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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养老建筑设计与改造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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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对于老年

住宅的需求有了很大的增长。为了给老年人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在设计老年住宅的时候，就必须要对老年人

的行为习惯、 心理以及生理特点充分考虑。那么该如何让老年人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享受到精神上的满足呢？为此，

本文对现代都市养老建筑设计与改造进行了探讨分析。

关键词：现代都市；养老建筑；设计；改造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尤其

严重。随之而来的养老问 题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饮食条件、居住环境人等方面。 目

前，我国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类：家庭式养老、社区养

老以及机构养老。但是，由于家庭的结构和人们养老观

念的改变对现存的养老模式带来了较大的阻力，因此，

在未来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既是民生诉求也是市场所向。

养老院、养老社区等也会进入快速发展的行业。随着养

老观念的改变，养老建筑在设计上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以适应当代老年人对居住的要求。为此，深刻剖析当代

老年建筑的现存问题并加以改善，提出相应的改造措

施，设计出符合现代老年人居住的建筑，为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做好保障，是现在设计人员在设计养老建筑时亟

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1 当前我国现代都市养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养老服务类型较为单一。从当前来看，大多

数养老建筑都出现了服务类型较为单一的问题，且其中

很多养老院都局限在养老这一层。目前，我国养老院

在不同功能资源的具体配置上还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地

方，不同的服务模式逐渐也逐渐陷入了很严重的脱节状

态。且很多建筑发挥出的仅仅是最基本的居住功能，有

的甚至连舒适性都未得到充分体现。另外，对于老年人

来讲，医疗救助、 护理方面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可以说是

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但却很少能够得到充分重视。同

时，老年人也大多无法获得与他人、不同年龄层次人群

的交流、接触机会，功能服务模式太过单一。

第二，居住形式不完善。产业可供选择的居住形式

太过单一。大多数建筑提供的居住空间只能是统一标准

化的，未体现出对老年人个体差异、需求的充分考虑。

老年人并非是军人、学生，不需要整齐统一的管理与生

活环境，其拥有的个性、身份，以及习惯都是各不相同

的，对居住环境自然也有着不同需求，若居住形式过于

单一，不仅会导致其难以适应时代高速发展产生的诸多

变化，也会在不同程度上给养老产业的未来发展带来重

重阻碍[1]。

2 现代都市养老建筑的设计要点

建筑设计选址及朝向

养老建筑的选址是设计人员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因

素之一。老年人喜欢安静、 环境优美的区域，近距离亲

近大自然有助于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因此，选址应该

接近大自然，老年人是一类特殊群体，大多数老年人行

动不方便，因此应该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为方便

其子女探亲，养老住址应该选在交通便利的地域。 对养

老建筑进行建筑朝向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热环境、声

环境以及无障碍环境等众多环境因素。首先，大多数老

年人都不习惯使用空调，而对光照要求比较高， 温度变

化太大会让老年人身体产生不适，因此需要具备良好的

通风和采光效果， 这样才能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给

老年人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其次，老年人心情愉

悦与否与一天不同时间段的光照有着直接影响，例如老

年人看到朝阳就会觉得生活充满希望，但看到夕阳就会

有心情低沉。在养老建筑设计中，东南向偏东是最好的

朝向，在清晨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照，对老年人一天的心

情非常重要，对心理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最后，

东南向偏东朝向还可以很好地控制室内温度，减少建筑

使用中的能源消耗[2]。

建筑的设计布局

养老建筑设计时，在建筑的布局方面应充分考虑老

年人的特点。如，在养老公寓的设计中应尽量采用一居

室的空间设计，而在设计家庭式养老建筑时，则应充分

考虑老年人实际的家庭构成情况，对住宅空间的大小进

行优化。在老年人的居室设计中，应保证居室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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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光和通风条件，以满足老人对于晒太阳和清新空气

的要求。在养老建筑的中心区域应设置专业的医护室和

活动中心，使建筑内的所有老人都能便捷的到达这一区

域。在养老建筑的图书馆以及食堂设计时， 因为老年人

通常不会长时间在这些地方逗留，对采光的要求也相对

低一些，因此， 可以将其安排在养老建筑背阴区域。在

设计养老建筑的出入口和通道时，其空间大小必须要适

合轮椅活动的需要，同时建筑内的电梯要能够满足担架

等医护设施进入的空间要求。在出入口、通道、电梯、

楼梯以及住宅内的设计中都应采取无障碍的设计，避免

存在高差，如需要设计缓坡时，其坡度应控制在1/12以

内。在建筑的走廊以及公共坡道等区域应设计相应的扶

手等装置[3]。

建筑的设计应体现其自然性

城市中大多为高层建筑，因此为了满足老年人亲近自

然以及接触植物的需要，在设计中应合理运用自然元素，

并充分利用住宅环境设置可以进行花卉等种植的区域，这

样既可以使其成为建筑中的景观，也能够为老年人创造与

自然元素接触的条件。设计工作人员可以采取在养老建筑

中适当增加附楼建筑，将其作为空中景观平台的方式来为

老年人提供种植活动的场所以及进行绿化景观的营建，也

可以在养老建筑中采用退台式建筑的设计方案，使养老建

筑能够获得更多的露台空间，并将其设计为微型种植园或

者空中花园，使老年人能够与自然元素进行近距离接触，

并为他们提供健身和交流的环境。

充分运用无障碍设计

首先，在养老建筑设计筑时，还要考虑老年人在心

理以及生理上的特征。由于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会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的记忆力

较差，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状况，这就需

要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场所，设置相应的标志，让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保障。其次，在设计阳台和窗户的时

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安全、通风和采光方面。窗户可

以选择下拉式设计，避免老年人在使用时有意外情况发

生。同时，建筑的室内空间面积要合理，防止由于空间

过大而使老年人产生空旷孤寂的心理感受。在室内设计

中要合理选择搭配的颜色，可以使用暖色系涂料使建筑

空间增加温馨感。室内设计中，应尽量在南侧设置床

具，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晒太阳。但

需要注意的是，设计人员需要充分考虑夏季的温度控制

设计，防止老年人出现中暑的情况。此外， 养老建筑的

室内窗户应适当降低高度，使老年人躺在床上或者坐在

轮椅上也能够看到室外的景观环境。而在养老建筑的公

共空间应增加休闲椅等设施的设置，为老人提供便利的

休憩条件；还应设置不同的感官提示设施，为存在视觉

等感知障碍的老人准确判断其所处位置提供帮助。

3 对现代都市养老机构改造

原有社区住宅进行养老改造的基本设计思路

由于我国的长期观念和传统习惯，许多老年人选择

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退休，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也没有经

济能力在高级养老院退休，因此，在解决退休问题时，

还必须重建以前的社区住房，以适应老年人的养老需

要。与此同时，人们发现， 老年人集中在专门养老金机

构也很容易引起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负面情绪， 因

此，将社区住房改造成适合老年人和儿童共同生活的环

境十分重要，并有效地降低了养老金费用。在重建过程

中，可以采用一种设计方法，将社区住宅楼改造为退休

楼，其中应包括几个主要部分，即老式住宅、护理房、

普通住宅以及社区活动场所和相关服务设施。设计这些

养老金建筑的设想既能满足老年人和儿童的居住需要，

又能兼顾机构养老金和多元化的家庭养老金模式。

对现有社区住宅进行养老改造的基本设计方法

我国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将现有社区转变为适当数量

的老年养恤金社区，同时考虑到现有社区的老年人人

数。在设计一般年龄的养老社区时，可以考虑建造流动

中心、食堂等。为了帮助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

在退休大楼一楼设立了一个养老金办公室。在养老金大

楼的中间层，可以考虑设计护理房，同时雇用专业管理

人员照顾无法自助的老年人。照料之家可以为独立生活

的老年人设计，使老年人能够经历家庭照料。如果这些

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而需要照料，他们可以直接转到照

料之家，在熟悉的环境中，可以得到专业的照料，在这

种环境中，照料老年人可以方便儿童。此外，老年人可

以在老式住房和照料型住房之间设计活动中心、保健中

心和其他养老金机构[4]。

加强社会活动空间的设计

目前，随着老年人人数的增加，大多数老年人往往

感到孤独和空虚，因此， 在设计养老金建筑时，除了提

供生理舒适之外，还必须考虑如何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

求。如果建筑设计要注意加强社会活动空间的设计，使

所有空间都集中在小的家庭空间上，并保证空间保密，

从而避免内部空白和孤独，同时确保老年人的生理舒

适。此外，在设计公共空间时，还可以考虑在餐厅设计

中加强，以前的大厅应逐渐改变设计形式，避免噪音、

僵硬感，而是选择小餐厅的空间形式，以保证空间的轻

微围绕，加强空间的人性化，从而使餐厅的空间更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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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们的感觉， 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从而使老年人

的整个饮食环境更加舒适，感觉更加强烈。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老龄化

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这也是当今社会无法避免的一个

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给老人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所以对老年住宅进

行积极宣传深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为更好落实老年住

宅建设，需要对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在确保老

年人起居安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让老年人便利的生活，

使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确保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丰

富多彩，让养老住宅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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