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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要点概述

胡小芳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15

摘� 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的健康照护需求日益突出，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作为回应这一

社会需求的重要载体，医养建筑的设计逐步成为设计行业内的热潮。本文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出发，探讨医养结合型养

老设施的设计原则、功能布局、空间环境营造、安全无障碍设计以及智能化技术应用等要点，旨在为相关设计实践提

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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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是指将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相

结合，以养老为主，医疗为辅，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健康护理、康复治疗等综合性服务的机构。医养结

合主要有两种形式的结合，一种是独立的养老机构与周

边社区医院相结合，一种是养老机构内配置一定数量的

医疗人员，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设计中综合考虑老年人

的生理、心理特征及服务需求，创造出符合老年人居住

特点的建筑环境。

1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原则

1.1  人性化原则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原则中，人性化设计

是最为核心的一点。设计始终围绕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

生活习惯展开，确保老人能够在一个既熟悉又舒适的

环境中安享晚年。在设计的初期，深入了解老年人的日

常生活习惯、健康状态、社交需求以及心理特征，将这

些因素融入设计的每一个环节。比如，在建筑布局上，

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行动便捷性，避免过多的楼梯和陡峭

的坡道，提供宽敞的走廊和充足的休息空间。在家具选

择上，选用符合老年人人体工程学的产品，既实用又舒

适。在环境营造上，要注重自然光线和通风的引入，以

及温馨色彩的运用，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宜居、宜养的生

活环境。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

很多人觉得老人进了养老院就是子女不孝顺，或者是老

人过的不幸福，可中国逐步走向老龄社会这一趋势不会

变化，作为建筑师的我们，能做些什么？赋予做这件事

情更深的意义，回头看人性化设计的原则，我认为更重

要的人性化，是解决怎么去除老人心里的恐惧，给予老

人温暖与贴心，让他们感受到自尊，让老人以养老机构

为家。同时养老机构内的工作人员素质，是否有爱心，

是否有耐心等等，都属于人性化的一部分。以老年人为

中心，满足他们的多元化需求，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中感

受到更多的关爱和尊重。

1.2  安全性原则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的安全性原则至关重

要，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医养建

筑中，以养老为主，医疗为辅，根据项目的规模，配置

相应的医疗人员，方便在突发情况下对老人进行及时营

救，把控吃药老人的情况，为老人生活提供保障。在设

计过程中，将安全放在首位，确保设施内的环境绝对安

全，有效预防老年人意外伤害的发生。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设计过程中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筑结构

要稳固可靠，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外部冲击。其次，室内

外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避免老年人因地面湿滑而摔倒。

此外，家具和设施的边角应圆润，以防磕碰伤害。同时，

紧急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相关规范，

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老年人能够快速安全地疏散[1]。除了物

理环境的安全，还需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设计中

考虑设置不同宗教聚会点，避免过于封闭或复杂的空间

布局，以免造成老年人的困惑和不安。通过合理的空间

规划和环境设计，为老年人营造一个安全、舒适、宜居

的养老环境。

1.3  舒适性原则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的舒适性原则，是打

造温馨、舒适、宜居生活氛围的关键。这一原则强调，

设计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更要关注他们

的心理感受和居住体验，从而真正提升老年人的居住满

意度。为了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设计中需要从多个方

面入手。首先，室内空间布局要合理，确保通风采光良

好，避免产生压抑感。其次，色彩搭配应和谐温馨，以

暖色调为主，给老年人带来家的温暖。此外，家具和设

施的选择也应注重舒适性，如选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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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床铺等，让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轻松自在。同

时，室外环境的设计同样重要。优美的园林景观、宽敞

的休闲步道以及舒适的休闲座椅等，都能为老年人提供

愉悦的户外活动体验。通过精心打造室内外环境，为老

年人营造一个舒适宜居的生活氛围，让他们在晚年享受

到高品质的居住生活。

1.4  灵活性原则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的灵活性原则，强调

设计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可变性。这是因为老年人的需求

是多样化且不断变化的，同时服务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

以适应社会发展。具体来说，设计要考虑空间布局的可

调整性，以便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进行灵

活调整。例如，居室可以方便地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

护理级别的需求；公共活动区域也可以根据活动内容和

参与人数进行灵活布置。此外，设计还要注重设施设备

的可升级性，以便在未来引入更先进的医疗、康复和养

老服务技术。同时，考虑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设计采用易于维护和更新的材料和技术。医养结合型养

老设施建筑设计的灵活性原则，旨在确保设计能够适应

不同老年人的需求变化和服务模式的创新，为老年人提

供更加人性化、高效和可持续的养老服务。

2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功能布局设计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的建筑功能布局设计，是确保

老年人能够获得全方位、高品质医养服务的关键。在这

一设计中，明确区分不同功能区域至关重要，它不仅

能够提高服务效率，还能为老年人创造更加舒适、安全

的生活环境。医疗区作为提供紧急救治和日常医疗服务

的场所，其位置应靠近设施的入口。这样的布局设计可

以确保急救车辆在需要时能够快速到达，为老年人争取

宝贵的救治时间。同时，医疗区内适当配备专业的医疗

团队，以满足老年人各种常见疾病和突发状况的诊治需

求。其次，养老区为老年人提供安静、舒适的居住环

境。这一区域应远离嘈杂的医疗区。养老区内设有舒适

的居室、宽敞的公共休闲空间和贴心的生活服务设施，

让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便利。再者，康复区是为老

年人提供身体康复和功能锻炼的场所，其设计应注重自

然光线的引入和通风条件的改善。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空

气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能提高康复锻炼的效

果。康复区内配备专业的康复设备和指导人员，根据老

年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公共活动区是

老年人聚集交流、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其位置设

置在设施的中心位置。这样的布局设计方便老年人前往

参与各种活动，同时也能促进老年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公

共活动区内设有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健身房等丰富的

文化娱乐设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2]。医

养结合型养老设施的建筑功能布局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医

疗、养老、康复和公共活动等多个方面的需求，为老年

人打造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

3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空间环境营造设计

3.1  室内环境设计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的室内环境设计至关重要，它

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居住舒适度和生活质量。在设计

中，室内空间应保持宽敞明亮，避免狭小压抑的感觉，

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开阔、通透的居住环境。色彩选择

上，以温和、自然的色调为主，营造出宁静、温馨的氛

围，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具的布局也是室内环

境设计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家具应摆放合理，既要满足

功能需求，又要方便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考虑到老年人

行动不便，家具之间留有足够的通行空间，避免磕碰和

摔倒的风险。此外，照明设施的设置也是室内环境设计

中的重要一环。充足的照明不仅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需求，还能提升他们的居住安全感。设计中采用柔

和、均匀的光照，避免产生眩光和阴影，确保老年人在

各个角落都能看得清楚、舒适。

3.2  室外环境设计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的室外环境设计同样重要，它

是鼓励老年人进行户外活动、增强身体素质、享受自然

美景的关键。在室外空间的设计中，设置休闲步道，方

便老年人散步、慢跑，感受自然的清新空气。同时，园

艺区的设置不仅能为老年人提供亲近自然的机会，还能

让他们参与到植物的种植、养护中，体验生命的成长与

变化。健身设施也是室外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

们能够满足老年人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的需求。这些设

施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习惯进行设计，确保他

们在运动中的安全与舒适。此外，景观设计应注重季节

性变化，通过不同季节的植物搭配和景观元素的设置，

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视觉体验。春天的花朵、夏日的绿

荫、秋天的硕果、冬日的雪景，都能让老年人在欣赏美

景的同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变化。

4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安全无障碍设计

4.1  无障碍通道设计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的建筑安全无障碍设计，首要

考虑的是无障碍通道的设置。为了实现老年人在室内外

空间能够自由、安全地通行，规划并设置坡道、电梯

和扶手等辅助设施。坡道的设计坡度适合，表面防滑，

以便老年人能够轻松推行轮椅或通过。电梯方便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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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操作简单，同时考虑到紧急情况下的使用，如设

置紧急呼叫按钮等。扶手作为重要的支撑设施，安装在

适当的高度和位置，如走廊两侧、楼梯旁以及卫生间内

等，以协助老年人在行走时保持平衡[3]。此外，无障碍

通道的设计还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视觉和认知特点。例

如，通道标识清晰明了，易于识别；色彩对比鲜明，以

提高老年人的注意力。

4.2  安全防护设计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的建筑安全无障碍设计中，安

全防护措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措施旨在预防老

年人跌倒、撞伤等风险，确保他们的居住安全。紧急

呼叫系统是安全防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键位置，如

居室、卫生间、走廊等，应设置易于触及的紧急呼叫按

钮，以便老年人在遇到危险或需要帮助时能够及时求

助。此外，防滑地面的铺设也是预防老年人跌倒的重要

措施。地面材料应选择防滑性能好的材质，并在容易积

水的区域设置排水设施，保持地面干燥。家具的选择和

布局同样需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安全。家具边角应采用圆

角设计，避免老年人在不慎碰撞时受伤。同时，家具的

摆放应合理，确保通行空间宽敞，避免老年人因家具摆

放不当而摔倒。

4.3  标识系统设计
在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的建筑安全无障碍设计中，

标识系统的设置至关重要。一个醒目、易懂的标识系

统，就如同一位贴心的引路人，时刻帮助老年人快速识

别方向、找到目的地。这些标识采用大号字体和鲜明的

色彩，确保老年人即使视力不佳也能轻松辨认。同时，

图标和符号的使用简洁明了，符合老年人的认知习惯，

让他们一看即知。标识的设置位置也很有讲究，应位于

老年人视线水平附近，避免过高或过低造成阅读困难。

在关键节点，如走廊交叉口、楼梯口、房间门口等，设

置明显的标识，以指引老年人正确前行。此外，考虑到

老年人可能存在的记忆减退问题，标识系统还应具备一

定的连贯性和重复性，确保他们在迷失方向时能迅速找

回正确的路径。

5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智能化技术应用

智能化技术在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中的应

用，正日益成为提升服务效率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通过引入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我们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还能确保他们的居住安全和

舒适度。智能穿戴设备是智能化技术在医养结合型养老

设施中的典型应用之一。这些设备能够实时监测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如心率、血压、血糖等重要指标，一旦出

现异常，便能立即发出预警信号，通知医护人员及时进

行处理。这种智能化的健康监测方式，不仅减轻了医护

人员的工作负担，还提高了老年人的健康安全保障。智

能家居系统则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的居住体

验。通过智能家居系统，老年人可以轻松地控制室内的

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参数，营造出最适合自己的居

住环境。同时，智能家居系统还能实现智能语音控制、

远程操控等功能，让老年人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

时，感受到家的温馨与舒适。智能安防系统则是确保医

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内安全无虞的重要保障。通过智能安

防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对设施内的全方位、无死角监

控，确保老年人的居住安全。同时，智能安防系统还能

实现智能巡检、异常报警等功能，一旦发现潜在的安全

隐患，便能立即进行处理，确保设施内的安全稳定[4]。智

能化技术在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不

仅能够提高服务效率和管理水平，还能为老年人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安全的服务。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智能化技术将在医养结合型养老

设施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

更多的便利和保障。

结语

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是一项综合性强、涉

及面广的工作。设计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遵

循人性化、安全性、舒适性、灵活性的设计原则，合理

规划功能布局，营造宜人的空间环境，实施安全无障碍

设计，并积极应用智能化技术，以打造出满足社会需求

和老年人期望的高品质养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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