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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探查
商场景区数量相对较少

2月11日下午，在砂之船（重庆两江）奥莱，朱
女士带着儿子在厕所门口来回踱步，犹豫很久的
她，还是选择了将儿子带进女厕。

“其实我自己也有些尴尬，但是确实没办法，
儿子太小了，我不放心让他独自去卫生间。”朱女
士说，如果能有一个独立的第三卫生间，就方便许
多了。

第三卫生间，又称家庭卫生间，是在厕所中专
门设置的、为行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
亲人（尤其是异性）使用的卫生间。此概念的提出
是为解决一部分特殊对象如厕不便的问题，主要
是指儿女协助年老父母、父母协助小孩等。

砂之船（重庆两江）奥莱几乎每个楼层设置的
都是男女卫生间，未看见第三卫生间的标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观音桥商圈大融城、重庆
时代广场、大悦城等大型商场，发现大部分商场内
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仅重庆时代广场内设置了
第三卫生间。

近年来，重庆作为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服务设
施也在逐步升级。那么，重庆各大景区内有第三
卫生间的身影吗？下一站，记者来到了重庆十八
梯传统风貌区和洪崖洞民俗风貌区。

在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记者看到景区
内大多数的卫生间也只设置了男女卫生间，仅有
一间位于坡顶的公共卫生间配有无障碍卫生间。
在洪崖洞民俗风貌区内，无障碍卫生间较为普遍，
没有第三卫生间的身影。

“来到重庆后暂时还没有看到过第三卫生间，
重庆很好玩，风景也很美，如果能建设更多第三卫
生间就更好了。”游客杨女士说。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公园、轨道交通站、机场
等多个公共场所，发现大多数公共卫生间只配备
了无障碍卫生间，仅机场以及部分城市公厕设立
了第三卫生间。

街头走访
呼吁增设第三卫生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重庆的多处公共场所，
设立无障碍卫生间的情况更为普遍。对于第三卫
生间，大部分市民的认知度较低，许多人将无障碍
厕所视为第三卫生间。其实，相比于第三卫生间，
无障碍卫生间基本都只配备了专门的无障碍设
施，并没有儿童坐便位、婴儿护理台等婴幼设施，
使用功能也少了许多。

在中央公园，记者向一名正在清洁公厕的工
作人员询问公园内是否有第三卫生间时，她表示
从未听说过这种卫生间。当记者向她解释其功能
后，工作人员则指向了一旁的无障碍卫生间：“那
不就是这个嘛？”

此外，由于市民缺乏对第三卫生间的认识，还
存在一些第三卫生间无人如厕的尴尬情况。

记者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2航站楼看到，
航站楼内部设有第三卫生间，里面除了有安全抓
手外，还设置了儿童坐便位等婴幼设施。不过，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一小时，未发现乘客使用第三
卫生间。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市民根本不知道哪里有
第三卫生间，也不知道第三卫生间有什么功能和
作用，仅有部分带孩子的家长了解情况。“其实现
在重庆有的地方也开始设立第三卫生间了，我体
验过一次，带孩子如厕非常方便，希望能够继续推
广下去。”多名“宝妈”告诉记者，如厕地点如果有
第三卫生间，自己肯定会带孩子去第三卫生间。

前段时间，哈尔滨6岁男孩被
母亲带入女厕事件引发热议，网友
纷纷呼吁应在公共场所推广第三
卫生间等设施，解决父母带异性孩
子、子女带异性老人外出如厕不方
便的问题。

那么，重庆目前的第三卫生间
设置情况如何？市民对第三卫生
间的了解和使用情况又如何？日
前，记者前往重庆各大商场、轨道
交通站、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实地
打探。

专家建议
强化宣传提升认知度

早在2016年，国家住建部和原国家旅游局就
先后提出建设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并明确
了建设标准《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近年来，重庆也在积极落实《城市公共厕所
设计标准》，探索在公园、商业区、交通枢纽区
域、景区等公共场所设置第三卫生间。根据重
庆市城市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重
庆已有1358座城市公厕设立了第三卫生间，占
全市城市公厕总数的9.4%。同时，自重庆市城
市管理局印发《城市公厕“增量提质”（2020年
—2022）》以来，重庆在着力做好公厕“增量”的
同时，大力开展公厕“提质”，对具备改造条件的
城市公厕设立无障碍卫生间或第三卫生间。
2023年，重庆还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计划新
改建公厕821座。

西南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教育管理中心主任陈
纬副教授告诉记者，第三卫生间是近十年社会文
明高度发展的产物，近几年重庆一直把修建第三
卫生间作为“城市公厕推动服务人性化”的重点工
作之一。不过许多市民对第三卫生间的认知度不
高，普及率也不高，除了在新修的一些商场和景区
开设了第三卫生间外，其他地方占主导地位的主
要还是无障碍卫生间。

陈纬表示，其实我国推行无障碍卫生间也有
较长时间，但是近几年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设施
的发展才进入快车道，这代表公众的接受需要一
个过程和阶段。那么目前第三卫生间更需要加大
对公众宣传引导，使我国在公厕建设方面更重细
节，更有温度。

“希望相关部门在加大对第三卫生间的建设
力度的同时，能够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公众对第三
卫生间的认知度，尤其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以
有效的传播载体，如短视频、电视剧电影中的植入
等方式，来让公众认识到第三卫生间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陈纬说。

够用吗
方便吗？

第三卫生间包括哪些设施？
根据原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发出的《关于加快

推进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建设的通知》（旅办
发[2016]314号）家庭卫生间(又称第三卫生间)，应
符合下列规定:

1.家庭卫生间的门、便器、安全抓手、洗手池、
挂衣钩、呼叫按钮等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
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的规定。

2.位置宜靠近公共厕所入口，应方便行动不
便者进入，轮椅回转直径不应小于1.50米。

3.内部设施应包括成人坐便位、儿童坐便位、
儿童小便位、成人洗手盆、儿童洗手盆、有婴儿台
功能的多功能台、儿童安全座椅、安全抓杆、挂衣
钩和呼叫器。

4.使用面积宜不小于6.5平方米。

5.地面应防滑、不积水。

6.多功能台和儿童安全座椅宜可折叠,儿童安
全座椅离地高度宜为300毫米。

据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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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家庭卫生间，是在厕所中专门设置的、
为行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尤其
是异性）使用的卫生间。此概念的提出是为解决
一部分特殊对象如厕不便的问题，主要是指儿女
协助年老父母、父母协助小孩等。

第三
卫生间

无障碍
卫生间

不分性别独立卫生间，配备专门的无障碍设
施，包含：方便乘坐轮椅人士以及需要人协助的
人开启的门、专用的洁具、与洁具配套的安全扶
手等，给残障者、老人或妇幼如厕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