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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视障人士和导盲
犬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视障人

士和导盲犬，怎样才能为他们提供

必要的帮助？首先，请记住“四不一

问”原则。

四不：
不喂食：不可以喂导盲犬吃东

西。避免导盲犬接触食物之后，容易

受食物影响分心而使主人有危险；

不抚摸：请勿在未告知主人的

情况下随意抚摸，行进中的导盲犬

会因此分心；

不呼唤：请勿故意发出任何声

音吸引导盲犬的注意，避免导盲犬

分心造成危险；

不拒绝：请不要拒绝导盲犬跟

您同乘一车、同处一室。导盲犬是

盲人的“眼睛”，拒绝导盲犬陪同会

给视障人士造成极大的不便。

一问：
主动询问：如遇视力残疾人带

着导盲犬，请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

助，征得同意后提供协助。

作为视障人士最好的伙伴，

导盲犬不仅为视障人士出行提供

了便利，也是许多视障人士的精

神寄托。然而，公共场所被拒绝进

入、工作中被打扰、被当成宠物

等，都严重干扰着导盲犬的生活、

工作。导盲犬需要被社会更好地

对待。

真实的导盲犬
家人、朋友、伙伴

“自从导盲犬来到我们家，我

觉得我的人格都健全了，它真的

像我的家人一样。”导盲犬使用者

宋文静这样说。

宋文静是一名盲人按摩师。

2011 年，因为突发疾病，年仅 22

岁的宋文静永远地失去了视觉。

“从失去视力的那一刻起，就注定

了我失去了一个人独自生活的能

力，无论干什么都需要别人的帮

助。所以我不敢跟身边的人吵架，

害怕一个人生活，害怕别人离开

自己。”失明后的宋文静陷入了极

大的痛苦。

转机出现在 2013 年。通过与

别的视障人士沟通，宋文静在大

连导盲犬训练基地申请了一只导

盲犬。今年8月份，宋文静正式成

为一名导盲犬使用者。“我有了独

立的能力”，这是宋文静在认领导

盲犬之后最大的感受。

有了导盲犬，宋文静的生活

得到极大的改善。“随时可以出

门，24 小时被关心，多了一份无

私的爱，生活不再枯燥。”她说。

宋文静的导盲犬名叫蔻蔻，

她自称是蔻蔻的姐姐。“双目失明

之后我经历了许多心理、情感上

的波折，有些只能一个人承受，家

人都不能分享。现在我可以跟蔻

蔻说，它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倾听

者。”宋文静说。

作家苏博则把他的导盲犬当

作孩子。“我的导盲犬已经陪伴我

7年了，这7年中只有它是寸步不

离地陪着我，它就像是我的孩

子。”苏博说。

限制、投诉
导盲犬不是宠物

导盲犬在视障人士眼中是亲

人，但在普通人看来，大多时候只

是一只宠物，许多导盲犬该有的

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对于宋文静来说，在不到两个

月的导盲犬使用过程中，各种不

利接踵而至。“社区的居民都知道

社区里有一只大型犬，社区接到

了许多关于我养大型犬的投诉，

社区工作人员和我不得不一次次

地向周围居民解释。”宋文静说。

笔者在陪同宋文静以及她的

导盲犬一同出行时发现，许多路

人都会对导盲犬投来诧异的目

光。被问及导盲犬的相关知识时，

大部分人表示并不了解，也不知

道导盲犬与普通宠物有何不同，

在公共场所也看不到任何关于导

盲犬的标识，导盲犬还时常遭到

一些人善意的“骚扰”。

对于导盲犬使用者来说，最

大的障碍还是来自公共场所的拒

绝。笔者在陪同宋文静进入超市、

公园等公共场所时，相关管理人

员第一反应是拒绝宠物入内，在

经过沟通、解释之后才得以进入。

出租车拒载更是“家常便饭”。这

些也是导盲犬使用者最“受伤”的

感受，需要一次次地解释来争取

自己的权益。

一次次为导盲犬争取权益，有

时候却让数量不多的导盲犬使用

者被视为“闹事者”。“坐公交不让

导盲犬上，那就去公交公司维权，

一次不解决就多去几次；火车开

始也不让导盲犬坐，后来经过几

次维权，出台了相关政策，现在可

以正常坐了；导盲犬坐飞机现在

需要重复办理防疫证件，对视障

人士来说是极大的不便，我们也

在一直寻求解决方法。”苏博说。

导盲犬
需要全社会的关爱

笔者采访了解到，全国很多

地方都曾出台法律条例，对允许

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交通

工具有明文规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第四十八

条规定，视障人士可以牵引导盲

犬乘坐交通工具和出入公共场

所；《太原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禁止携带犬只（导

盲犬只除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进入人员密集公共场所；《青海省

残疾人保障条例》第四十七条规

定，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出入公

共场所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

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便利；

《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第二十三

条规定，禁止携带活畜禽乘坐公

共电汽车、轨道交通车辆、道路客

运车辆等公共交通工具，携带训

练合格的导盲犬等工作犬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不受限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

知道导盲犬可以享受何等权利，

也不知道遇到导盲犬时应该怎样

对待。

长期关注并研究导盲犬的作

家刘红庆说：“我所接触过的各类

团体及人群，大部分对导盲犬没

有客观、准确的认知。因此，导盲

犬被拒绝、被误解是常有的事。我

们应该加大导盲犬知识的普及，

特别是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导

盲犬知识应该成为必备知识。”

此外，近年来导盲犬的训练、

使用情况也不容乐观。业内专家

介绍，目前全国有资质进行导盲

犬训练的机构寥寥无几，与巨大

的需求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急

需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入导盲犬的

训练、推广事业中。

（新华社 王劲玉）

导盲犬可以引领视障人士避开

路上的障碍物，还可以慰藉心灵，帮

助他们积极融入社会。虽然经常能在

公共场合看到“导盲犬允许进入”的

标识，但生活中的导盲犬并不常见，

一只合格的导盲犬是怎样训练和工

作的？导盲犬的现状如何？

导盲犬的训练：
一只导盲犬的成功“上岗”需要

经历三个阶段：从出生第四十五天

起，它开始到寄养家庭生活；一年

后，幼犬离开寄养家庭，接受导盲犬

训练员的训练；经过6个月至 9个月

的训练后，导盲犬毕业“上岗”，找到

相匹配的视障人士为其服务。

为了让导盲犬专心为视障人士服

务，1岁以后，它们要经历一次绝育手

术。“就连排泄这样的事情，导盲犬也

必须在规定的时候进行。如果视障人

士在工作，导盲犬就得耐心等待。”香

港导盲犬服务中心训练员彭恺婷说。

离开寄养家庭后，幼犬将接受导盲

犬训练员6至9个月的训练，它们要学

会避开障碍物及寻找目标物体，也有不

少幼犬训练失败，回到普通家庭生活。

当导盲犬幼犬离开第二位主人

后，它需要寻找第三位主人。“不是

所有的视障人士都适合使用导盲犬，

我们会选择喜欢导盲犬且方向感强

的视障人士。”彭恺婷说。

导盲犬的工作：
导盲犬是辅助视力障碍或视力听

力合并障碍人士安全出行的工作犬。

经过培训后，它们可以协助视障人士

躲避障碍、找到目的地、过马路、找座

位、安全上下楼梯等。视障人士在导盲

犬的引领下可以乘坐公交、地铁、火

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进出公共场所。

在协助安全出行的同时，它们也会成

为视障人士的忠诚伙伴和情感寄托。

据了解，导盲犬的品种主要有拉

布拉多巡回犬、金毛巡回犬等，以拉

布拉多为主。每只导盲犬会配备导盲

鞍，使得视障人士能够更加敏锐地感

受和控制。它们的听力十分敏感，不

需要大声发出指示，有需要时给予相

应的口令即可。导盲犬需要大量行

走，因此关节的包裹度与它的运动角

度都要达到标准。

导盲犬的现状：
严格而复杂的培训导致导盲犬

数量少、价格高。但是，得益于助残

政策，导盲犬普遍采取政府采购形

式，视障人士可以免费申领。

以上海为例，视障人士想要申请

导盲犬的条件宽松，只需要使用者持

有《残疾证》、年满 18 周岁并能够承

担使用导盲犬期间的食物、医疗等开

销，为其提供适宜的居住环境，有独

立照顾导盲犬的能力，通过审核、评

估、训练等流程后即可免费申领。

中国的导盲犬相关政策也在日

益完善。2006 年 12 月，中国内地第

一只训练合格的导盲犬“毛毛”正式

上岗服役，2018 年 5 月 14 日《导盲

犬》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规范导盲犬

的训练和评价工作。

同时，2009 年中国民营航空局

颁布的《残疾人航空运输办法》、

2012 年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201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2015 年中国铁

路总公司下发的《视力残疾旅客携

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规定》，也为

视障人士出行及参与社会生活提供

了保障。 （本版编辑综合）

导 盲 犬 在 我 国 尚

属新鲜事物，在给视障

人士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遭遇了不少麻烦。为

什么导盲犬会处处遭

拒？很大一个原因是工

作人员不清楚导盲犬

和普通宠物的区别。

工 作 人 员 还 可 能

不了解针对导盲犬有

哪些规定，只知道公共

场所禁止携带宠物。

在公共场所内，我

们有理由拒绝人们携

带宠物入场。不文明养

宠物的行为会引起他

人的反感，造成不便。

在公共场所还有可能

引起冲突，造成宠物伤

人的事件。

但是，导盲犬作为

帮助视障人士维持正常

生活的工作犬，是被允

许进入公共场所的。我

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

八条规定：“盲人携带导

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第十六

条也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

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不少迎来导

盲犬的省市也陆续出台相关规定，支持

导盲犬进入公共区域。

和普通宠物不一样，导盲犬必须

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培训，直到符

合标准后才能正式开始陪伴主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 2018 年发布了

《导 盲 犬》国 家 标 准（GB/T 36186-

2018），为 导 盲 犬 制 定 了 明 确 的 标

准。比如，在选种阶段，宜选用拉布

拉多巡回犬和金毛巡回犬，并且三

代 来 源 清 楚 、无 攻 击 性 、无 遗 传 缺

陷；技能培训总时间不少于 6 个月，

内容包括服从训练、基本安全训练、

综合能力训练等；受训犬考核评估

的结果必须达到 60 分以上，才可被

认定为导盲犬；服役期间还必须进

行回访，必要时复训。

要让导盲犬更好地帮助视障人

士享受公共服务、融入社会，而不是

成为阻碍，首先需要的是规章制度及

时更新和细化。目前，不少城市已经

迎来导盲犬，将来还会有更多市民使

用导盲犬，需要每个城市对公共区域

的规章制度进行细化，确保在实际操

作中有据可依，比如如何携带导盲犬

进入地铁，在无人售票车上如何验证

导盲犬身份等。其次是公共服务的提

供者需要及时对相关服务人员进行

培训，让工作人员明白如何区分导盲

犬，面对类似情况如何妥善处理，提

高服务意识。当然，导盲犬的使用者

也应该随身携带视障证、导盲犬证明

等证件，管理好犬只，给导盲犬佩戴

护具，方便工作人员辨认，也避免打

扰他人。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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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
导盲犬

日前，在 2019 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

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上，由云南而行工

作犬训练有限公司展出的三只导盲犬备

受瞩目。据了解，目前国内服役的导盲犬

数量并不多，约为 170 只，而视障群体为

1731 万人次。

视障人士出行十分困难，他们走出

家门经常要“历险”，例如遇到“断头”的

盲 道 、被 占 用 的 盲 道 …… 导 盲 犬 的 陪

伴 ，可 以 让 他 们 出 行 更 方 便 、安 全 。然

而，由于我国导盲犬数量稀少，公众对

于导盲犬的作用认识不足，视障人士在

导盲犬的陪伴下出行仍有不少困难。本

期，让我们一起关注导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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