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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视域下老年友好宜居城市人居环境设计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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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数字治理成为提升城市管理效能、优化公共服务的

重要途径。本文聚焦于数字治理视域下的老年友好宜居城市人居环境设计，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促进城市

空间对老年人的友好性与宜居性。文章从建筑设计、公共空间设计、景观设计三个维度出发，提出了针对性的设计策

略，以期构建一个适应老年人生理、心理需求，同时融合现代科技的城市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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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为老年人创造一

个安全、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成为城市规划与设计的

重要议题。数字治理作为智慧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

为解决老年人在城市生活中的诸多不便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工具。本文旨在探索数字治理框架下，如何通过智能

化、人性化的设计策略，促进老年友好型宜居城市的建

设，确保老年人能够平等、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享受

城市发展带来的便利。

1 数字治理视域下老年友好宜居城市建筑设计策略

1.1  居住建筑
1.1.1  无障碍设计
首先，居住建筑应全面遵循无障碍设计原则，包括

但不限于宽敞的入口与走廊、低矮的门槛、平缓的坡道

以及易于操作的门把手和开关。卫生间和浴室应配备扶

手、防滑地板和可调节高度的洗浴设施，以适应老年人

可能存在的行动不便[1]。此外，楼梯间应设置电梯或升降

平台，便于老年人上下楼层。

1.1.2  紧急呼叫系统
在建筑内部安装紧急呼叫系统，如一键呼救按钮，

与社区服务中心或家属手机相连，确保在紧急情况下，

老年人能够迅速获得帮助。这些系统应简单易用，且位

置醒目，便于老年人在需要时快速找到。

1.1.3  智能健康监测
利用物联网技术，集成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如可穿

戴设备或家中安装的健康监测仪，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心

率、血压、血糖等关键健康指标。这些数据可通过云端

平台进行分析，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通知家属或医疗机

构，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1.1.4  智能化家居环境控制

通过智能家居系统，实现室内温度、湿度、光照的

自动调节，根据老年人的舒适偏好和外界环境变化自动

调整，创造最适宜的居住环境。同时，智能安防系统，

包括门禁控制、视频监控、烟雾报警等，能够有效提升

居住安全性，减少安全隐患。

1.2  公共建筑
1.2.1  清晰的标识系统
公共建筑内部应配备清晰、易懂的标识系统，包括

楼层指示、房间标识、服务导览等。这些标识应使用大

号字体、高对比度颜色，以便老年人轻松识别。此外，

还可以利用声音提示、触摸屏等辅助手段，为视力或听

力有障碍的老年人提供便利。

1.2.2  必要的休息区域
在公共建筑的关键位置，如入口、走廊、楼梯间、

候诊区等，应设置足够的休息座椅或休息区。这些区域

应保持良好的通风、采光和温度控制，为老年人提供舒

适的等待和休息环境。同时，休息区域应配备必要的辅

助设施，如饮水机、充电插座等。

1.2.3  数字平台服务
利用数字平台，如官方网站、移动应用等，为老年

人提供便捷的预约、导航、信息查询等服务。通过在线

预约系统，老年人可以提前安排就诊、参加活动或借阅

图书等，减少现场等待时间。导航系统可以帮助老年人

快速找到目的地，避免迷路或走错路。信息查询系统则

应提供详尽的服务介绍、时间安排、费用说明等，让老

年人能够充分了解并选择合适的服务。

1.3  其他
1.3.1  融入自然元素
建筑设计应积极融入自然元素，为老年人创造一个

亲近自然、促进身心健康的环境。例如，可以在建筑的



2024� 第6卷�第6期·国际建筑学

2

屋顶或露台设置屋顶花园，种植多样化的植物，提供休

闲座椅和遮阳设施，让老年人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

也能进行轻度的园艺活动，如种植花草、喂养鸟类等。

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老年人的身体锻炼，还能增强他们

的心理愉悦感[2]。室内空间也应充分利用绿植进行装饰，

如摆放盆栽植物、悬挂绿植墙等。绿植不仅能够净化空

气、调节室内湿度，还能为老年人提供视觉上的放松和

舒缓。

1.3.2  利用大数据分析
在数字治理的框架下，大数据分析成为优化建筑布

局和服务配置的重要工具。通过收集和分析老年人的行

为模式、偏好习惯等数据，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他们的

需求，从而指导建筑设计和服务提供。例如，可以利用

大数据分析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轨迹，确定哪些区域是老

年人频繁活动的热点，进而在这些区域增加休息座椅、

饮水设施等。同时，通过分析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可以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潜在的健康风险，从而在建筑设

计中考虑设置相应的健康监测和服务设施。

2 数字治理视域下老年友好宜居城市公共空间设计

策略

2.1  社区公共空间（居住区户外场地）
2.1.1  防滑地面
地面材料应选择防滑性能好的材质，如防滑砖、防

滑涂料等，以确保老年人在行走时的安全。同时，地面

的坡度应平缓，避免设置过多的台阶或斜坡，以减少老

年人跌倒的风险。

2.1.2  良好的照明
照明系统应设计得明亮且均匀，避免出现过亮或过

暗的区域。在夜间或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应开启足够的

照明设备，以确保老年人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环境

和障碍物。此外，照明设备还应考虑到节能和环保的需

求，选择低功耗、长寿命的LED灯具。
2.1.3  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
在公共空间内应设置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

如太极推手、扭腰器、漫步机等。这些器材应考虑到老

年人的身体状况和锻炼需求，具有适中的难度和安全

性。同时，还应在器材旁边设置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以便老年人能够正确使用。

2.1.4  智能监控系统
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24小时监

控，确保老年人的安全。监控系统应与社区服务中心相

连，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能够迅速响应并处理[3]。同时，

监控系统还可以记录老年人的活动情况，为社区管理者

提供数据支持，以便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习惯。

2.2  城市街道
2.2.1  优化人行道设计
人行道应设计得宽敞、平坦，确保老年人能够轻松

行走。宽度应足够容纳两位老年人并肩行走，同时考虑

到助行工具（如轮椅、拐杖）的使用空间。地面材料应

选择防滑、耐磨的材质，避免出现凹凸不平或裂缝，以

减少老年人跌倒的风险。

2.2.2  利用智能交通系统
利用智能交通系统，实时提供路况信息，帮助老年

人规划安全的出行路线。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电子显示

屏或广播等方式，向老年人发布交通拥堵、事故预警等

信息，引导他们避开危险区域。此外，智能交通系统还

可以与紧急救援系统相连，一旦老年人发生意外，能够

迅速定位并提供救援服务。

2.2.3  沿街布置适合老年人休闲的口袋公园、座椅
沿街应布置一定数量的口袋公园和座椅，为老年人

提供休息和休闲的场所。口袋公园可以种植绿化植物、

设置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设施等，营造宜人的环境氛围。

座椅的布置应考虑到老年人的视线需求和行动路线，设置

在易于到达且视线开阔的位置。同时，座椅的设计应符

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提供舒适的坐感和靠背支撑。

2.3  其他
2.3.1  推广智能公交站台
智能公交站台是提升老年人出行便利性的重要设

施。这些站台应配备电子显示屏，实时提供公交车的到

站信息、路线规划以及预计到达时间，帮助老年人更

准确地安排出行计划。此外，显示屏还可以展示天气预

报、空气质量等实用信息，让老年人在出行前做好相应

的准备。智能公交站台的设计应考虑到老年人的使用习

惯和身体特点。例如，显示屏应设置在易于观看的高度

和角度，字体大小应适中，以便老年人能够清晰地获取

信息。同时，站台还应配备足够的休息座椅和遮阳设

施，为等待公交车的老年人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2.3.2  设置一键求助设备
在城市的重要公共区域，如商场、医院、公园等，

应设置一键求助设备。这些设备应与紧急救援系统相

连，一旦老年人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按下求助按钮，就

能迅速获得帮助。一键求助设备的设计应简洁明了，操

作方便，确保老年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找到并使

用。为了确保一键求助设备的有效性，城市管理部门应

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同时，

还应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老年人对一键求助设备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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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使用率。

3 数字治理视域下老年友好宜居城市景观设计策略

3.1  城市公园
3.1.1  多样化的活动空间
城市公园应设计有多样化的活动空间，以满足老年

人不同的兴趣爱好。例如，可以设置园艺区，让老年人

参与种植、养护花草，享受园艺带来的乐趣；设置健

身区，配备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如太极推手、扭腰

器、平衡木等，帮助他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设置静

思区，如亭台楼阁、假山流水等，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安

静、舒适的环境，让他们可以静心思考、冥想或进行轻

度的阅读。

3.1.2  智能导览系统
利用智能导览系统，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游园路线

规划。系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电子显示屏或语音

导览等方式，向老年人展示公园的地图、景点介绍、

活动安排等信息。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

选择适合的游园路线，避免迷路或错过精彩的景点。同

时，智能导览系统还可以实时更新公园内的天气、人流

等信息，帮助老年人做好游园准备。

3.2  城市广场
3.2.1  注重无障碍性设计
城市广场的地面设计应确保平整、无障碍，避免设

置过多的台阶或斜坡，以减少老年人跌倒的风险。同

时，应选用防滑、耐磨的地面材料，确保老年人在行走

时的安全。在广场的入口、出口和主要活动区域，应设

置明显的标识和导视系统，帮助老年人轻松找到目的

地。座椅的分布也是无障碍性设计的重要一环。座椅应

布置在广场的各个角落，特别是人流密集的区域和观景

点附近，以便老年人在休息时能够观赏到周围的景色。

座椅的设计应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提供舒适的坐感和

靠背支撑，同时还应考虑到防晒、防雨等需求。

3.2.2  利用数字屏幕展示文化活动信息
在城市广场的显眼位置，应设置数字屏幕，用于展

示文化活动信息、社区公告和新闻资讯等[4]。这些信息应

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以便老年人能够轻松获取。

通过数字屏幕的展示，可以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到广

场的文化活动中来，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和参与感。

3.3  其他
3.3.1  融入教育功能

城市绿地与水体周边的景观设计应融入教育功能，

为老年人提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例如，可以

设置自然观察区，种植多样化的植物，吸引鸟类和其他

野生动物，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观察自然、了解生态的窗

口。通过观察区的设置，老年人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

然界的奥秘，增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3.3.2  融入康复功能
康复功能是城市绿地与水体周边景观设计中的重要

一环。针对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可以设置康复步道，提

供安全、舒适的行走环境。康复步道的设计应考虑到老

年人的行走能力和平衡感，设置合适的坡度、宽度和扶

手，以确保他们在行走过程中的安全。同时，步道两旁

可以种植具有康复作用的植物，如芳香植物、药用植物

等，通过植物的香气和药效，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此外，城市绿地与水体周边的景观设计还可以结合老年

人的兴趣爱好，设置园艺疗法区、水疗区等，为他们提

供更加多样化的康复方式。园艺疗法区可以让老年人在

种植、养护花草的过程中，享受园艺带来的乐趣，同时

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和耐心。水疗区则可以利用水体的自

然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水疗服务，帮助他们缓解身心压

力，促进血液循环。

结语

在数字治理的视域下，老年友好宜居城市的人居环

境设计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课题。通过

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策略，不仅可以有效提升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还能促进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理念的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个更加包容、便捷、舒适的老年友好型城市将指日可

待。本研究仅为初步探索，期待更多学者和实践者加

入，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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