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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建筑设计要点探究

成艳娜

（上海同大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 200092）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增长，老年建筑设计和建造建设受到社会
更多关注，传统功能单一的养老机构已经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养老需求，形式多样的养老建筑、养老机构涌
现出来，根据相关政策及行业规范要求，设计过程中提出许多新的理念，如绿色建筑理念、人性化建筑理
念、医养结合模式等，满足不同老人群体的居住需求。舒适的老年建筑空间应满足合理的空间尺度及人性
化的设计，这些都源于对老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活动方式和护理需求的全面了解。设计的最终目标
是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让老人享受舒适的老年生活。笔者就参与设计的上海青浦俞家埭1、2、3组地块
养老院（简称“青浦养老院”）案例，分析研究老年建筑设计的方法和思路，提出一些建议和经验，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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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背景
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达到2.67亿，占总人口的18.9%。老年人口基数日益

增大、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因此大力发展养老服务

业，满足广大高龄、失能、独居等老年群体的需求，

建设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机构，具有重要的社

会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生活方式的

变化，老年建筑以及养老空间的不断完善升级，养老

建筑的面貌正在发生较大的改观。

2 老年建筑的整体设计
“一杯香茗，一本书，坐看夕阳西下。”老年建

筑在整体布局时，功能分区、动静分区应明确，保证

交通组织便捷安全，标识系统明晰醒目，老年活动用

房和主要公共空间需要布置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

景观怡人的地段。

青浦养老院（图1）选址在环境良好的景观河道

边，地理优势明显，具有便捷的交通条件。在总体规

划中，充分利用景观优势，对建筑形式进行灵活处

理，打破桎梏的布局方式，借助两条主要景观轴线

引入南侧和东侧的景观视线。东侧建筑进行扭转，使

居室在满足日照规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朝向景观河

道，南侧建筑顺应河道景观并进行围合，做到外景内

庭的布局。整个项目强调公共性的交流空间和连廊，

借助连廊串联起来相对私密的生活空间。青浦养老院

在设计中构建多层次的公共活动空间，包括庭院、屋

顶活动平台、开放门廊等。

图1 青浦养老院总平面图

在老年建筑设计中，居住空间的环境布局及人性

化的细节非常重要，如针对无障碍设施、紧急疏散、

防止跌落等因素的考虑，同时要特别注重老年人日常

步行距离的最短化，区分公共空间、半公共半私密空

间、私密空间，达到养心、养生、养身的目的。

2.1 舒适的居住空间

舒适的老年建筑空间设计主要表现在居住、活

动、娱乐等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建筑空间的设计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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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次是各空间功能要根

据老年人的身体特征，确保具有便利性、舒适性和可

达性等特点，每个细节都要满足人性化要求，总结为

以下三个方面：视觉、触觉和心理感受。

在视觉方面，老年人建筑空间应尽量采用饱和度

较低的色彩，营造舒适温馨、柔和安详的空间环境，

避免高明度、高纯度的颜色。色彩搭配应尽量选用同

色系，颜色种类不宜过多，让老年人感受到沉稳、和

谐、统一的氛围。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老年人患有

眼疾，因此对室内光线设计提出严格的要求。需要在

满足老年人基本使用需求的前提下，注意室内光线的

舒适性，如适宜柔和的照度、平缓的明暗过渡、各个

空间无照明死角、无炫光污染等。

在触觉方面，老年建筑设计中的触觉效果主要指

老年人所能接触感知到的空间内的各个方面。比如装

修材料和生活家居，都要考虑适应老年人日益衰减

的感觉。地面和墙面应尽量选择木质材料，最大限

度提高老年人的触觉舒适感。同时在老年人建筑空

间内，要特别关注无障碍设计，为老人创造便捷条

件，消除环境中对行动不便者的各种障碍，比如卫生

间、浴室、入口坡道、楼梯、电梯等需要进行无障碍 

设计。

在心理感受方面，养老院空间设计应在满足老年

人基本的生活和安全需求基础上，设置丰富多样、功

能完善的各类专业活动室，如音体室、棋牌室、书法

室等公共活动空间，为老年人提供展示才艺特长的条

件，发挥其特长和潜力、展示其劳动成果，不仅能

增加老年人自身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还能帮助其他老

年人舒缓情绪，增加乐趣，让老年人生活在和谐的大

家庭中，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在多姿多彩的生活

中得到快乐和满足，达到物质环境和精神内涵双重 

建设的目的。

2.2 充满温馨的走廊空间

公共走廊的设计不应定位为功能单一、空间形式

乏味、利用率有限的交通空间，而应是老年人经常驻

足观景、与朋友聊天的地方。青浦养老院（图2）利

用灵活的局部放大手法，布置适宜的休闲座椅，“随

处”设计舒适的休憩、交流空间，改变走廊宽度和方

向，在局部位置进行空间放大，营造多样化、小型化

的活动空间和休息空间，很好地避免走廊过长给老人

带来的单调感。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走廊既可以开

敞，又可以封闭。如果走廊封闭，可以采用落地窗的

形式，达到很好的采光和景观视线的效果，更容易营

造安静怡人的氛围，是老人们闲谈的最佳位置。

图2 青浦养老院平面图

有些老年人为护理型老年人，不便于室外活动，

公共走廊成为其活动和锻炼的主要场所。如今老年人

使用的助行器具越来越多样，包括已经在经常使用的

电动助行器，以及未来可能投入使用的智能化机器人

等。以上这些功能的需求都会对走廊宽度提出新要

求，尤其在护理型的养老设施中最为重要。局部放

大的走廊部分还可以作为紧急情况的缓冲空间，在

缓冲休息的同时丰富走廊的形态，提高行走的舒适 

感受。

2.3 创造有温度的景观空间

青浦养老院为老年人创造舒适、宜人的户外开放

景观，借助景观设计不同主题的花园，利用建筑及连

廊围合形成四个庭院，即梅园、兰园、竹园、菊园，

使老年人身体放松、精神愉悦，达到陶冶情操、享有

宁静的目的。绿化景观可以减小老年人的焦虑，舒缓

老年人的心情，不同方式的绿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老年人喜爱种植，可以把固定区域作为老人责任种植

区，根据老人自己的喜好种植益于康体保健的植物，

既增加老人的趣味性，又可以舒缓老人的情绪。在景

观环境中结合亭台楼阁适当设计水系，水景可以增加

景观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沿水系做亲水步道，为

有需求的老人提供散步、慢跑的特色景观设施。

借助曲直幽静的景观道路把各个功能空间有机地

贯穿起来，道路宽度要适中且铺装平整，同时应做好

防水防滑处理，尽量避免台阶，为借助轮椅的老年人

提供方便。增强道路及景观环境的易识别性，景观设

计要考虑康复保健的功能，采用简单、明确、易于识

别的空间，划分景观的层次和等级，采取不同形式的

道路材质和色彩，结合传统文化和当地历史记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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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生活具有如诗如画般的意境。

3 人性化的配套设施

老年建筑设计注重温馨感，应致力于为老年人营

造人性化、具备家园气息的建筑空间氛围，创造适合

老年人交流的空间场所，同时强调老年人建筑功能合

理、流线高效的特点。此外，借助不同层次的庭院空

间组合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活动交流场所，做到易懂

性、易用性和安全性：

易懂性——采用简洁明快、标识标牌运用易于识

别的形式，放置在醒目位置，有助于老年人清晰地识

别和找到所需功能，缩短心理距离。

易用性——让老年人自主使用普通的医疗设备，

便于他们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轻松掌握简单运动及医

疗设备的使用。

安全性——为保障使用者的安全，在玻璃及出入

口等有空间变化的场所，应设置标识牌，提高各类设

施的安全性。

人性化养老空间的设计重点是空间的便捷性，趋

向于功能分区弹性化，强调人本理念，结合智能化设

备和无障碍设计，使医护人员时刻了解老人的身体情

况和需求。建立互联网云监测平台，利用线上线下结

合的模式，医生可以便捷地调取老年人的数据进行分

析和问诊。

人性化的体现还需要建立和研发先进的智能化体

系，加强空间智能改造，实现功能更加完善、操作更

加便捷，更好地服务老年人。随着养老理念的创新与

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养老空间将实现高度智

能化。

4 绿色建筑及造型设计

绿色生态建筑要求在前期设计及使用过程中充分

考虑节能环保，在有效满足各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从人、建筑、自然共同构成的

整体环境出发，使建筑与环境构成有机整体，采用高

效先进的能源利用技术和节能减排措施，在建筑全寿

命周期内，最大限度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等，保

护环境、减小污染，为使用者提供健康、舒适的建筑 

空间。

在老年建筑立面造型设计中，一方面应运用适当

手法创建城市雅致的形象，另一方面，建筑立面与功

能平面应合理对应。设计减小浮华风气，以温暖的色

彩及材料为主，从老年人视觉效果出发，采用柔和的

颜色和材质，设计简约大气、和谐优雅的养老建筑形

象。青浦养老院（图3）整体屋顶采用折线，形成高

低错落的视觉效果，立面通过凹凸和虚实对比，简洁

有力的细部线脚，打造出精致大方、高雅温馨的建筑 

造型。

图3 青浦养老院鸟瞰图

5 结束语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建筑的需求在

不断增长，同时对老年人建筑的空间设计和环境营造

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老年人建筑整体设计中，应根据

老年人的使用需求，确保满足老年人休息、交流、活

动的空间，利用技术方法和艺术形式帮助老年人拥有

理想舒适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使老年人建筑空间

呈现家的氛围。对老年人建筑具体设计方面而言，未

来的养老空间设计需要打破固有概念，不应只为“老

有所居”，应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从老年人心理和生理的基底

出发，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外在空间。采用先进技术和

互联网智慧养老模式，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实现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情况变化的自

动监护，综合运用互联网和人体生物识别技术 ，为

老年人的健康风险评估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借

助建筑设计打造老年人宜居环境，丰富老有所乐的精

神文化生活，利用技术配套完善老年精神关怀服务体

系，综合打造让老年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得到双

重享受的建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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