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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年建筑设计研究

周星恺
温州同邦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浙江�温州�瑞安�325200

摘�要：现阶段，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各大城市都迅速发展，人数逐步增多，但中国老年人群却在不断扩大，随

着人们日常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当今社会也在逐步改善对养老的要求与标准，而老年人则占据了重要地位。老年

住宅建设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设计工作占据着重要地位，与整个项目的施工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老年

住宅建设项目中，需要根据当今时代发展的标准，进一步完善相关老年养老政策，服务老年人，满足老年人对养老的

需要和标准。为此，本论文重点对老年住宅设计进行分析与研究，并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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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老年人口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社会经济水

平不断提高。相对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老龄问题也

十分严重，城市老龄人口居住问题也同样严重。现阶段

老年人的居住问题已成为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

之一。由于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这个问题将日益严

重，对此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刻不容缓。怎样从老年人的

实际需要出发，为这一群体科学地提供适合自己居住的

建筑物和周围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其建筑设计也

成为养老事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老年人建筑设计概述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显著上升根据老年

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开展新建筑已成为中国建筑业发展

的重要方向[1]。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青年人已
经不再和长辈同住,而独居老年的比率也在显著增加,而且
由于老年人的生理功能的老化、身心衰弱等问题还在不

断的发生,也就给建筑设计老人提供了生活更新的需求因
此，要从当前的国情、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居住

习惯等几个方面入手，对老年人的居住习惯进行设计，

以使老年人在安居乐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2 老年人住宅建筑设计的要点分析

2.1  功用性
由于一些老年人行动上不够便利，在住宅设计时需

要考虑老年人

步行与轮椅之间使用的距离,并不会产生明显高差,使
老年人可以更自如的在住宅中开展运动。房间的摆设要

科学合理的设计,其大小要符合老年人的居住要求,尽量减
少房间摆设的重量,使老年人卧室的容积有所减少使得老
年人的行动耗能降低。

2.2  健康

老年人的健康卫生是极为重要的，在住宅设计中要

保证老年人的厕所、厨房以及居室等打扫比较容易。老

年人比较喜欢清静，要注重隔音材料的使用，老年人

长时间在室内活动，居室中需要注意通风、日照和采光

等，保证起居生活空间中有充足的光照。对于热环境，

由于老年人对于外界气候的变化是比较敏感的，冬季害

怕冷，夏季怕热，因此在房间设计和室温方面就需要加

强重视。注重周边环境对老年人的影响，为老年人创造

一个休闲、绿色的环境，有丰富的文化娱乐场所,让老人
家相互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老年人也能够看到小孩子

玩耍、游戏，这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极为有利的。

2.3  安全
老年住宅建筑设计中需要注重安全性，使老年人能

够居住的安全、舒适，因此住宅的地面材料需要注意防

滑，不要门槛等[2]建议浴室内设有适当的配套设施,门最
好采用推拉式的。而且房间内也必须设有应急电话设备,
出现特殊状况可以适时自动发布预警使得老年人遇到危

险情况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2.4  注重隐私
老年人是比较害怕孤单的，有些个人生活和交往是

不想要别人知道的。因此在住宅设计中，不仅要为老年

人提供与人交往互动的氛围，也需要注意保证老年人

的隐私。二代居的模式不仅保证了老年人的独居部分，

而且也注重了晚辈与老人的关照。这种住宅中有共用的

家庭设备，也有老年人独立使用的设备。邻居型的居住

形式，就是通过一个公共的门将住宅分成相对独立的空

间，保证隐私性。

3 我国城市老年住宅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3.1  家庭养老住房领域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公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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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改善。总

的来说，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但仍存在一些住房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住房建设水

平不统一，城市老年人的住房需求也不同，特别是在一

些较发达的城市，大多数老年人的住房仍然很紧张；其

次，一些城市虽然修建了老年人住宅，但在设计和建设

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心特点，住宅的楼层和设

施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使老年人无法独立生活。

  3.2  养老住房条件差
目前，我国养老公寓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使

用效率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资金

短缺将会直接影响到资金的使用、居住环境、基础设施

的不健全，导致住宿率偏低；如果说需求紧张，那是因

为家庭结构的改变，例如，在养老上，传统的家庭很难

做到提供较好的养老环境，大部分的老人都想要提供更

好的服务，更好的居住环境，但是，在建成之后，大部

分的老人都不想住进去，这不仅会减少住宿率，也会让

老人的养老设施闲置。

3.3  老年社区规划设计不合理
这些失衡的现状会造成周边配套没有一个完备的基

础。主要体现在很多老居民所在地相对偏远,这些居民附
近常常没有公园、医院等公共设施[3]。同时,由于交通设
施并不齐全,对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医疗保健以及生活休
闲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其次,由于目前的中国老龄社会
主要以盈利为主,所以社会内的住宅大多以商品房形态销
售,不但昂贵,并且由于出售渠道单一,所以入住率也很低。
4 老年建筑设计理念

4.1  空间组织设计
根据老年人的实际行为，将其划分为“私人”、

“公共”、“半公共”三大类，并将其组织为“垂直”

与“平面”。垂直布置一般都是将不同的功能区域划分

成不同的区域，这样就可以将不同的区域划分成不同的

区域，首先，集中的区域不仅可以更好的利用土地，还

可以将不同的功能区域分割开来，这样就可以互相影响

了。第二，这种分散式的布置，不仅可以将不同的区域

分割开来，还可以给人一种错落有致的感觉，虽然建筑

的方向和通风都很好，但是因为占地面积太大，并不适

合人们的日常生活。通常来说，这两种布局都是在老龄

楼的设计和布置中进行的，老年建筑的管理区位于大楼

的下层，生活区位于高层。

4.2  注重装饰色彩的搭配
随着老年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们的感官也会越来

越差，他们的嗅觉、听觉、视觉等有不同程度的衰退，

因此，在进行老年公寓的设计时，必须要加强对这方面

的研究，并对其进行适当的色彩搭配和引导，从而创造

出一个温馨、舒适的居住环境。一般来说，老年建筑的

整体基调都是浅色的，像是淡淡的灰色、淡蓝色，这样

就能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但是，在进行室内设计的时

候，尤其是在进行标志的设计时，必须要选择明亮的颜

色，例如：红、橙、黄等，这样才能弥补老年人的视觉

疲劳，同时还要在适当的位置上安装标志，既要有很好

的照明效果，又要有耐久性，不能反射。此外，在设计

标志时，要让老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并且按照指

示牌前往目的地，必须要做到多面性和简洁性。

5 城市老年居住建筑的设计要求

5.1  建筑空间选址的设计
因为老人们害怕寂寞，但他们也希望能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独立空间，因此在选择房屋和室内设计时，都要

充分考虑到这些矛盾的心理[4]。不能选在市中心，也不能

选在偏僻的地方，这样既能给老人提供安静、舒适的休

息环境，又能方便老人的日常生活。

5.2  起居室
起居室需要满足日常的实际需要，并结合老年人自

身的特点进行。老年人容易产生孤单的感觉，因此起居

室的面积不能太大，避免出现空旷感。由于老年人的

身体不好，因此在设施的选择上需要注意对老年人身体

产生积极的影响，使用比较高的沙发，沙发的靠背能够

支撑老年人的颈部，坐下去能够实现身体血液的有效循

环。可以在沙发边等部位设置扶手，老年人起身时能够

不费太多力气，为老年人提供外力支持[3]。起居室要朝

阳，让老年人能够晒太阳，使老年人身体更加健康。随

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视力逐渐下降，对阳关的识别

度并不高，他们对于光照的需求要明显高于年轻人，因

此需要保证起居室充足的阳光，但是要减少眩光，避免

老年人出现视觉上的模糊。

5.3  卧室
卧室是休息的地方，卧室设计的是否科学合理将对

老年人的休息效果和身体健康产生直接性的影响。因此

在设计卧室时，需要注重床的位置的放置，不能靠近门

或窗户，防止老年人受到风寒。保证床的两边都能够上

下，有床头柜，便于东西的放置，使得老年人上下床更

加便利。

5.4  卫生间
老年人年纪比较大，身体的灵活性不强，设计卫生

间时需要做好防滑工作，减少不安全问题的发生几率。

卫生间不设置浴缸，设置浴凳，并配置相应的扶手，为



2022� 第4卷�第8期·国际建筑学

30

老年人提供外力支撑，强化安全性。卫生间还需要注意

通风，避免老年人洗澡时出现缺氧的情况，减少安全隐

患的发生。坐便器的设置需要注意老年人蹲下的便利，

高度合适，方便活动。

5.5  建筑空间私密性的设计
老年居住空间不仅使老年人享有自主支配的权利，

同时也要尊重老年人的个人隐私和生活习惯。因为一般

老年人居住的房间不适宜居住，因此会因为个人喜好而

产生摩擦[5]。医学上的研究显示，孤独对老年人的健康

不利，但是在社区内的交流对老人的身体是有益的，因

此，可以在老人住宅中为老人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环境。

它的交流空间可以通过扩大部分和外部走廊来形成三合院

的平面布置，而外部的天井则可以作为交流的空间。

5.6  尊重老年心理，打造多样交往空间
对老年人来说,人际交往也是其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至

关重要的部分内容,也是他们解决老年人寂寞的最重要方
法,所以需要在对老年人住宅结构的设计上加大了无障碍
条件的创建,同时在房屋周围的通讯网络都要方便达到,同
时方便他们的日常生活出行。最后则应当尽量打造适宜

老年人活动的社区活动中心，以及在社区中组织以老年

人为中心的一些社会活动等。

6 老年住宅建筑细节的设计

老年住宅设计中，需要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变

化，通过住宅建筑设计将老年人的实际需要与环境相结

合，使设计更加细致，从而对老年人衰退的感知能力得

到有效的弥补，能够使老年人的生活有好的保障。

首先是设计过道。老年人的行动不便利，有些老年

人身体上存在残疾，需要坐轮椅，在过道设计中需要设

计无障碍过道。过道的净宽不能太小，否则老年人的

活动就会不便利，使老年人的心理出现负担，产生压迫

感。在过道设计时，净宽设计的原则是使得老人出行更

加便利。

其次是楼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体力也会出

现下滑，楼梯设计时不能太陡，并且每一段踏步数要适

合老年人的体能消耗，并做好防滑措施，踏步面可以使

用不同颜色，保证其更加安全。

第三是轮椅坡道。老年人活动相对费力,所以在设置
环境中也需要避免出现门槛,如出现了身高差的问题时,要

进行坡度设置,踏步设置要考虑高度与宽度,轮椅坡道设置
时也要考虑坡道。通过设置老人休息的场所,使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安全。

第四是照明。老年人的视力相比于年轻人也有很大

的下降，因此住宅中的照明设计是极为重要的。要选择

功率比较大的灯具，局部地方要有电光源，使得室内的

亮度得到保证，同时减少光源产生的阴影，使得老年人

能够更加清晰的看事物。对于影响老年人视线的因素也

需要重点考虑，比如地面的反光、家具的阴影等。最后

是户外安全。老年人有着极大的安全需求，对户外有着

很大的依赖，户外的安全设计是极为重要的。老年人在

户外能够锻炼自己的身体，并且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

户外的道路应平坦，注意防滑，使得老年人能够与大自

然密切相处，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更加健康。

结语 :

现如今人口老龄化的现象逐渐严重，对社会经济发

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越来越多满足老年人心理和生理需

求的建筑随之出现[6]。老年人居住的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

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老年人的

生活品质也逐渐提高，在对老年人住宅建筑设计时需要

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老年人的生活习惯，采取有

效的建筑设计策略，为老年人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使

老年人更加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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