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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国养老设施正处于快速建设发展时期 。 然而 ， 通过对我国多地

养老设施的调研发现 ， 许多养老设施空间设计存在许多共性问题 ， 无法

满足老人的身心需求 ， 也不利于养老设施中的服务提供与运营管理 。 本

文从
“

适老宜居
”

设计的 内涵出发 ， 指出了当前养老设施空间设计存在

的问题 ， 并对
“

适老宜居
”

的规模配置与空间设计要点进行了梳理 ， 可

供养老设施的规划设计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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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我囯近年来在养老设施的床位建设数量方面实现了快速攀升 ， 在已经过

去的
“

十二五
”

期间 ， 我囯养老床位数增加了 ３４ ０余万张
，

基本实现了

全囯每千名老年人拥有 ３ ０张养老床位的 目标
１

。 但是与此同时 ， 我囯在

养老设施的环境建设质量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 ， 特别是在建筑的
“

适老

化
”

方面有待加强 。 近期我 彳
Ｉ
］在调研中发现 ， 由于建设理念落后 、 相关

经验不足 、 上下游产业发展尚不成孰等原因 ， 我囯有大量养老设施的建

筑环境没能做到
“

适老化
”

， 在规模配置 、 环境品质 、 服务动线等许多

方面不能适合老年人 自身的需求和照顾人员的需求 。 这不但降低了入住

老人对环境的满意度 ， 也阻碍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 随着我囯

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 高龄老人护理需求的快速增长 ， 对高质量

和养老照料设施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加 。 提高我囯养老设施室内环境设计

的
“

适老化
”

水平的任务
，

已经十分迫切 。

针对我囯在养老设施空间
“

适老化
”

方面理论与实践经验仍然不足的问

题
， 下面将首先对
“

适老化
”

的概念和现存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 并从养

老设施策划与规划及空间适老化设计两方面 出发 ， 梳理养老设施空间
“

适老化
”

的设计要点 。

二 、 养老设施的
“

适老宜居
”

设计

养老设施是
一

类专门 为老年人建造的 、 由专业团队提供养老服务的公共

服务设施类型 。 养老设施的空间设计
一

方面需要满足老年人的居住 、 护

理 、 社交娱乐等方面需求
，
还需要满足工作人员提供各类服务的动线 、

视线等空间需求 。 因此 ， 养老设施的使用者对建筑空间的需求
，

不仅仅

限于对
“

无障碍
”

设计或
“

通用
”

设计的需求 ， 还包括老年人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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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养老服务品质和服务效率等方面的要求 。

本文中对养老设施空间
“

适老化
＂

的具体定义
， 是指在建筑的规划策

划 、 空间布局 、 室内设计中做到如下三个方面 ： １ 、 符合老年人的生理

需求 ， 包括对安全性 、 舒适性 、 便利性等的需求
；
２ 、 符合老年人的心

理需求 ， 包括对私密性 、 温馨感 、 人际交往的需求等 ； ３ 、 满足护理人

员对空间环境的要求
， 从而为其高质高效地为老年人服务而提供硬 ｛牛

上的保障 。

ｎｎ〇

ｎｎ〇ｎ

位院长所带领的
一

组管理团队

Ｉ

̄

ｒ

２００
－

３００床为宜
最多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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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床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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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ｌ ：建筑面积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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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ｍ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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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床均建筑面积

三 、 我国养老设施在
“

适老宜居
”

方面的现存问题

１ 、 项目规模或配套不合理 ， 造成居住和服务品质上不去

近些年来 ， 我国
一

些地方出于尽快提高床位数量 、 完成建设 目标等原

因 ， 出现了养老设施项 目建设规模过大 、 床位数过多的问题 ， 有的项

目规模突破千床
，
甚至达到几千床 ， 但由于运营成本高 、 入住率提升

缓慢等原因 ， 导致后期的运营管理难度很大 。 此外 ， 还有的项 目 为了

达到多出床位数的 目 的
，
在建筑空间上过分压缩公共面积 ， 导致公共

服务配套不足的问题 ， 造成老人公共休闲交往空间 、 后勤服务空间等

的缺乏 ， 降低了老年人的居住生活品质 ， 也很不利于员工开展服务 。

１ 养老机构适宜的建设规模示意图

４ 、 对空间环境
“

适老宜居
”

的监督不足 ， 整体建设水平难以提高

我国对于养老设施在设计与施工方面的
“

适老宜居
”

工作 ， 尚未形成

完善的质量指导或监管体系 。 无论是设计方 、 施工方 ， 还是监理方 、

政府审核机构 ， 对项 目 的审核都仅围绕规范要求进行
，

造成大量建成

项 目仅能满足基本的
‘
‘

无障碍
”

要求 ， 缺乏对
“

适老宜居
”

的广度和

细节的深究和审查 。 这种对
“

适老宜居
”

的低要求状况 ， 使得养老设

施的整体建设水平难以提高 ， 无法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市场 日益提

高的要求和期待 。

２ 、 项目前期缺乏运营方的参与 ， 导致后期运营不畅

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养老设施项 目在前期开发设计阶段 ， 没能寻求运营

方或运营顾问的介入
， 而是等到开发后期甚至建成验收之后 ， 才着手

寻找运营团队 。 由于前期缺乏对运营服务方需求的考虑 ， 结果常导致

空间的功能布局不符合运营需求 ， 如 ： 走廊过长 、 后勤服务用房位置

过于分散等 ， 造成服务动线过长 、 浪费运营人力的问题 。 而当后期运

营方接手时 ， 却发现为时已晚 ， 只能凑合用 ， 面临人力成本高 、 影响

运营效率和质量的难题 ； 或者不得不花钱改造
， 但硬件成本的再次投

入又加大了经营压力 ， 陷入两难 。

３ 、
“

适老宜居
”

设计不到位 ， 空间环境不安全 、 不舒适 、 不温馨

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仅十余年 ， 在建筑设计 、 室内装修 、 施工工艺等

层面 ， 相关经验积累还有所不足 ， ？
一些规划设计人员与施工人员对老

年人的需求认识也不深
，
导致有大量项 目 的
“

适老宜居
”

水平仅停留

在满足标准规范要求层面 ，
‘ ‘

适老宜居
”

设计不到位 、 不细致 。 一方

面 ， 有许多项 目的空间环境存在安全隐患 、 舒适性低 ， 如 ： 地面材料

不防滑 、 有眩光 ， 存在摔倒危险 ； 扶手安装不正确 、 起不到辅助支撑

作用
； 公共空间通风采光条件差 ， 令人感觉憋闷 、 不舒适等等 。 另一

方面 ， 也有很多项 目的空间环境较为消极 、 单调 ， 如 ： 走廊平直 、 缺

乏装饰 ； 活动室功能单调 、 缺乏吸引力等等 。 这些都可能令老人对设

施和服务产生心理排斥 ， 感觉不温馨 、 不像家 ， 最终降低了老年人的

整体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

四 、 养老设施
“

适老宜居
”

规划设计要点

养老设施
“

适老宜居
”

规划设计要点主要可分为 四个方面 。 首先 ， 要

在项 目的早期策划和规划阶段 ， 确定合理的项 目规模与功能配套 ， 这

是
“

适老宜居
”

设计的重要前提之一 。 其次
，
要在后续的建筑设计阶

段 ， 满足安全 、 舒适 、 便利等基本要求 。 第三 ， 是要在空间设计中营

造较高的环境品质 ， 满足老人对隐私 、 社交 、 温馨等方面的情感需

求 。 最后 ， 还要考虑运营服务人员对动线 、 视线等方面的要求 ， 以便

提高服务效率 、 苷省人力 ， 实现可持续运营 。

１ 、 项 目的规模 、 配套需适当

１ ） 养老机构的床位规模和床均面积应合理

养老机构的总体规模大小 ， 主要与项 目 的床位规模和床均建筑面积有

关 。 其中 ， 建议其总的床位规模应在２００－ ３００床为宜 ， 最多不宜超过

５００床 。 而床均建筑面积建议为 ３０￣６ ０ｍ ２左右 。 也就是说 ， 一个独立

的养老机构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宜控制在６０００ｍ ２到３万ｍ ２左右 。

以上有关项 目规模的建议 ， 主要来 自我们对国 内多位养老机构院长的

采访调查结果 。 我们调查了解到 ， ２００－５００床是一位院长带领一组运

营团队进行管理的适宜规模 （ 图 １ ） 。 规模过大不但会导致管理难度加

大 、 人员投入增多
，
也不利于老人之间的交往与熟识 。 但是如果设施

床位数过少 ， 就又存在运营效率低 、 营利困难等风险 ， 需要考虑通过

服务外包 、 连锁经营等方式 ， 来降低运营和经营风险 。

至于床均建筑面积大小
， 则主要取决于项 目 的市场定位和建设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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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养老机构的公共配套面积与老人居住面积配比规律

３ 卫生间门处过门石凸 出４ 材质交接处采用隐形收边条 ， 避免卫生间内

地面 ， 老人易绊倒外出现高差

５ 地面采用光面石材 ， 过于光滑且容６ 地面可采用亚光材质的防滑地砖

易产生眩光

（ 图 １ ） 。 例如 ， 定位为经济型 、 福利型的养老设施项 目 ， 其床均建

筑面积
一

般在 ３ ０ｍ ２ ／床左右
；
而定位高端的项 目 由于居室面积大 、

公共空间种类多的原因 ， 其床均建筑面积可能会达到 ６ ０？７ ０ｍ ２／床左

右 。 床均建筑面积不能过小 ， 否则会造成居住拥挤 、 空间局促 ， 但也

不能过大 ， 否则会导致费用过高 ， 老人难以承受 ， 因此建议要控制在

３０
？

６０ｍ
２
／床为宜 。

２
） 养老机构的公共配套面积需适中

养老机构中的建筑面积大致可以分为公共配套面积和老人居住面积两

大部分 。 公共配套面积主要包括走廊 、 老人公共活动空间 、 后勤服务

空间 ， 以及商业 、 医疗空间等 。
一

般来说 ， 定位经济型 、 福利型的项

目 ， 其公共配套面积通常可 占到总建筑面积的３０％到４ ０％左右 ， 而定

位高端的机构则可以达到６０％左右 。 养老机构的公共配套面积不能过

小 ， 否则会造成很多使用上的不便 ， 尤其是老人活动空间受限 、 后勤

服务与管理办公空间的不足 ； 同时 ， 公共配套面积也不宜过大 ， 否则

会增大运经营管理的负担 。 从经验角度来说 ， 养老机构项 目 中公共配

套面积的 占比在４０％？６０％左右为宜 （ 图２ ） 。

３ 〉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规模应与周边需求匹配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项 目的建设规模 ， 主要与周边老年居 民对其服务内

容的需求量有关 。 不同类型的设施在建设规模上会有较大差异 ， 例

如 ： 社区老年餐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能够步行到达此处的居家老人 ，

服务比较单
一

、 面积需求通常不大 ， 总体建筑面积
一

般从几十平方米到

一

两百平方米不等 。 而社区托老所和 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服务类别可能

较多 ， 因此总体建设规模通常为数百到几千平方米左右 。 此外 ， 社区

托老所和 日 间照料中心的床位数量也不需要太多 ， 以 彳 ００床左右为

宜 ， 用于向附近社区老人提供长 、 短期入住等服务 。

２ 、 确保老人的安全 、 舒适 、 便利

无论对于养老机构还是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 安全 、 舒适 、 便利都是养老

设施适老宜居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 。 伴随年龄的增长 ， 老年人在视力 、

听力 、 身体平衡能力 、 活动能力等各方面有所衰退 ， 使得老人更容易发

生跌倒 、 绊倒 、 磕碰等事故 ， 因而空间环境设计需要特别注意保证安全

性 。 并且 ， 由于身体机能的减弱 ， 老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 ， 对温

度 、 湿度 、 光线 、 通风等物理环境要求普遍更高 ， 因此设计时还要尽可

能提高室内外环境的舒适性 。 考虑到不同身体状态老人活动能力的差

异 ， 适老宜居环境建设还需保证老人在使用拐杖 、 助步器 、 乘坐轮椅等

助行设备及各类辅具时的便利性 。

１ ） 地面平整 、 防滑 、 无眩光

老人对地面微小的高差常常不敏感 ，
一

个几毫米的高差就可能导致老人

绊倒 、 骨折甚至生活不能自理 。 因此 ， 在养老设施室内外空间中 ， 地面

材质选择与铺设均应注意平整 、 防滑 ， 特别是在材质交界处 。 例如 ， 卫

浴空间的入口 门滥处 ， 常规施工做法常安装过门石 ， 以过渡卫生间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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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室外地面宜采用平整 、 防滑材质 ８ 突 出的吊柜角很容易磕碰老人头部 ９ 玻璃门下方设置高约 ３５ ｃｍ的防撞板 ， 防止轮椅

磕碰玻璃

１ ０ 改造类项 目 中 ， 通过加设天井等方式 ， 增强大体１ １ 通过设置天窗 ， 保证公共活动空间的 自然通风采

量建筑中部空间的自然通风采光 光 ， 创造明亮 、 舒适的氛围

的不同材质 。 过门石看似仅凸出地面几毫米 ， 但很容易被老人忽视 ， 尤

其是一些老人习惯拖着脚走路 ， 进出时极易绊倒产生危险 （ 图 ３ ） 。 如

果在材质交界处采用压边条或者隐形收边条等构造做法 ， 同时做好卫

浴空间地面的排水找坡 ， 就能很好地避免过门石带来的高差 （ 图４ ） 。

一

些较为高档的养老设施中 ， 常会模仿五星级酒店的 内装设计 ， 采用

光滑的石材或瓷砖铺地 。 然而 ， 这些材质过于光滑 ， 容易使老人滑

倒 ， 在光照下还会产生眩光 ， 使老人 眼部不适 ， 甚至引发其他安全问

题 （ 图 ５ ） 。 ＰＶＣ地胶 、 木地板 、 防滑瓷砖等材质平整 、 防滑 ， 适合在

养老设施中采用 （ 图６ ） 。

在室外活动场地和道路的设计中 ， 应避免大量采用凹 凸不平 、 有缝隙或

存在微小高差变化的铺地材质 。 例如 ， 石块 、 石板类路面可能使乘坐轮

椅的老人通过时感到颠簸不适 ， 汀步还可能使老人的拐杖 、 助行器端部

卡在缝隙中 ， 导致老人绊倒 。 老年人活动场地材质应符合平整 、 坚实 、

不反光 、 防滑且遇水不滑等基本要求 ， 以保证老年人活动时的安全与顺

利 ， 例如平整的地砖 、 沥青等 。 同时 ， 对于球类 、 健身等动态活动场

地
， 最好采用有
一

定弹性的地面 ， 如橡胶地垫 、 塑胶材质 ， 减轻摔倒时

的磕伤 （ 图 ７  ） 。

２ ） 家具 、 墙角 、 地面特殊处理 ， 避免磕碰

由于腿部力量 、 平衡能力衰退 ， 老人很容易跌倒 。 跌倒时 ， 若周边的家

具 、 墙体带有尖角 ， 可能会使老人磕碰 、 二次受伤 。 因此
，
老人使用的

桌椅 、 柜体等家具的角部最好能够采用圆角设计
，
抽屉的拉手等也应为

圆弧形 ， 避免磕碰老人 。 墙的阳角应做切角或圆弧处理 ， 也可安装成品

的护角 ， 避免老人插碰 。 同时
，
室内地面最好选用带有 定弹性的木地

板或者地胶材质 ， 尽可能缓冲老人跌倒后的冲击力 。 除了防止老人跌倒

时的磕碰之外 ， 还需注意防止老人磕碰头部 。 例如
， 吊柜的底部层板不

宜过低 ， 且柜角不宜突出 （ 图 ８ ） 。

在公共空间中 ， 落地窗 、 墙体 、 镜面等竖向界面３５ｃｍ以下高度均应设

置防撞板或踢脚 ， 避免乘坐轮椅的老人踏板及脚部德碰到墙体 、 玻璃 ，

引发安全问题 （ 图 ９ ） 。

３ ） 保证通风采光条件 、 适宜的温湿度

“

空气好 ， 光线好 ， 不冷不热
，
不潮湿不干燥
”

是许多老人对舒适的定

义 。 在养老设施中 ， 良好的通风采光不仅是为了卫生 、 消毒要求 ， 明亮

的光线 、 温暖的阳光 、 新鲜的空气也有助于老人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

老人的居住 、 活动空间应尽可能保证对外开窗 ， 能够自然通风采光 。 在

一些改造类项目 中 ， 原建筑进深较大 ， 中部空间通风采光不良 。 此时 ，

可采取
一

定设计手法 ， 例如开设天井 、 设置天窗等等 ， 避免出现间接采

光的
“

黑房间
”

（ 图 １ ０ 、 １ １ ） 。

设有空调系统时 ， 也应注意自然通风采光设计 。 在
一些采用中央空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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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北向房间开设斜角窗 ， 使东向阳光得以进入 ， 满足老人对

曰照的需求

１ ３ 浴室门开启净宽大于 １ ｍ ， 满足浴床 、 轮椅逬出

６０
？

９０ｃｍ

１４ 服务台设置挑出的低位台面 ， 便于乘坐轮椅的老人接近 、 使用

１ ５Ｌ形扶手安装方向反 ， 老人无法借竖杆起身

端的养老设施中 ， 由空调调节室内温湿度与送新风 ， 容易忽略老人 自然

通风采光需求 ， 些养老设施甚至将外窗设计为不能开启的固定扇 。 老

人多习惯开窗通风 ， 在无法自然通风的房间中常会感到
“

闷
”

、

“

有味

道
”

， 夏季还容易形成
“

温室效应
”

，
既不舒适又增加了空调能耗负

担 。 特别是对于卧床的失能老人来说 ， 能够开窗通风 、 快速排除异味是

必须满足的要求 。

无论在南北方 ， 老人都喜欢晒太阳 ， 因此 ， 老人居室的朝向以南向为最

佳 。 当老人卧室朝西 向时 ， 应注意采取遮阳措施 ， 如窗扇设置遮阳百

叶 、 卷帘等 ， 避免下午强烈的西晒使老人感到燥热不适 。 当居室朝北向

时
，
也可采用凸窗等建筑手法 ， 尽可能争取到 定采光量 （ 图 １ ２ ） 。

４ ） 空间尺寸满足不同身体情况老人的活动需求

养老设施中 ， 许多老人需要使用轮椅 、 拐杖 、 助步器等工具助行 。 养老

设施的交通空间与功能房间 、 室外活动空间等应当充分考虑老人的多样

需求
，
尽可能方便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通行 、 活动 。 尽管各类标准规范

中经常 弓 Ｉ用无障碍设计规范 ， 但养老设施的适老宜居设计不仅限于无障

碍设计 ， 需要考虑更多细节 ， 满足不同身体条件老人的 日常活动需求 。

例如 ， 为使乘坐轮椅的老人能够更加顺畅地出入 、 转弯 ， 在老人使用的

卫生间 、 浴室中 ， 均应当保证门扇开启净宽不小于０ ． ８ｍ ， 在可能情况

下宜为 ０ ． ９ｍ （ 图 １ ３ ） 。 为便于担架床 、 病床进出 ， 居室开启后净宽度

不应小于 １ ． ２ｍ  〇

在居室布置时 ， 床侧应当 留 出 ０ ． ８ｍ宽的轮椅进出空间 ， 便于老人在

轮椅与床之间移乘 ， 也便于护理人员在床边辅助老人 。 在老人接近使

用 的桌子 、 服务台 、 洗手池等位置 ， 均应在台面下方留 出净高不低于

６ ５ｃｍ 、 进深３０ ？ ４５ｃｍ左右的空间 ， 便于乘坐轮椅的老人腿部插入台

面下方 ， 靠近和使用台面 （ 图 １ ４ ） 。

５ ） 扶手等设施设备正确安装

扶手是帮助老人撑扶借力 、 保持身体平衡 、 避免跌倒的重要辅助设施 。

在老人长时间行走的走廊两侧 ， 需要起立坐下的重心转换处 ， 以及台阶

坡道处 ，
一般均需要设置扶手 。 在调硏中 ， 我们看到很多养老设施虽然

安装了扶手 ， 但安装位置 、 安装方式 、 扶手形式的选择存在很多问题 。

例如 ， 扶手方向装反 ， 使得老人无法扶握 （ 图 １ ５ ） ； 又如 ， 走廊中扶

手安装高度过高 ， 使得老人难以借力 。 此外 ， 扶手过粗 、 材质过于冰凉

等
，
也会使老人扶握不舒适 ， 扶手形同虚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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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走廊中扶手的正确安装方式与端部处理方式 １ ７ 卫生间马桶两侧设置扶手 ＞便

于老人起坐

１ ８ 床头布置小书桌 ， 便于老人撑扶 １ ９ 常用插座设置在桌面上方 ＞便于老人插拔 ２ ０ 简易厨房区设置中部柜

． 格 ， 便于老人取放常用物品

走廊中 ， 扶手安装高度宜为 ０ ． ８
￣

０ ． ８５ｍ
，
扶手截面直径不宜过大 ， 以

３０
？

４５ｍｍ为宜 ， 扶手端部应设置回弯 ， 避免老人刮到袖 口 （ 图 １ ６ ） 。

同时
， 在如厕 、 洗浴区等空间 ， 也需设置扶手 ， 辅助老人坐下站起 ， 避

免老人由于站立不稳 、 地面湿滑等原因跌倒 （ 图 １ ７ ） 。

扶手不仅指单独安装的扶手 ， 家具的扶手与台面也是老人可供撑扶的好

帮手 。 养老设施中家具配置需要考虑老人撑扶需求 。 例如 ， 最好选择

带有扶手的餐椅 ， 便于老人撑扶起身 ； 又如床尾应设带扶手的床尾板 ，

便于老人下床后扶握 。 床边可摆放书桌 、 五斗橱等高于床头的台面类家

具 ， 便于老人撑扶起身 （ 图 １ ８ ） 。 同时 ， 扶手安装要特别注意其牢固

性 ， 避免安装在承重不好的轻质隔墙 ， 易造成老人撑扶后摔倒
１

。

６ ） 家具设备高度位置合适

养老设施中 ， 老人经常操作的设施设备及储藏柜高度应适合不同身体情

况老人的使用 。 设计时应兼顾 自理老人与乘坐轮椅老人的操作便利 ，

避免让老人踮脚或弯腰 ， 产生危险 。 例如 ， 插座
＿般距地０ ． ６ ？ ０ ． ８ｍ ，

且常用插座需尽量设置在操作台面之上 ， 避免老人弯腰 （ 图 １ ９ ） 。 幵

关面板
一

般距离地面 １ ． １ ｍ ， 兼顾站立与乘坐轮椅的老人操作 。 呼叫

按钮的位置应设置在方便老人按动的位置 ， 例如马桶前侧 ， 高度宜为

０ ．４
￣

０ ． ５ｍ
， 并设置拉绳 ， 老人不慎跌倒时也可够到呼救 。

老人常用的储藏柜格不宜过高或过低 ， 主要柜格应设置在伸手容易够到

的高度范围 （ 自理老人０ ． ６５－ １ ． ８５ｍ ， 乘坐轮椅的老人０ ． ５５
－

１ ． ３５ｍ ） 。

当老人居室内设有简易厨房时 ， 可设置中部柜 ６ｍ ） ， 放置常

用物品 ， 便于老人拿取 （ 图２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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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缺少分隔的多人间中老人毫无隐私感

２３ 居室采用固定家具 ， 老人难以自 由布置居室

３ 、 设计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

除了满足老人基本的安全 、 舒适 、 便利之外
，
适老宜居环境的营造还应

关注老人的精神需求 ， 努力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质 。 生活品质的提升并不

依靠豪华昂贵的硬件设施 ， 或者阔绰的面积空间 。 更重要的是为老人提

供有隐私与尊严的 、 温馨如家般的居住环境 ， 促进老人开展 自 己感兴趣

的活动 、 增进彼此交往 ， 度过有意义的晚年生活 。

１ ） 居住空间保证私密性

人到晚年 ， 仍然有对隐私和尊严维护需求 ， 尤其是休息 、 睡眠的居室空

间 ， 应尽可能保证私密性 。 养老设施中居室类型应以单 、 双人间为主 ，

避免设置过多三人间 、 四人间等类型的多人间 。 设置多人间时 ， 也需要

利用家具或者拉帘划分每位老人的休息空间
，
尽可能保证每位老人的私

密性 ， 避免相互影响 （ 图 ２ １ 、 ２２ ） 。 居住空间中还应避免过多采用固

定家具 ， 而应留出
一

定灵活性与
“

空白
”

， 供老人摆放 自 己家中习惯使

用和喜爰的家具 ， 赋予以个人化特征
，
为老人带来熟悉感 、 归属感 （ 图

２３ 、 ２４ ） 。

２２ 多人间设置拉帘分隔 ， 保证隐私

２４ 居室留出
一

定
＂

空白
”

给老人自 由布置 ， 形成个性化 、 如家般的居室空间

２ ） 公共活动空间具有丰富性

公共活动空间是供老人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 、 促进社会交往的重要空

间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 ， 养老设施中老年人

的活动种类 日趋丰富 。 除了常见的棋牌 、 阅览 、 唱歌 、 跳舞 、 做操之

外 ， 各种文体兴趣小组 、 联欢会 、 宗教信仰等活动越来越丰富 ， 这就要

求公共活动空间要具有丰富性和灵活性 。

调研中发现 ， 养老设施中的公共活动空间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 例如 ， 在

一些养老设施中 ， 为了尽可能多布置居室 ， 以容纳更多老人 ， 公共活动

空间面积不足 ， 工作人员难以找到合适的场所组织安排活动 ， 老人只能

挤在
一起活动 ， 十分不便 。 另外 ， 许多设计师在进行养老设施设计时 ，

生硬照搬规范中对房间功能的要求 ， 将公共活动区划分为一个个独立房

间 （ 图 ２５ ） ， 造成单个房间面积过小 、 功能单
一

、 灵活性差等问题 。

养老设施中的公共活动空间可以不再设置功能固定的
“

ＸＸ室
”

， 而是

设置
一组不同大小 、 不固定具体功能的多用途公共活动空间 、 活动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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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共空间划分过小 ， 氛围冷清 、 灵活性差 ２６ 休闲娱乐区融入手 丁 、 棋牌 、 阅读等多功能 ２７ 电梯厅布置座椅供老人休息 ， 聊天

２８ 
？

大的空间尺度容易产生空旷疏离感 ２９ 某社区 曰 间照料中心入 口给老人以亲切感

增加空间利用效率 。 例如 ， 可以将书画 、 上网 、 阅览等相对安静 、 个人

化的活动空间合设为书画阅览区 ； 将舞蹈 、 做操 、 合唱等需要隔声的集

体活动空间合设为音乐活动区 （ 图 ２６ ） 。 多用途的活动空间还有助于引

发参加不同活动的老人彼此交流 。

尽可能创造如居家环境
一

般的温馨感 。 调硏发现 ，
一些高端养老设施

往往按照高档酒店设计 ， 空间阔大 、 装修装饰也较为奢华 ， 反而容易给

老人带来较为疏离 、 冷漠的感受 。 而另
一些养老设施以医院病房区为蓝

本进行空间设计 ， 空间过于功能化 ， 强调卫生与效率 ， 也缺少温馨感 。

社区型养老服务设施中的活动组织往往与社区老人的文化背景 、 兴趣特

长有关 ， 空间布局应留出弹性和灵活性 ， 尺寸宜方正 ， 并在部分空间预

留照明 、 音响等基础设施设备 ， 使老人能灵活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 。

走廊 、 电梯厅等交通空间也可以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补充 。 很多老人喜

欢在走廊中散步 ， 或者在候梯时聊天 ， 可结合走廊 、 电梯厅设置聊天

角 、 休息区 ， 甚至是健身活动区 ， 促进老人 自发活动 、 交流 （ 图２７ ） 。

养老设施空间环境的尺度 、 布局 、 家具及装饰风格应特別注重亲切化 。

例如 ， 入口空间尺度不宜过大 ， 可采用亲切的家庭式入口 ， 增加老人进

入设施时的亲切感 （ 图 ２ ８ 、 ２９ ）＾ 又如 ， 在平面布局时 ， 应尽量避免

过长的走廊 ， 可以在走廊拐角处 、 中部布置
一些交流角落 ， 使得整体环

境更加温馨 、 丰富 。 同时 ， 在家具选择时 ， 应尽量避免选择体量过大的

沙发 、 茶几 ， 而选择更加轻量化的小型沙发 、 坐凳 ， 既可营造出轻松 、

温馨的家庭感 ， 也方便根据不同使用灵活调整家具的摆放 。

３ ） 环境氛围营造温馨感

对于入住养老设施的老人来说 ， 养老设施就是晚年的家 ， 其空间氛围应

４ 、 设计助力髙效运营服务

合理的养老设施空间环境设计能够方便护理人员为老人提供服务 ，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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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公共区域采用格栅分隔 ， 护理入员可随时了解老人情况３０ 护理站可看到活动 区 ， 便于护理人员及时晌应老人需求

３２ 分隔过小的淋浴隔间不便于护理人员协助乘坐轮椅的老人洗浴 ３３ 采用浴帘划分洗浴区 ， 更便于护理人员的助浴操作

节约人力成本 ， 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 有助于养老设施的可持续发展 。

１ ） 视线通达

在养老设施中 ， 视线设计十分重要 ， 好的视线设计能够帮助护理服务人

员能够及时看到 、 了解到老人的动态 ， 及时提供服务 。 养老设施的老人

居住层中 ， 常常会设置供护理人员记录 、 值班的护理站 （ 台 ） 。 为提高

工作效率 ， 护理站的位置选择应保证视野较为开阔 ， 便于护理人员随时

看到走廊及老人主要活动空间 ， 不宜设置为较为闭塞的形式 ， 或者设置

在视线不佳的角落 （ 图 ３０ ） 。 为便于护理人员了解各个空间中老人情

况 ， 公共区域还可采用矮柜 、 格栅等元素分隔空间 ， 既保证空间安定感

也有助于提高公共活动空间的灵活性 （ 图 ３ １ ） 。 特别是对于社区型养

老设施 ， 往往需要同时承担多种功能 ， 采用灵活划分空间的方式也便于

适应不同的使用需求 。

２ ） 动线短捷

养老设施中 ， 空间布局应充分考虑护理人员的 日 常操作流程 ， 尽可能缩

短工作流线 ， 节约护理人员的体力 、 提高效率 。 例如 ， 协助老人洗浴

后 ， 通常会需要收存换洗下来的衣物 、 洗衣 、 晾晒等 。 可将污物处理



０４ １
主题报道［□匚

ＴＨ ＥＭ Ｅ Ｒ Ｅ ＰＯ ＲＴ

室 、 洗衣间 、 晾晒平台就近布置 ， 便于护理人员就近操作 。 又如 ， 当老

人在每层集中用餐时 ， 宜将送餐电梯 、 备餐区 、 用餐区临近设置
，
可以

大大减少护理人员运送餐食 、 残食碗碟的工作量 。

３
） 便于服务

在空间设计中 ， 应当充分考虑到护理人员协助老人的空间需要 。 例如
，

半失能 、 失能老人坐姿洗浴时 ， 通常需要 １ ？ ２位护理人员在旁协助 。

而
一

些养老设施中 ， 淋浴区用实墙分隔为
一

个个小隔间 ， 护理人员助浴

操作空间十分局促 （ 图 ３２ ） 。 如果采用软帘隔断 ， 就能够大大提髙空

间使用的灵活性 （ 图 ３３ ） 。

五 、 推进养老设施的
“

适老宜居
”

设计

实现养老设施的
“

适老宜居
”

不只牵扯到建筑设计专业 ， 更是
一

件需要

全行业协调配合的事情 。 这就包括要从开发流程 、 行业教育 、 项 目 审

查等多个方面做出努力 ， 从而助力养老设施
“

适老宜居
”

水平的提高 。

１ 、 改进项 目的开发流程 ， 运营方或运营顾问应尽早参与

在养老设施的前期策划和早期设计阶段 ， 不可忽视来自运营方的经验和

想法 。 因为运营方在项 目的建设内容 、 场地规划 、 建筑设计等方面 ， 都

有可能提出关键性要求 ， 包括需要哪些服务配套用房 、 需要哪种平面布

局以满足服务流程需求等 。 尽早明确运营方对建筑空间环境的要求 ， 才

能创造出既
“

适老宜居
”

， 又符合运营方服务理念和标准的养老设施 。

２ 、 创新本土建设模式 ， 鼓励设施的多功能化 、 社区化

养老设施需要占用住区中相对优质的土地资源 （ 选址要求交通便捷 、 公

共配套较为成熟等 ） ， 以利于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 。 但是在城市养老设施

项 目 的开发建设中 ， 常出现用地紧张 、 项 目规模受限 、 养老需求复杂

等情况 。 这就要求在建设模式上勇于创新 、 因地制宜 。 比如 ， 对于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项 目来说 ， 可以倡导建设社区型小规模多功能项 目 ， 通

过承载多类社区养老服务内容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 满足多种养老需

求 ， 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 。 又如 ， 位于城市住区中的养老机构

可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合并建设为综合型养老服务中心 ， 为周边老人

提供
“
一

站式
”

养老服务 ， 多角度 、 多层次地满足当地老年人的养老

需求 。

３ 、 加强教育培训 ， 重点提高设计与施工人员的相关知识水平

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 ， 是改变我国 目前从业人员
“

适老宜居
”

基础知识

相对不足 ， 专业技能相对有限的根本途径之
＿

。 对此
， 首先需要加强对

设计与施工人员的适老宜居教育 ， 例如通过培训活动以及各种信息与媒

体渠道 ， 向广大设计与施工人员宣讲
“

适老宜居
”

设计与改造的知识和

经验方法信息 。 其次 ， 需要重视对项 目设计与施工
“

适老宜居
”

的审

查 。 此外 ， 还需要编制养老设施的
“

适老宜居
”

设计与施工手册和图集

等 ， 供设计单位 、 施工单位 、 验收单位等相关专业人员以及设施设备厂

商等直接参考和选用 。

六 、 结语

加强我国养老设施空间设计的
“

适老化
”

水平 ， 不仅关乎入住老年人和

护理人员的个人利益 ， 同时也关乎推动养老设施的供给侧改革 、 提高

市场竞争力这一行业发展要求 。 特别是当前我国有超过 １ ／２的老年人为

６０
？

６９岁的低龄老人 ， 他们是出生于２０世纪５ ０ 、 ６ ０年代的独生子女的

父母
一

代 ， 目前护理需求不高 。 但在短短十多年后 ， 这批老人将集中步

入高龄行列 。 他们比父辈的教育程度更高 、 收入 ＺＫ平和居住条件更好 ，

因此他们对于自己养老环境的要求自然会高于父辈 。 那些让人感到不安

全 、 不舒适 、 居住品质差的
“

适老化
”

不足的养老设施 ， 将难以吸引这

部分老年人前去养老 。 因此 ， 加强当前养老设施空间设计的
“

适老化
”

７Ｋ平 ， 就是为未来的护理需求的爆发期打好重要的硬件基础 ， 从长远的

角度满足未来我国老年人的机构养老需求 。

图片来源 （ 除注明外均为作者自绘 、 自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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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 ３ １ 来自周燕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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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扶手正确安装的构造详图可参见 《 无障碍设计 》 图集 １ ２Ｊ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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