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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建筑适老化设计原则与细节处理

张 鼎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在老龄化社会不断深化的当下，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日益凸显，康养建筑作为其安享晚年的关键场

所，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聚焦康养建筑适老化设计，先强调其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关键意义。阐述了安全性、便利

性、舒适性、无障碍性和个性化这五大设计原则，它们共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从空间布局、设施设备、室内环

境以及智能化应用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适老化设计细节处理，旨在为康养建筑设计提供全面且实用的理论参考与实践

指导，以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提升其晚年生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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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口数量

持续增长，对康养建筑的需求日益迫切。康养建筑作为

老年人生活和康养的重要场所，其适老化设计直接关系

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不合理的设计可能导

致老年人生活不便、安全隐患增加等问题。因此，深入

研究康养建筑适老化设计原则与细节处理，打造适宜老

年人居住的建筑环境，对于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保障

老年人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适老化设计在康养建筑中的重要性

在康养建筑中，适老化设计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康养建筑主要服务于老年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与年轻人相

比有明显衰退，如视力下降、听力减弱、行动迟缓等。适

老化设计充分考虑这些特点，极大地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从安全角度来看，适老化设计为老年人提供了可靠

保障。例如，在楼梯和走廊设置足够高度且触感明显的扶

手，能帮助老人在行走时保持平衡，有效降低摔倒风险；

地面采用防滑材料，即便在潮湿环境下也能减少滑倒事故

的发生。在心理层面，适老化设计体现出对老年人的关

怀。温暖舒适的色彩搭配、充足的自然采光，能营造出温

馨、愉悦的居住氛围，让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缓解他们

可能存在的孤独感和焦虑情绪[1]。

2 康养建筑适老化设计原则

2.1  安全性原则
安全是康养建筑适老化设计的根本前提，直接关系

到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在选址时，要远离存在安全隐患

的区域，像化工厂附近、交通要道旁等，避免化学污染

和噪音干扰。建筑结构设计要考虑老年人的行动特点，

避免出现尖锐边角和过高的台阶。例如，楼梯踏步高度

宜控制在 15 - 17 厘米，宽度在 30 - 32 厘米，并且设置
连续扶手，扶手高度以 0.85 - 0.9 米为宜，确保老人上下

楼梯时能够稳定支撑。电气设备方面，插座应安装在方

便老人插拔的位置，一般距离地面 0.4 - 0.6 米，同时配
备漏电保护开关，防止触电事故。卫生间作为事故高发

地，地面采用防滑地砖，防滑系数不低于 0.6，墙面安装
紧急呼叫按钮，距离地面 1.2 - 1.4 米，方便老人在紧急
情况下及时求助。

2.2  便利性原则
便利性原则旨在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生活体

验。在建筑布局上，应将公共活动区域，如健身房、活

动室、餐厅等，设置在靠近居住区域的位置，减少老

人的行走距离。例如，某康养中心将餐厅与老人居住的

楼层通过连廊直接相连，即使在恶劣天气下，老人也能

轻松前往用餐。家具和设施的设计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原

理，方便老人操作。厨房的橱柜高度应根据老人的身高

进行定制，一般操作台面距离地面 0.75 - 0.85 米，便于
老人站立操作，抽屉和柜门采用大拉手或感应式开启方

式，方便老人抓握。卫生间的马桶高度以 0.45 - 0.5 米为
宜，旁边设置扶手，方便老人起身。同时，在房间内设

置多个物品收纳区域，如床下收纳抽屉、衣柜内部的分

层收纳格等，方便老人存放物品。

2.3  舒适性原则
舒适性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关键因素，涵盖了

空间、环境、设施等多个方面。空间布局要宽敞通透，

避免狭窄局促的空间给老人带来压抑感。房间的净面积

一般不小于 15 平方米，确保老人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在环境营造上，注重自然采光和通风。采用大面积的窗

户，增加自然光线的摄入，同时安装可调节的遮阳设

施，满足老人不同时段的光线需求。室内温度和湿度的

控制也至关重要，冬季室内温度保持在 20 - 22℃，夏季
控制在 24 - 26℃，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 60%，通过空



2025� 第6卷�第8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32

调、新风系统和加湿器、除湿器等设备来实现。家具的

选择要注重舒适性和人体工学设计。床铺的软硬适中，

床垫的厚度在 20 - 25 厘米，具有良好的支撑性，床头高
度以 0.5 - 0.6 米为宜，方便老人倚靠。沙发的座高一般
在 0.4 - 0.45 米，座深 0.5 - 0.55 米，靠背高度 0.7 - 0.8 
米，提供舒适的坐感。

2.4  无障碍性原则
无障碍性原则是保障老年人行动自由的重要准则，

贯穿于建筑的各个环节。建筑入口处设置无障碍通道，

通道宽度不小于 1.2 米，坡度不大于 1:12，地面采用防
滑、平整的材料，如防滑地砖或防滑橡胶垫。通道两侧

设置连续扶手，扶手高度为 0.85 - 0.9 米，扶手末端应延
伸 0.3 米以上，方便老人抓握。建筑内部的门、走廊和电
梯等设施都要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门的宽度不小于 0.8 
米，采用平开门或推拉门，避免使用弹簧门，门把手采

用易于抓握的杠杆式设计，高度在 0.8 - 0.9 米之间。走
廊宽度不小于 1.5 米，地面平整无高差，两侧设置扶手。
电梯的轿厢尺寸要足够大，方便轮椅进出，一般深度不

小于 1.4 米，宽度不小于 1.1 米，电梯按钮设置低位，且
有盲文标识和语音提示功能。卫生间和浴室是无障碍设

计的重点区域。卫生间内部设置宽敞的轮椅回转空间，

面积不小于 1.5 平方米 ×1.5 平方米，坐便器两侧设置扶
手，扶手长度不小于 0.6 米，高度在 0.7 - 0.8 米之间。淋
浴间地面设有排水坡度，坡度不小于 1%，防止积水，淋
浴间内配备可调节高度的淋浴喷头和稳固的淋浴凳，方

便行动不便的老人使用。

2.5  个性化原则
个性化原则尊重每位老年人的独特需求和生活习

惯，为他们打造专属的居住空间。在设计初期，通过问

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充分了解老人的兴趣爱好、生活

习惯和身体状况。例如，对于喜欢书法绘画的老人，专

门设置独立的书画工作室，配备书画桌、展示架和良好

的照明设施；对于热爱音乐的老人，提供音乐活动室，

安装音响设备和乐器存放架。在房间装饰风格上，提供

多种选择，如中式古典风格、现代简约风格、欧式田园

风格等，满足老人不同的审美需求。同时，允许老人根

据自己的喜好摆放个人物品，如照片、纪念品、绿植

等，让居住环境更具温馨感和归属感[2]。

3 康养建筑适老化设计细节处理

3.1  空间布局细节
3.1.1  动静分区
在康养建筑中，合理的动静分区对老人的生活质量

影响重大。安静区域如卧室、休息区等，应远离嘈杂的

公共活动空间，像健身房、娱乐室等。对于动静分区的

隔断设计，要考虑隔音效果。采用双层隔音玻璃、吸音

材料的墙面装饰等，能有效降低噪音传播。同时，在公

共活动区域，可通过铺设吸音地毯、安装吸音吊顶等方

式，控制活动产生的噪音，避免对安静区域造成影响。

3.1.2  功能房间布局
功能房间布局需充分考虑老人的行动路线和使用频

率。卫生间应紧邻卧室，方便老人夜间起夜，两者之间

的通道要保持畅通无阻，宽度不低于 1 米，且地面无高
差。厨房与餐厅宜相邻设置，便于饭菜传递，厨房操作

区与餐厅用餐区之间可设置传菜窗口，减少老人来回走

动距离。公共活动区域的布局也不容忽视。同时，活动

区域的桌椅摆放要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方便轮椅通行

和老人自由活动。

3.2  设施设备细节
3.2.1  家具
康养建筑中的家具设计需充分考虑老人的身体特

点。座椅应具备合适的高度与深度，座高通常在 40 - 45 
厘米，便于老人轻松起身，座深 45 - 50 厘米，能提供足
够的支撑。同时，配备舒适的靠背和扶手，靠背角度以

100 - 110 度为宜，扶手高度距座面 20 - 25 厘米，方便
老人借力。床铺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高度在 50 - 60 厘
米，方便老人上下床，床边可安装可折叠的助力扶手，

防止老人起身时摔倒。家具边角要设计成圆润形状，避

免老人磕碰受伤，材质选用环保、易清洁的，确保老人

健康与生活便利。

3.2.2  电器
电器设备的操作便利性是关键。电视、空调等常用

电器的遥控器，按键要大且标识清晰，功能设置简洁明

了，可设置一键直达常用功能。冰箱的高度应适中，

冷藏室的搁板可调节，方便老人拿取物品。厨房电器方

面，电磁炉的操作面板采用触摸式大按键，有清晰的操

作提示音；微波炉设置简单的预设菜单，方便老人加热

食物。同时，所有电器的电源线要足够长且固定好，避

免老人绊倒，插座位置设置在方便插拔的高度，一般距

离地面 0.4 - 0.6米。
3.2.3  卫生设施
卫生间的卫生设施对老人的生活至关重要。马桶高

度在 45 - 50 厘米，两侧安装牢固的扶手，水平扶手长度
不小于 60 厘米，竖向扶手高度 1.2 - 1.4 米，方便老人
起身和保持平衡。淋浴区地面要做防滑处理，坡度不小

于 1%，防止积水滑倒，配备可调节高度的淋浴喷头和稳
固的淋浴凳，高度在 40 - 45 厘米，方便老人坐着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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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盆高度在 80 - 85 厘米，台下空间宽敞，方便轮椅靠
近，水龙头采用感应式或大把手设计，方便老人操作，

避免手部用力困难。

3.3  室内环境细节
3.3.1  色彩
室内色彩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老人的情绪和心理状

态。整体色调应以柔和、温暖为主，如米黄色、淡橙

色，这类色彩能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缓解老人的孤独

感。卧室可采用浅蓝色等宁静色调，有助于老人放松身

心、促进睡眠。公共活动区域则可适当增加一些明亮色

彩的点缀，如绿色植物、彩色装饰画，增添活力，激发

老人的社交兴趣。同时，避免使用过于刺眼或对比强烈

的色彩组合，以免对老人的视觉造成刺激。

3.3.2  照明
照明设计要满足老人的视觉需求，确保光线充足且

无眩光。室内采用自然光与人工光相结合的方式，白天

尽量利用大面积窗户引入自然光线，提升空间明亮度。

夜晚，灯具选择以暖白光为主，色温在 3000K - 4000K 
之间。在床头、卫生间、走廊等关键位置设置局部照

明，如感应夜灯，方便老人夜间活动。灯具安装位置要

合理，避免产生阴影，影响老人行动，且开关设置在方

便触摸的地方，高度一般距离地面 1.2 - 1.4米。
3.3.3  通风
良好的通风对老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建筑设计应保

证自然通风顺畅，合理规划窗户的位置和大小，形成穿

堂风。卫生间、厨房等易产生异味和湿气的区域，安

装功率合适的排风扇，及时排出污浊空气。同时，配备

先进的新风系统，在不开窗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室内外空

气的交换，过滤空气中的杂质和污染物，为老人提供清

新、健康的空气环境，减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3.4  智能化应用细节
3.4.1  安全监测系统
在康养建筑中，安全监测系统是保障老人生活安全

的重要防线。安装烟雾报警器和燃气泄漏探测器，一旦

检测到异常情况，立即发出高分贝警报，并向管理中心

和老人家属的手机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及时处理，避免

火灾和燃气中毒事故发生。在门窗处设置智能传感器，

当有异常开启时，系统自动触发警报，守护老人居住空

间安全。同时，公共区域和走廊配备高清监控摄像头，

24 小时实时监控，确保老人在活动区域的人身安全。
3.4.2  健康监测系统
健康监测系统时刻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在老人的

房间和活动区域，安装智能床垫和手环，实时监测老人

的心率、血压、睡眠质量等生理指标。一旦数据出现异

常波动，系统自动向医护人员发出警报，方便及时采取

医疗措施。此外，还可设置智能药盒，提醒老人按时服

药，记录服药时间和剂量，避免漏服或误服，全方位为

老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3.4.3  智能控制
智能控制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捷。通过智能语音控

制系统，老人只需发出简单指令，就能轻松控制室内的灯

光、电视、空调等电器设备，无需手动操作，解决因身体

不便带来的困扰。还可设置智能窗帘，根据老人的生活习

惯，定时自动开关，调节室内光线。智能温度控制系统能

根据室内外温度变化，自动调节空调和供暖设备，保持室

内舒适的温度环境，提升老人的生活舒适度[3]。

结束语

康养建筑的适老化设计，是对老年人关怀的具象化呈

现。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无障碍性和个性化原则，

从各个维度保障老人生活品质；空间布局、设施设备、室

内环境以及智能化应用等细节处理，更是从细微处入手，

全方位满足老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每一处设计巧思，都

是为老人打造温暖、安心的生活空间，助力他们安享幸福

晚年，让康养建筑真正成为老人的温馨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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