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55 .. 0066 .. 2233 星 期 一

编 辑 李 俊 崔 嘉 毅

1106 说法
老人雨天在地铁无障碍电梯口摔骨折

事发坡道的“扶手”高度仅有 60厘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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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意外：
老人在无障碍电梯口坡道滑倒

6月 15日下午，张阿姨和老伴外出后，从地铁 1号线通河
新村站出站准备回家。考虑到雨天湿滑，张阿姨为避免走户外
楼梯滑倒，特地选择了靠近 4号口的无障碍电梯出站。
张阿姨回忆，当时自己穿着防雨鞋套，当无障碍电梯到达

地面时，她走出电梯却发现出口处的坡道扶手很矮，“我穿鞋
后高 170 厘米左右，这个扶手实在太矮了，根本没法扶，我就
只好小心点自己下坡。”
张阿姨表示，作为老年人，她走路比较小心，可在下坡时，

还是觉得地面非常打滑，“我就突然觉得脚下一滑失去重心，
这时我下意识想抓扶手，也抓不到，就摔在了地上，顿时就不
能动了。”
之后，通河新村地铁站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赶到现场，老

人也在家属陪同下送往医院治疗，后诊断为右脚骨折，现仍在
医院住院。
张阿姨的家人告诉记者，老人就医后，当天地铁站的工作

人员致电沟通了情况，并表示地铁站的各项防滑要求均符合
规范，另外现场看到老人穿着鞋套出行。
“这个坡道真的足够安全吗？”结合自己的体验，张阿姨

心里打起了鼓，“这个鞋套是我雨天一直穿的，在其他材质的
地面上并没有打滑过。而且坡道的那个扶手，确实抓不到。”
得知老人内心的疑问，张阿姨的家人特地回到通河新村

地铁站仔细查看和测量，并走访了彭浦新村、共康路地铁站作
为参考，“我们发现，彭浦新村、共康路地铁站的无障碍电梯口
坡道都是灰色的比较大的地砖，通河新村地铁站的却是白色
的小砖，我们自己体验下来觉得防滑性能不如灰色的那种砖。
另外，经过测量，其他地铁站无障碍电梯口坡道扶手高度均为
90 厘米左右，通河新村地铁站的却只有 60 厘米左右，站立的
成年人根本没法扶。”
“通河新村这边老人很多，又正好是梅雨季，地面湿滑，我

们觉得地铁管理方需要重视一下这个坡道的安全问题，避免
更多人出现意外状况。”张阿姨坦言。

记者实探：
自然直立时无法抓到坡道扶手

在张阿姨和家人看来，事发坡道作为与无障碍电梯相连
的配套设施，应当符合相应的无障碍设施标准，满足轮椅人
士、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群体的实际需要。
如今，一个安全、规范的无障碍坡道应该符合什么标准？

记者注意到，2022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建筑与市政工程无
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以下简称 《规范》）提
到：“轮椅坡道的坡度和坡段提升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横
向坡度不应大于 1：50，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1：12，当条件受
限且坡段起止点的高差不大于 150mm 时，纵向坡度不应大
于 1：10。”
同时《规范》提到：“轮椅坡道的高度大于 300mm且纵

向坡度大于 1：20 时，应在两侧设置扶手，坡道与休息平台的
扶手应保持连贯。”“满足无障碍要求的单层扶手的高度应为
850mm-900mm；设置双层扶手时，上层扶手高度应为
850mm-900mm，下层扶手高度应为 650mm-700mm。”
6月 19 日，记者来到张阿姨摔倒的无障碍电梯口的坡道

实地查看，经过测量，该坡道高差约为 27 厘米，超过了 15 厘
米，不足 30 厘米。坡长为 190 厘米左右，故纵向坡度大于 1：
12。
记者还测量到，上述坡道的扶手高度的确为 60 厘米左

右，身高 162厘米的记者站在坡上实际体验，自然站直垂手状
态下，无法扶到扶手上。
而记者走访同为 1号线站点的彭浦新村站、共康路站、呼

兰路站，测量出无障碍电梯口坡道扶手高度约 90 厘米左右，
高至记者上半身，扶起来比较舒适顺手。
此外，彭浦新村站、共康路站、呼兰路站无障碍电梯口坡

道均铺设灰色防滑地砖，通河新村地铁站无障碍电梯口坡道
铺设的白色小砖虽然也是防滑地砖，但相比上述几个地铁站，
砖块较为老旧，砖缝也比较大。

申通地铁：
已将坡道整改纳入整体整治项目中

张阿姨反馈的情况是否属实？如何提升无障碍设施的安
全和性能？针对上述情况，记者联系了申通地铁。
6月 20日，申通地铁方面反馈记者表示：“事发当天，乘

客在地铁 1号线通河新村站出站后，不慎在 4号口室外的无
障碍电梯地面层滑倒。车站值班站长接报后立即赶至现场，乘
客自述是右脚脚踝疼痛，无法站立（同时也注意到，因雨天，该
乘客鞋外套有防雨鞋套，接触地面的部分十分平滑），车站立
即拨打120，120 至现场将伤者送至医院。事发后不久，车站值
班站长致电回访乘客，并表达关切和慰问。”
申通地铁方面提到：“1号线通河新村站于 2004 年 12月

28日正式开通运营，相关设施符合当时的建造标准，长年投入
使用至今，部分设施设备存在老旧现象。针对这一情况，申通
地铁方面已于去年将相关整改需求纳入 2025 年通河新村车
站整体整治项目中，计划于 12月底前完成。对于乘客提出的
坡度以及栏杆等建议，届时将根据最新无障碍设计规范同步
进行改造。在现有情况下，车站会加强对站外无障碍电梯的日
常巡视及安全提示。针对近期梅雨季节，安排车站人员增加巡
视频率，计划在坡道旁两侧增设警示标语，强化提示乘客雨天
出行安全。”

记者提醒：
梅雨天，防滑非小事，合理安排出行方式

在此次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因梅雨天气雨水较多、
地面湿滑，近期在室外滑倒的情况有所增多。
对于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来说，应针对实际情况，

加强防滑应急措施和提醒措施，无障碍设施的防滑维护更是
不可忽视的一环。事实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
范》就特别提到：“涉及人身安全的无障碍设施，因突发性事

件引起功能缺损或因雨雪等原因造成防滑性能下降，维护责
任人应采取应急维护措施。”
而对于行人自身，尤其是老年人及其他行动不便的人群

来说，也应注意出行安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
出行方式。出行时选择底纹清晰、耐磨防滑的鞋子、雨靴等，谨
慎查看四周的积水情况和路面状况，谨防跌倒等意外事故的
发生。

晨报记者 姚沁艺 摄影报道

6月 15 日，年过七旬的张阿姨从上海地铁 1 号线通河新村站出站，却滑倒在无障碍电梯口的坡道上，导致
骨折。事发后，老人家属实地查看发现：通河新村前后几站的无障碍电梯口坡道都铺贴灰色大砖，事发坡道却铺
着白色小砖；一般地铁站无障碍电梯口坡道扶手高度都在 90 厘米上下，可事发坡道的“扶手”仅有 60 厘米……
这样的坡道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何让无障碍设施的安全和友好落到实处？日前，新闻晨报·申度新闻记者赴现
场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