学生的身体特征等要素

而定;

    2 为了使场地内的训练不致受到其他活动的影响，并给训

练间隙的学生有一定停留休息的地方，场地的周边应设置高度为

0.90m的扶手栏杆以及一定数量的休息座椅;

    3 盲学校室外定向行走训练场地应留有较大的缓冲空间;

即场地的边缘内1.00m处应设置有触感的边界标志;

    4 场地的地面应结合特教学校学生的不同训练内容，设置

具有一定保护性，跌倒后不易受伤的铺面材料。

5.3.3 动、植物园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特殊教育学校中设置动、植物园地是为了帮助学生通过

观察植物在一年四季中的生长变化来增强对自然的认识;观察对

小动物的饲养来了解动物的成长过程，这是特殊教育学校中一个

重要的实践教学场所;小动物饲养舍的设计应考虑所饲养动物的

生活习性等特殊要求，以及饲料的收藏和排泄物的暂时存放场所

等;

    2 植物园中如有水生植物或饲养水生动物时，应采用池底

水深不大于0.40m的浅水池;



    3 植物园种植的植物应选择适合当地生长条件的树种为主，

可选择四季有不同变化、灌木、乔木相互组合、形态各异、无

刺、无毒、易于管理的树木进行种植;盲校应考虑到学生主要是

靠触觉和嗅觉来识别植物，在植物类别的选择上应以冠部低矮便

于触摸，便于靠嗅觉识别的树木为主。

5.4 绿 地 设 施

5.4.1 绿地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类学校应做到校园整体的绿地规划与设计，为残疾学

生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校园内的绿地必须结合学校所在地区的

气候土壤条件，选择易于管理的品种;灌木、花草应选择无刺、

无毒、不产生寄生虫的品种;

    2 校舍周边种植的树木，不宜选择高大的乔木，避免对教

室的采光和通风产生影响;
    3 校园中的树木应根据树形、高低、体量的不同，在校园

空间中进行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配置，形成丰富的校园生态

空间环境 。

5.4.2一5.4.3 为满足校园内的草坪及花坛的设计与管理，条文
做了相应的规定。

5.5 其他室外设施

5.5.1 校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校门的大小尺度应以人流、车辆的通过量，以及校门与

城市干道之间的环境特征为设计依据，校门的形式应体现出学校

的精神风貌;车行与人行的出人口应分别设置;

    2 为了确保学生出人校门时的人身安全，校门应退后城市

干道红线5.00.以上形成一定的缓冲空间;

    3 校门外设置提示过往车辆应注意在学校出\口附近慢行

的标示牌;

    4 应选择安全性能高的门及其开闭形式，防止夹伤、碰伤



事故的发生;

    5 盲校校门人行出人口设置的盲道应与校内盲道系统以及

城市人行干道设置的盲道相连接。

5.5.2 前庭广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I 前庭广场应规划好人流与车流的行走路线，防止流线的

交叉;对有校车接送学生的学校，在前庭广场内还应设置全天候

的学生上、下车场所，并达到无障碍设计要求;

    2 在前庭广场内合理地设置自行车存放处和机动车辆的停

车场 ;

    3 前庭广场是对外体现学校校园风貌的一个重要空间，因

此要结合多种方式和方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广场环境，表现以

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应设置盲校校区标识向导图，向导图应设置

为触摸式。

5.5.3 道路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I 应科学地组织好校内的道路系统，保障消防通道的便捷

畅通;

    2 道路的宽度、断面形式及路面铺装材料应根据学校的规

模及本校学生的身体残疾特征来决定;应采用透水或排水性良好

的铺面材料;

    3 盲学校校园内学生生活、学习通行的主要道路都应设置

有盲道;

    4 道路有高差变化时，应设有坡道、其具体尺寸如正文所

述 。



6 各类用房面积指标、层数、净高和建筑构造

                  6.1 各类用房面积指标

6.1.1学校各种用房的使用面积指标对原国家教委颁布的 《特
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进行了适当调整。原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

标准》各种用房面积的制定，主要参照1993年前国内特殊教育

学校现状制定的，面积偏低，以普通教室为例，残疾学生应有较

宽松的活动余地，原有44扩 的指标，在座位布置后，所剩空间

不多;教室中配备一定的电教 (或多媒体教学)设施将是一个未

来发展的趋势，这要求预留一定空间;教室本身应为学生提供一

定的休息活动空间。根据对特教学校的调研及意见反馈，现有普

通教室多存在面积过小的情况，另外，选择和中国教育及教学环

境极为相似的日本特教学校实例进行对比分析，日本特殊教育学

校的普通教室平均面积为47.5.'，按每班6个学生计则平均面积

为7.9扩/生;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指标为44扩，按
每班14人则平均面积为3.14澎/生，本条文规定教室面积为

54扩，平均面积为 3.86扩，此值为日本普通教室平均面积的

49%，其他用房的面积指标按照同样考虑，即对于 《特殊教育学

校建设标准》分别做了适当程度的提高，见表6.1.1。总之，为

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创造适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是特教学校设计

的基本原则。

6.1.2 由于聋学校学生宿舍设双层床，故每生使用面积小于盲

学校、弱智学校学生宿舍的使用面积

6.2 层数、净高

6.2.1 为节约用地，教学及生活用房应建造楼房。从残疾学生

的使用方便和尽量多地进行户外活动、接受阳光的角度考虑，层



数不宜超过三层，弱智学校的层数不宜超过二层，当然教工用房

可不受此限;从物资运送、人流活动考虑，食堂、厨房、多功能

活动室等用房宜建成平房，亦可组合成二、三层建筑。总之，有

条件的地区还是以低一些为好。

6.2.2 房间的净高指房间地面至顶棚的距离，考虑到不同结构
层及装修饰面的影响，即使层高相同的房间也可能有不同的净

高，从实际功能要求考虑，本条文以净高而不是层高作为各种用

房空间高度的低限，为避免因净高过低影响正常使用或净高偏高

造成浪费的现象，本条文仅规定了各种用房净高的低限，某些地

区为了改善通风、散热，可以适当提高净高;面积较大的多功能

活动室、餐厅及厨房等也可适当提高净高。

6.3 建 筑 构 造

6.3.1 教学用房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从维护学生的安全和良好的教学秩序考虑，普通教室、

专用教室靠后墙的门宜设观察孔，以便于教学管理人员进行检

查 、督导 ;

    2 一般上课时，教室的门是关闭的，而设可开启的上亮可

满足通风要求;

    3 考虑到学生出人的方便和安全，盲校、弱智学校各类学

生学习生活、活动用房宜采用自动门、悬挂式轨道的推拉门，避

免残疾学生进出房间时被开闭的门扇碰撞;门槛易造成磕绊，故

禁止使用;

    4 盲学校为便于学生的辨识，根据不同房间名称，应统一

设置房间名称标牌，标牌高度应便于盲生用手触摸;

    5 从门的使用安全和耐久的角度考虑，条文做了相应的要

求。

6.3.2 教学用房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窗台高度，由于桌面对采光的需要，窗台过去经常设计

为0.90一1.00m高，窗台高了，临窗一排的桌面往往处于阴影区



内，而窗台下还要放散热器，故做了窗台高度不宜低于0.80m和

不宜高于Loom的规定;

    2 为了保证教室采光均匀，本条规定教室靠外廊、单内廊

一侧应开低窗，外廊、单内廊地面以上2.00m高度范围内，窗的

开启形式不得影响教室使用，而且开启的窗缩小了外廊、单内廊

的宽度，不利于交通疏散和行人安全;因此，宜采用推拉或其他

形式;又因开低窗外廊、单内廊行人往来，会干扰学生学习，设

计时，应考虑遮挡视线的措施，如安装磨砂玻璃、控光玻璃或压

花玻璃 等 ;

    3 当窗间墙宽度过大，教室采光不均匀，且不易达到玻地

比的要求;因而本条规定不应大于1. 20m;
    4 对风沙较大的地区应设置防风纱窗;

    5 教室和实验室的二层以上的教学楼向外开启的窗，应考

虑擦洗玻璃的方便与安全，应设一定的防护设施，如悬挑的围栏

等;也可以采用方便擦洗的双向推拉窗;

    6 为保证通风要求，条文做了规定。

6.3.3 在严寒地区为了防止因学生久坐，地面过冷而引起关节

炎等症，宜采用热工性能好的地面材料。



7 交 通 与 疏 散

7.0.1 校园及校舍应采用无障碍设计，以便伴有肢残的学生使

用轮椅车通行。

7.0.2 校舍人口的设计在要求上;

    1 人口处应设置轮椅通行坡道;

    2 考虑到残疾学生 (包括伴有肢残的学生)出人的方便和

安全，盲学校、弱智学校不应设置弹簧门或旋转门，避免残疾学

生被门扇碰撞，阻碍平时人流及紧急疏散。

7.0.3 教学楼的门厅和走廊设计在要求上:

    1 门厅的主要功能是交通枢纽，内廊式建筑必须有门厅作

为通向室外的过渡空间，外廊式建筑虽可直接通到室外，但宜设

置门厅;在寒冷或风沙大的地区，门厅人口为了避免雨雪、风沙

吹人楼内，加强楼内的保温、节能并保证清洁卫生，故均应设置

挡风间或双道门;关于挡风间或双道门的深度，应以前后双扇门

能正常开启并应留有一定空间，同时考虑肢残学生使用轮椅车出

人，不阻碍平时人流交通及紧急疏散为准;因此，该深度定为最

小 2.40m;

    2 残疾学生行动不便，交通疏散空间中的踏步由于人员众

多、情况复杂很容易使人摔跤，造成事故;为保障残疾学生通行

与活动安全及轮椅生的通行，因而条文做了规定;

    3 为便于视力残疾学生交通与疏散，条文做了规定;位于

走廊中心线位置的触感标志及沿墙踢脚线颜色与地面区别，是便

于低视生辨识，引导低视生左右分行，避免碰撞;

    4 残疾学生行动不便，大部分学生课间休息时，多利用走

廊活动;故本条文对走廊的净宽度考虑了适当空间;对干盲学

校，内廊净宽指沿内墙两侧的扶手间净距离;走廊净宽不应小于



条文规定，有条件的可将走廊适当放宽，以利于学生课间休息和

活动;行政教师办公用房的走廊，使用人数较少，以疏散为主，

这样其宽度满足防火规范即可，不必增加;

    5 为便于视力残疾学生交通与疏散，盲学校的走廊沿内墙

应设置与墙牢固连接的连续扶手，扶手距地面高度和收头处理应

保障使用的方便和安全;

    6 条文中规定了室内坡道的长度和宽度;

    7 条文中规定了兼作轮椅使用的坡道与扶手尺寸。

7.0.4 楼梯的设计有以下要求:

    1 教学楼的楼梯间应有直接天然采光，改善交通环境，以

满足残疾学生的交通与疏散;

    2 在各种楼梯形式中，双跑楼梯在使用上较为方便、安全，

宜采用;视力残疾和智力残疾学生行动不便，为防止不慎摔倒而
造成较大伤害，故盲学校、弱智学校不得采用直跑楼梯;

    3 楼梯踏步采用螺旋形、扇形或正常楼梯坡度大于300时，

残疾学生平时使用既不舒适也不安全，紧急疏散时会造成更大伤

害，应禁止采用;踏板边缘突出踢脚板，容易造成上楼梯时的磕

绊，故不得采用;

    4 为避免学生从楼梯井处坠下，楼梯一般不宜设楼梯井;

有时由于消防或其他方面的需要，楼梯栏杆与栏杆之间须留一条

缝隙;在这种情况下，缝隙 (即楼梯井)的宽度就必须加以限

制，才有可能防止学生坠下;故本条做了“楼梯井的宽度不应大

于0.20m”的具体规定;在具体设计中，如果楼梯井的宽度大于

0.20m时，就必须在楼梯井处采用十分坚固可靠的安全保护措

施;

    5 为避免学生攀登楼梯扶手而造成危险，条文对楼梯扶手

高度做了规定;室外楼梯无墙遮拦，故规定楼梯扶手的高度较室

内楼梯高，以免疏散时冲出而发生危险;

    6 为避免视力残疾学生上下楼梯时发生相互碰撞，楼梯梯

段应保证一定净宽 (指扶手间的净距离)，条文定为最小1.80m;



      7

手相 连 ，

      s

定 。

7.0.s

考虑到视力残疾学生上下楼梯时的安全，应和走廊的扶

本条做了相应规定;
为佰千视 力我疾 学牛 清楚所在 楼层数 ，本条做 了相应 规

为保证学生安全，本条规定了对阳台、外廊、上人屋面

等临空处防护栏杆的要求。

乃



8 室内环境与建筑设备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残疾学生由于各自的残疾部位不同，对外界信息的感知

渠道有所区别，良好的室内物理环境和卫生条件有利于他们更好

地学习科学知识和生活技能。

8.1.2 残疾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大少于正常同龄孩子，最大

限度地利用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可保证良好的室内环境，有利

于儿童的身心发展。

8.1.3 特殊教育学校在保证正常教学的基础上注意节能、方便

与安全 。

8.1.4 对于盲校和弱智学校要特别注意各种设备、管线的安全

性，例如电源插座及电源开关的安全性

8.2 采 光

8.2.1 特殊教育学校的光环境应优于普通中小学校，采光标准

也应相应提高，因此本标准中规定特殊教育学校的采光标准较普

通中小学校同类房间相应有所提高，弱智学校的课桌面上的天然

光照度标准可取与普通中小学校同类房间一样的标准。根据聋学

校教学特点，应增设对教师面部的局部照明，以便于学生清晰地

识别教师口形的变化。

    据调查，80%以上的盲人有光感，并且由于盲校有一部分低

视力生，因此，盲校在满足了采光标准的基础上，应在其课桌上

设局部照明。

8.2.2 根据学生课桌采光面决定座位的位置。

8.2.3 特教学校每班人数较少，通常为 12- 14人，故教室面积

较小，通常在54扩左右，内表面做浅色处理更有利于提高采光



效率 。

8.3 隔 声

8.3.1 听觉是盲学生感知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的感知方式;聋学

生在噪声环境中易产生耳鸣等不适感，噪声易使弱智学生分散注

意力。噪声对残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影响程度大于正常学生，

因此特教学校的声环境应优于普通中小学，校园内的声环境可通

过合理的平面设计来实现。

8.3.2 学校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1 特殊教育学校教室内噪声允许标准40dB (A);有特殊要

求的用房不高于35dB (A);

    2 聋学生对振动的敏感性高于普通人，同时聋学校传统的

教学方法中包括教师踏地面产生振动以传达信息等方式;盲学生

的听力是获知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通常又较常人灵敏，因此对

教室的楼板隔振，采用一级标准，即隔绝撞击声指数不高于

75dB (A) o

8.4 采暖、通风与换气

8.4.1 特教学校的学生大多数为住校生，应采用集中热水采暖，

对于严寒及寒冷地区学生宿舍与教室的供暖应分区，以免造成锅

炉运行时耗能量过多 。

8.4.2 盲学生和弱智学生的活动量较小，平均身体产热量小于

聋学生和普通人，供暖室内温度应取上限1890，并应根据需要

延长供暖天数。

8.4.3 为避免盲学生、弱智学生因不慎发生暖气散热器烫伤事

件，应对其散热器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8.4.4 若采用吊扇应注意与灯具的位置，以免对灯具的照明产

生影响。如设置空调应选择合理的位置。

8.4.5 特教学校每班人数较少，每学生所占教室容积可达10-

12衬，约为普通学校每生容积的3倍，故教室换气次数可取



1次/ho

8.4.6 各种用房的通风及换气的具体做法，条文做了相应的规

定 。

8.5 给 水 与 排 水

8.5.1 特教学校的学生，尤其是盲学生和弱智生面临灾害时逃

生能力较普通学校的学生差，因此校区的消防给水系统及相应的

设施与设备应齐全。

8.5.2 严寒及寒冷地区，寒假期间，学校用房停止使用，为防

止管道冻裂以及管内存水变质，在给水进户管上，应设泄水装

置 。

8.5.3一8.5.4 条文中对蓄水池，饮用水做了相应规定。

8.6 电 气 与 照 明

8.6.1 康复训练与职业技术用房的用电应特别注意安全。

8.6.2 特殊教育学校的照明条件应优于普通中小学，日本规定

前者的照度标准是后者的2倍，参照这一规定，根据我国普通中

小学的标准，得出了表8.6.2。该表仅是一般照明照度标准值，

针对学生的残疾特点，还需设局部照明设施。

8.6.3 本条对盲校普通教室设置的开关、插座及用电安全做了

规定。

8.6.4 考虑到80%以上的盲生有光感，为保证盲学生视听方位

感统一，并为减小聋、弱智学生看黑板时的识别时间，应设黑板

灯，使其垂直照度达到500Lr，照度均匀度不小于。.70

8.6.5 荧光灯具有光效高、寿命长、无直接眩光等优点，且光

色偏冷，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特教学校的课桌排列与普通学

校略有不同，聋学校采用面向教师的弧形、盲学校则采用面向教

师的U形布置。教室灯具应与普通学校一样，一律用长轴垂直

于黑板的排列。

8.6.‘ 低视力生课桌面的局部照明，宜采用可调光的灯具，以



便适应于不同的天气状况。

8.6.7 聋学校的教学特点之一是看话，即通过辨别教师口形判

断讲课内容，因此教师唇部应有较高的垂直照度和立体感。

8.7 电教、信息网络设备

8.7.1 为便于低视力生阅读，聋学生做看话练习等，学校应分

别设置不同的电教设备，如前者可设放大投影装置。

8.7.2 对接受共用天线等设备的各教室，应做出合理设计。例

如明亮的窗户、灯具在显示屏上形成亮度高于屏幕的影像，造成

反射眩光或光幕反射，严重影响学生视看，应设法避免。

8.7.3 盲生、弱智生可利用广播系统报警，使学生迅速逃离灾
区，聋学校除设广播系统外 (告知教师)，还应在每层设置影像

的警报装置，以通知学生及时逃生，做到学生除从教师和管理人

员能获知灾害警报信息外，也能直接感受警报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