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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康养建筑实践

孙乐乐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400010

摘� 要：在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城市型康养建筑作为一种新兴的建

筑类型，旨在通过创造有益于健康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满足城市居民对健康的追求。这些建筑不仅关注物理环境的舒

适度，还强调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健康因素。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城市型康养建筑有望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居民提供更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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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主要探讨了城市型康养建筑的设计与实践，并

对其现状进行了分析。当前，城市型康养建筑存在入住

率不高、高品质运营水平低以及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康

养建筑是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而兴起的建筑类型，其特

点包括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服务

周到、智能化管理、人文关怀和可持续性发展等。通过

分析其特点、优势及挑战，本文旨在为未来的康养建筑

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城市型康养建筑的概述

城市型康养建筑是一种结合了医疗、养老、康复和

居住功能的建筑类型，旨在为城市居民提供全方位的康

养服务。它通常位于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基础设施

完善的区域，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城市型康养建筑的设

计理念注重人性化、舒适度和功能性，关注老年人和亚

健康人群的需求，提供多种服务，如医疗保健、康复疗

愈、休闲娱乐等。同时，它也注重绿色、环保、节能技

术的应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型康养建筑中，

业态规划与布局是关键，需要合理配置医疗、养老、康

复等业态，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和健康状况的需求。此

外，运营管理也是重要的一环，需要建立专业化的管理

团队和服务团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1]。城市型康养建

筑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

水平，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未来，城市型康养

建筑的发展将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

进，加强政策支持、完善法律法规，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和发展。

2 城市型康养建筑的现状

2.1  入住率不高
城市型康养建筑的定位和市场需求不匹配是影响入

住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实践中，部分康养建筑的开发

和运营没有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和目标客户群体的特点，

导致产品和服务与市场需求存在偏差。例如，部分康养

建筑过于强调医疗和康复功能，而忽视了老年人的生活

品质和社交需求，导致吸引力不足。其次，城市型康养

建筑的营销和宣传不足也是影响入住率的一个重要原

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营销和宣传对于康养建筑的

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部分康养建筑缺乏有效的营销和

宣传策略，导致知名度不足，难以吸引目标客户群体。

最后，城市型康养建筑的运营和服务体系不完善也是影

响入住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实践中，部分康养建筑存

在服务水平不高、管理混乱、安全问题等问题，导致居

民的信任度降低，不愿意选择该康养建筑作为居住和服

务的场所。

2.2  高品质运营水平低
对于新中式的理解不足是导致高品质运营水平低的

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乏对新中式设计理念和风格的深

入了解，部分康养建筑在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形式上的模

仿，而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这导致了康养建

筑的整体设计缺乏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难以满足居民

对于高品质居住环境的需求。其次，对长者的理解不足

也是导致高品质运营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

实践中，部分康养建筑的服务团队缺乏对长者需求的关

注和研究，导致服务内容和方式与长者的实际需求存在

偏差[2]。这不仅影响了长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也制约了

康养建筑的发展和竞争力。最后，系统化运营的缺乏也

是导致高品质运营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实

践中，部分康养建筑缺乏系统化的运营管理，导致服务

水平和效率低下。

2.3  规划不合理
规划不合理是城市型康养建筑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重

要问题。首先，缺乏统一的规划指导和协调机制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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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实践中，部分地区对于康

养建筑的开发和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指导和政策支持，

导致开发建设的无序和混乱。同时，缺乏有效的协调机

制也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冲突，难以形成协同

发展的良好格局。其次，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

也是导致规划不合理的关键原因。在实践中，部分投资

者和开发商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了康养建筑的长期

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这导致了过度开发和同质化竞争的

问题，难以形成具有特色和差异化的康养建筑产品。最

后，缺乏专业化的规划和管理人才也是导致规划不合理

的因素。康养建筑的开发和运营需要具备专业化的知识

和技能，包括医疗保健、康复疗愈、建筑设计、项目管

理等多个领域。

3 城市型康养建筑的特点

3.1  地理位置优越
地理位置优越是城市型康养建筑的一个重要特点。

城市中心或交通便利的地段不仅方便了老年人与家人、

朋友的联系，还使他们能够轻松地享受到城市的各项

设施和服务。首先，位于城市中心的康养建筑通常与医

院、购物中心、公园等设施相邻，便于老年人获得及

时、高效的医疗服务以及日常所需的购物和休闲活动。

此外，城市中心的文化、教育、娱乐等资源也更为丰

富，有助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其次，位于交

通便利地区的康养建筑通常临近地铁站、公交车站或轻

轨站点，方便老年人出行。这样可以满足他们参加社交

活动、旅游或探亲访友的需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意

味着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到达医院或其他紧急救援

机构。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意味着更好的生活配套设施。

例如，周边可能有超市、银行、邮局等，方便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此外，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还可能带来更好的

安全保障，因为城市中心或交通要道通常有更完善的监

控和安保系统。

3.2  生态环境优美
城市型康养建筑选址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地

方，是为了给老年人提供一个宜居、健康的生活环境。

首先，优美的生态环境能够提供清新的空气和舒适的气

候，这对于老年人的呼吸系统和体温调节都非常重要。

空气清新可以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和过敏原，有利于呼

吸系统的健康；而舒适的气候则能够保持体温稳定，避

免中暑或感冒等常见疾病的发生。其次，优美的生态环

境还能提供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宁静的居住氛围。在这样

的环境中，老年人可以更好地放松身心，缓解压力和焦

虑。自然景观如公园、山景、水景等都可以让老年人心

情愉悦，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而宁静的居住

氛围则有助于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减少失眠和睡眠障碍

等问题。此外，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通常也有更好的绿

化覆盖和生态保护措施。绿化的覆盖可以改善小气候，

降低噪音和尘埃，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

空间。

3.3  智能化管理
城市型康养建筑采用智能化的管理方式，为老年人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首先，智能化管理通过智

能化的设备和系统，可以实现对老年人的全方位照顾和

监管[3]。例如，通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

年人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为

老年人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此外，通过智能化的家居

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家电、照明、窗帘等设备，方

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其次，智能化管理还提高了管理

效率。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智能化的管理系统，对建筑内

的设备、人员等进行统一管理，减少了人工巡查和管理

的成本和时间。同时，智能化的管理系统还可以对建筑

内的安全、消防等设施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理

安全隐患，提高了建筑的安全性。最后，智能化管理也

使得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安全、舒适。

4 城市型康养建筑在实践中的应用

4.1  医疗保健
城市型康养建筑通常配备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

技术，这使得他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些设

备和技术涵盖了各种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诊断、治疗、

康复等，从而满足了居民的各种医疗需求。其次，城

市型康养建筑通常拥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包括医生、护

士、康复师等。这些专业人员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实

践经验，能够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他们

不仅关注疾病的治疗，更重视疾病的预防和康复，从而

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此外，城市型康养建筑还注重

与外部医疗机构和专家的合作与交流。通过与专业医疗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康养建筑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

和支持，进一步提升其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最后，

城市型康养建筑还注重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和人性化。他

们提供各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包括定期健康检查、紧急

救治、定期随访等，使居民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及时

的医疗关怀和支持。

4.2  居住环境
居住环境是城市型康养建筑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尤

其对于老年人来说，一个舒适、安全、便利的居住环境

能够极大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首先，城市型康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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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通常会提供各种类型的住宅，以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

求。这些住宅包括独立公寓、一室一厅、两室一厅等，

并提供各种便利设施，如电梯、无障碍通道等，以确保

老年人的居住安全和便利性。其次，城市型康养建筑的

室内装修和设施也充分考虑到了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需

求。例如，房间的布局和家具的摆放都采用了人性化的

设计，方便老年人的生活起居。此外，城市型康养建筑

还注重室外环境的美化和优化，营造宜人的居住氛围。

例如，建筑周围通常会有绿植、花园、休闲座椅等设

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宁静、舒适的生活环境。最后，

城市型康养建筑还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如文化活动、健

身设施、社交场所等，以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交

互动。

4.3  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是城市型康养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首

先，城市型康养建筑通常会提供各种文化活动，以满足

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例如，定期举办音乐会、舞蹈表

演、书画展览等活动，让居民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其次，城市型康养建筑通常配备有先进

的健身设施，以满足居民的健身需求。这些设施包括各

种运动器械、游泳池、健身房等，方便居民进行各种运

动锻炼[4]。通过锻炼，居民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增强体

质，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城市型康养建筑还会提供各

种社交场所，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例如，设立

茶室、咖啡厅、棋牌室等场所，让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交流心得、增进感情。这种社交互动有助于增强社

区凝聚力，让居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归属感。最后，城

市型康养建筑还会提供各种便利服务，如超市、银行、

理发店等，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4.4  餐饮服务
餐饮服务是城市型康养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首

先，城市型康养建筑通常会注重餐饮的营养均衡。他们

根据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和生理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食

谱，确保居民能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等营养成分。同时，还会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调整

食谱，为居民提供温暖的饮食。其次，城市型康养建筑

还会提供口味多样的餐饮服务，以满足不同居民的口味

需求。他们会根据居民的口味偏好和饮食习惯，提供各

种口味的美食，如川菜、粤菜、鲁菜等。此外，还会提

供各种地方特色小吃和糕点，让居民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感受到家乡的味道。他们会严格遵守食品安全和卫生标

准，确保食材的新鲜、清洁和无污染。同时，还会对厨

师和服务员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确保他们具备专业

的技能和知识，为居民提供安全、卫生的餐饮服务。最

后，城市型康养建筑还会提供个性化的餐饮服务。这种

个性化的服务满足了居民的特殊需求，提高了他们的生

活质量。

4.5  护理服务
护理服务是城市型康养建筑的核心服务，旨在为居

民提供全方位的护理照顾，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健康。首

先，城市型康养建筑通常配备有24小时安全监控系统，
对建筑内外进行全面的监控。同时，还会有专业的安保

人员巡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其次，城市型康养建

筑还会提供定期巡诊服务，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对居民进

行定期的健康检查和病情评估。这种巡诊服务有助于及

时发现和处理各种健康问题，确保居民的身体健康。此

外，还会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提供日常的护理服务，如协

助居民进行日常活动、照料饮食起居等。这种紧急救援

服务通常包括急救措施、紧急转运等，以确保居民在遇

到紧急情况时能够得到及时、专业的救治。最后，城市

型康养建筑还会提供康复服务，针对需要康复治疗的居

民提供专业的康复训练和指导。

结束语

城市型康养建筑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它能

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居住和健康保障。然而，康养建

筑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建设成本、专业人才短

缺和政策支持不足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

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推动康养建筑的可持

续发展。同时，未来的康养建筑应更加注重老年人的需

求和体验，提高建筑的智能化、人性化和个性化水平，

为老年人创造更加舒适、安全和便利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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