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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适老化视角下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环境更新设计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城市更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
节。围绕老旧社区居住功能不足、改建标准不完善及协调机制缺失等问题，提出了包括节能设计、空间细节优化、景观环境营造
等多维度解决方案，并探讨了政策引导下的设计与施工协调机制。研究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完善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的

技术路径，为构建宜居宜养的社区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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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旧社区康养建筑

空间的适老化改造需求日益迫切。《“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

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老旧社区无障碍设
施改造，提升养老服务设施水平。然而，现有老旧社区普遍
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功能设施缺失等问题，难以满足多层

次养老需求。研究适老化视角下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环境更新
设计，不仅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更是践行国
家政策、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对推进城市更新

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老旧社区居住环境改善的难点
1.1 功能有待加强

老旧社区的居住功能已无法适应现代康养需求，尤其在
无障碍设计、医疗服务设施和社会化养老资源方面存在明显
缺失。由于基础设施陈旧，部分区域无法提供老年人日常生

活所需的安全性与便利性，诸如老年人活动空间狭小、环境
适应性差等问题突出。此外，康养建筑的多功能性设计尚未
得到充分体现，缺乏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多层次需求，导致康

复、护理等关键功能的缺失。
1.2 改建标准未达到要求
当前老旧社区改建缺乏科学、系统的标准体系，导致部

分改造项目在质量与效果上未能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具
体而言，改建设计通常忽视老年人特定生理需求，如无障碍
通道、紧急救援系统等设施标准不健全。此外，改建过程中

的技术规范不统一，未充分结合功能性与舒适性的综合考量，
致使部分改造空间无法有效提升老年居民的生活品质。

1.3 重整工作尚未完成

老旧社区的重整工作面临多重障碍，首先是资金投入不
足，导致部分项目未能顺利推进。此外，重整方案的实施通
常受到权责不清、跨部门协调不足等管理问题的制约，延缓

了改造进程。与此同时，老旧社区中的居民生活习惯和环境
适应性较差，重整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社会化参与与文化融合
机制，使部分更新工作未能实现预期效果

[1]
。

2 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空间的设计方案研究
2.1 节约能源的设计
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的能源消耗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节

能设计成为康养建筑空间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能源利用
效率方面，首先应采用高效能的建筑外壳系统，通过优化外
立面材料、增加保温层厚度以及采用低辐射玻璃等技术手段，

减少热量的流失，降低冬季取暖及夏季空调需求。同时，在
建筑形态设计上，应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减少人工照
明和空调的依赖，优化建筑朝向和窗户配置，最大化利用太

阳辐射和自然风力。此外，建筑内部空调和采暖系统的设计
也应采用智能化节能技术，例如通过地源热泵系统或空调热
回收系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地源热泵系统能有效利用地

下恒定温度，提供稳定的采暖和制冷效果，降低传统能源消

耗。而空调热回收系统则能在制冷过程中回收废热，用于建
筑其他区域的供暖或热水供应，从而实现能源的高效循环利
用。在建筑材料方面，选择低碳环保、可持续利用的建筑材

料，如轻质复合板、绿色隔热涂料等，也能在源头上减少能
耗。

2.2 厨房面积

在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空间设计中，厨房面积的合理规划
是确保老年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由于老年人的身体状
况和使用需求与年轻群体存在差异，厨房的设计应注重功能

性与安全性的结合。
首先，厨房的面积应根据老年人的活动空间需求进行优

化。过小的厨房空间不仅影响使用便捷性，还可能带来安全

隐患，增加老年人操作过程中的跌倒风险。因此，厨房面积
应满足基本的活动空间要求，通常推荐的最小厨房面积为
6m

2
，确保老年人在厨房内能舒适地进行基本烹饪活动。

其次，厨房内部空间布局应实现动线优化，避免复杂的
操作流程。设计时，宜采取三角形工作流布局（即灶台、洗
涤池和冰箱的合理布局），减少老年人在操作过程中的不必要

移动，减轻体力负担。此外，厨房内应配备符合人体工程学
设计的高低可调台面及抽屉式储物系统，方便老年人使用，
特别是行动不便或有轮椅使用需求的老年人。

最后，从材料选择方面来看，厨房地面应选用防滑、易
清洁的材料，如防滑瓷砖或聚氨酯涂层地面，以降低老年人
在烹饪时滑倒的风险。同时，厨房的通风系统应确保空气流

通良好，减少油烟的堆积，保护老年人的呼吸健康。现代厨
房设计还应集成智能化功能，例如智能烟雾报警器、自动开
关灯光和温控设备，以提升厨房使用的安全性与便捷性。

2.3 内部细节构造
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空间的内部细节构造设计对于提升老

年人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安全性至关重要。

第一，室内地面材料应选择耐磨、易清洁且具有良好防
滑性能的材质，如抗菌陶瓷、环保 PVC 或复合木地板，以上
材料不仅能确保老年人行动安全，还能减少清洁维护的难度。

特别是在浴室、厨房等湿滑区域，防滑设计尤为重要，建议
采用凹凸表面结构的瓷砖或橡胶地垫，进一步减少摔倒事故
的发生。

第二，室内空间的门窗设计应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门框宽度应适应轮椅或助行器的通过，标准宽度应不低于
900mm。此外，门的开关方式应选择推拉式或自动感应门，避

免传统旋转门因力量不足造成开关困难。在窗户设计上，应
考虑采光与通风的双重需求，窗户应足够大，以保证室内的
自然光照充足，同时采用低辐射窗玻璃，以提高热效率和隔

音性能。

第三，在室内照明方面，应选择柔和、均匀的光源，避

免强烈的闪烁或炫目光线。安装感应灯具可实现自动开关，

减少老年人在夜间活动时的操作负担，确保足够的照明。此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7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56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外，灯具高度应适宜，避免过高或过低的安装位置给老年人

造成不便。最后，室内的储物空间应合理布局，采用高低可

调的悬挂储物架、拉出式抽屉及多功能家具，以便老年人轻

松取放物品，避免过多弯腰和伸手的动作，减少身体负担。

2.4 厕所面积

在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空间设计中，厕所面积的合理配置

对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使用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厕所的最小面积应根据老年人的行动需求进行优化，通常推

荐的最小空间为 4m
2
，确保老年人可自由活动并使用辅助设

备，如助行器或轮椅。过小的卫生间空间不仅限制了老年人

自由活动，还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增加救援难度，因此应设计

宽敞的空间以便提供充分的活动空间。其次，厕所在设计时

应特别注重无障碍设计，所有设施应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

马桶高度应符合老年人坐立需求，通常设计为 450mm 至

500mm，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并且，厕内应安装扶手，这些

扶手应具备防滑、承重强度高的特点，避免因重量过大而发

生意外。此外，卫生间内的淋浴区设计应无门槛，地面应做

适度倾斜，确保水流顺畅排出，避免积水带来的安全隐患。

3 适老化视角下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环境更新的设计对策
3.1 完善协调机制，保障各方权益

在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环境更新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协同

机制是保障政策、设计与施工等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

第一，政府部门应在项目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发挥核心

作用，制定具体的政策框架和执行标准，确保各项措施能有

序推进。政府不仅应确保资金的投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还

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合作，形成政策引导与社会支持

的双向促进机制。此外，政府应强化监管职能，确保项目建

设全过程的透明性，防止因利益冲突导致的项目延误或质量

下降。

第二，设计单位应在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基础上，结

合适老化理念，提出科学、创新的设计方案。为此，设计师

需与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确保设计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实施

性，避免设计过程中因未考虑施工条件或成本问题导致的方

案修改。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还应充分征求老年群体的意

见和建议，关注其实际需求，确保设计更具人性化和针对性。

第三，施工方作为项目实施的核心力量，其职责不仅是

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还需确保施工质量和进度的有效控

制。施工单位应采用符合适老化需求的建筑材料和先进技术，

特别是在无障碍设施、绿色建筑技术等方面，严格按照设计

标准执行。此外，施工单位应定期与设计单位和政府部门进

行沟通，及时反馈项目进展中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施工计划，以确保项目质量和进度的双重保障。

3.2 制定专项规划，提升设计与施工

从政府角度出发，制定长远的适老化建筑改造规划是确

保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环境更新顺利推进的关键。政府应根据

社会老龄化的进程，统筹规划适老化改造的长远目标，并制

定具体的实施步骤。首先，政府需进行全面的老旧社区建筑

状况评估，准确掌握各类建筑的现状，识别需要改造的重点

区域和关键设施，从而确定改造的优先顺序。在此基础上，

政府应依据区域特点和老年群体的需求，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改造标准和技术规范，确保改造项目在符合适老化要求的同

时，具备较高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其次，政府还应制定明

确的法律法规，为适老化建筑改造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所有

改造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促使其持续、稳定发展。通过政策

和规划的双重引导，可有效提升设计与施工的质量，保障改

造工作的顺利实施。

3.3 打造老年景观，营造宜居环境

从景观设计角度出发，打造适老化的景观环境不仅是提

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其情感归属感、促

进身心健康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景观设计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特别

是视力、听力和运动功能的退化，提供符合其需求的空间布

局与功能设施。例如，步道设计应采用平缓、无障碍的坡道，

并确保无缝连接，以适应老年人使用轮椅、助步器的需要。

道路表面应选择防滑材料，避免滑倒事故的发生。景观小品

和座椅应设置在方便老年人休息的地方，且座椅高度应符合

人体工学设计，便于老年人轻松坐下和站起。

另一方面，在植物景观的选择上，应选择低维护、无过

敏源、色彩温和的植物品种。植物的种植布局不仅要注重美

学效果，还应考虑到老年人的视力特点和安全需求，避免种

植过高或易遮挡视线的植物，确保开阔的视野。花草树木的

布置可与健身路径、散步区等功能性空间相结合，鼓励老年

人进行适度的户外活动，增强体力和免疫力。与此同时，景

观设计应避免复杂的地形和不必要的障碍物，确保空间的通

透性和可达性。

最后，水景和照明设计在提升景观美感的同时，还能为

老年人提供心理上的安慰。水景如池塘、喷泉等可为老年人

提供放松和冥想的空间，而柔和的灯光则可在夜间确保安全，

减少迷路或摔倒的风险。灯光设计应重点考虑照明的均匀性，

避免过强或过暗的光源影响老年人的视觉体验。

3.4 设计庭院道路，优化铺装布局

在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环境更新中，庭院道路和外部空间

的设计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无障碍设计和安全性方面，必须

全面考虑老年人行动能力的差异。其一，庭院道路应遵循无

障碍设计原则，保证道路平坦、宽敞，并且避免任何突兀的

障碍物。道路的宽度应不低于 1.5m，以便老年人使用助行器、

轮椅或其他辅助设备时能够自由通行。同时，道路表面应选

择具有良好防滑性能的材料，如防滑石材或高性能橡胶铺装，

避免因湿滑而导致的摔倒事故。其二，庭院中的转角和交汇

处应采用圆滑过渡设计，避免急转弯或突兀的高度差，确保

行走顺畅且安全。在铺装布局上，应避免使用传统的高低不

平的地砖或不规则铺装材料，这些材料容易造成老年人摔倒

和操作不便。铺装材料应选用平整、耐磨、抗滑的材料，并

注意表面纹理的均匀性，以减少对老年人步态的干扰。特别

是在雨雪天气，铺装材料的排水性和耐候性至关重要，应确

保地面水流顺畅排出，避免积水和冰冻的现象。其三，为提

升庭院道路的功能性，设计时还应考虑合理的景观节点和休

息点。道路两侧可设置座椅和遮阳棚，提供老年人休息和社

交的场所，同时增强社区空间的互动性
[2]
。座椅应符合人体

工程学，确保高度适中，方便老年人起坐。其四，庭院道路

的照明设计也十分关键，应选用柔和而均匀的灯光，并确保

每个步行区域都被有效照亮，避免夜间行走时因光线不足而

发生意外。

4 结语
基于适老化的老旧社区康养建筑空间环境更新设计的研

究，通过分析当前老旧社区康养设施的现状和不足，提出了

科学的改造策略，以优化适老化建筑的功能性与舒适性。本

研究聚焦节能设计、无障碍空间优化、景观环境营造等核心

环节，从设计到施工的全流程入手，为老龄化社会的社区康

养更新提供了创新性和操作性兼备的解决方案。研究不仅丰

富了适老化建筑设计理论体系，还为推动老旧社区康养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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