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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将风景区的公共卫生间作为景观化小品设计为源点,满足公共卫生间不仅仅作为日常生理需求,更重要属于

风景区人文景观的一部分。响应国家“厕所革命”的号召,客观上要求设计人员从根源上认识到做好风景区景观公共卫生间

的重要性,制定合乎景观设计方案,而不是作为普通的基础公共设施建筑使用,更多的是变成景区景观的一部分。 

[关键词] 风景区公共卫生间；景观小品；设计 

 

“风景区卫生间本身就是景点”,随着 2015 年国家实施

全国“厕所革命”,这一规划理念便成为本职设计工作中一

条重要的设计原则。在风景区卫生间设计上注重国家标准与

地域文化特色并重,积极打造具有地域文化韵味的特色主题

卫生间。尤其在风景区卫生间设计方面,围绕景区特色进行

创新设计,将景区文化元素融入到卫生间设计之中。 

1 风景区公共卫生间景观化设计重要性 

卫生间发展史折射人类文明进步,标志着人类生活观念

及环境意识的变革进程。近几年来,在世界厕所峰会及亚太

厕所论坛等国际性会议召开的大背景下,促使公共卫生间问

题得到越来越多公众的关注及讨论。 

风景区公共卫生间作为现代人旅游使用频率极高的公

共场所,促使风景区公共卫生间已成为旅游生活不可缺少的

服务设施,是衡量城市旅游公共设施设计人性化和好坏的主

要指标,如何快速舒适使用风景区公共卫生间解决生理问题,

成为取得令人愉快游览过程的重要标准。 

据今年 3月份出台的《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

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如何做好风景区公共卫生间景

观设计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及作用。 

2 浅谈大连植物园及滨海路风景区公共卫生间景观化设计 

2.1 大连植物园卫生间景观化设计 

项目的位置位于大连植物园,植物园始建于1920年,当时

名为“南山麓公园”。1930 年更名为“弥生个池公园”。解放

后,于 1950 年 5月 14日重新修缮后改名为“南山公园”。1966

年 9 月 5 日,鲁迅先生的纪念碑由原大连动物园迁至此地,公

园再次更名为“鲁迅公园”。1980 年 7月 21 日,为适应园林事

业的发展,公园定名为“植物园”并沿用至今。公园卫生间设

施早已跟不上景区的使用。进入园内,外界喧嚣被植物隔绝,

四周静谧,不敢高声语,恐惊他人。园内人工痕迹很淡,充分给

予了自然最大的发挥,浑然天成之美随处可见,如何将卫生间

与自然更好的结合成为这次项目设计的主题。 

首先选址上,并没有选择开阔的位置,而是选择的山坡

下,原因是大连植物园自然山体特色是景区文化元素的体现,

山体是大连植物园的特色。卫生间的设计灵感也来源与此,

由于建筑造型是最为直观最为直接体现建筑风格的外在因

素,客观上要求设计人员做好风景区公共卫生间造型设计工

作,以体现风景区特点为切入点,与风景区自身环境类型及

文化定位相符合相协调,将建筑形态抽象为山峰,用自然的

石材丰富来表现墙体立体感,卫生间看上去才能与景观融为

一体,成为景中景。山峰的独特景观艺术造型使大连植物园

公共卫生间建筑造型必须具备较高辨识性,帮助远处游客快

速辨识其功能。在无障碍设计上,大连植物园公共卫生间遵

循“以人为本”的现代设计理念,残疾人厕所中设置扶手和

坐便器,门前设坡道,门宽也适用轮椅通过,最大程度上方便

的行动不便的游客。 

内部装修设计上采用的和外部一样的自然石材和木材,

理念是将自然带入室内,洗手台采用方形的设计,讲求简洁

有力。入口玄关区还可供游客休息聊天,并且开设多个矩形

天窗,有利于增强公厕内部采光效果及空气流通效果。 

整个项目实现了遵循相应设计理念及模块关系,做好施

工材料挑选工作,满足统一且富有变化的目标,便于风景区

内游客识别,不止需要与风景区整体环境相符合,更富有变

化兼顾自身特点,突出建筑自身情趣,实现联想与意境、节奏

与韵律、对比与统一、对称与均衡的目标。 

2.2 滨海路风景区公共卫生间景观化设计 

这个项目位于大连滨海路十八盘怪坡的入口位置,因为

经常会有旅游团在此讲解十八盘怪坡,现有的休息区平台很

小,经常要站在路上讲解。卫生间的设计灵感来源将功能性

休息平台和卫生间结合,利用了原有地形的高差,利用卫生

间屋顶做设计平台满足讲解和旅客休闲的要求,下部卫生间

满足解决生理问题。 

整个项目实现如何让小卫生间成为大景观,印证“厕所

革命”中一个重要命题。厕所建设无需贪大求全,但要讲美

感,兼具实用性和人性化。 

3 风景区公共卫生间景观化其他方面要点 

3.1 灯光设计 

为了表现风景区自身景观特征及文化内涵,重视风景区

公共卫生间灯光设计,能营造出与景观相适应的灯光氛围。除

全面了解风景区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及历史文化等方面信息

外,设计人员必须兼顾灯光及颜色多种表现手法,逐一研究深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8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1 

入分析景观构成的独立个体,分别对各个独立个体进行量化

处理或淡化处理,促使风景区自然风光与灯光间相得益彰,

营造出别样的感官享受。由此可见,风景区公共卫生间灯光

设计不止需要兼顾照明功能,更需要符合景区特质及文化内

涵,满足风景区总体灯光设计的风格要求。此外,灯光设计兼

顾安全性、环保性及经济性等要求,促使景区夜晚景色更为

柔美更具有层次感。 

3.2 植物配置 

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结合风景区绿化特点,秉

持因地制宜的工作原则,营造出兼顾群落自然及立体生态的

绿化模型,尽可能挑选常绿树种,便于打造出四季绿树成荫的

效果,并且树种优先考虑本地环境条件,选择适应能力强且形

态优美的树种,综合考虑四季变化,取得稳定且具备四季变化

特征的绿化效果。同时,受植物具备生态调节功能的影响,合

理引进乡土树种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例如：灵活运用高

中低、点线面及乔灌草等设计原则不断扩大绿化种植范围,能

大大增强树木对道路的遮阴效果,创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此

外,利用植物造景等手段能提高公共卫生间周边环境的文化

内涵,实现人与自然间和谐交融。 

3.3 标志设计 

卫生间标志往往以特定明确的图案、形态、色彩、文字

及材料为表现形式向大众快速准确传播信息,而现代人对标

志的需求不仅仅停留于兼顾向导功能的层面,更注重其趣味

性及艺术性。除保留合理性及科学性的功能外,公共卫生间标

志设计必须注入环境特色、文化及情感等方面要素。同时,公

共卫生间标志设计以满足人体工程学为前提条件,充分发挥

其原有功能,将创新理念与设计方案相结合,选择全新技术或

全新工艺改变其原有的载体形式,有助于增强其导识功能,例

如：结合材料特性选择浮雕或镂空等加工工艺,便于游客夜晚

时清晰看清标志内容。此外,适当添加趣味性卫生间标志。 

4 结束语 

通过本文课题探究,公共卫生间设计水平侧面反映国家

的文明程度,是民族文化素养及文化修养的集中体现,折射

出国家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及对于生存方式的态度。因此,设

计人员秉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结合风景区实际情况及具

体特点,不断完善公共卫生间的基本功能,侧重于突出设计

人性化及趣味性,满足风景区游客生理层面及心理层面的需

求,为更多景区游客带来便利予以其更多人性关怀,打造出

轻松舒适的卫生间空间。总而言之,优秀的风景区公共卫生

间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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