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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关系到每一个人，特别是老年人的居住问题直接影响到

每一个家庭，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对老人来说，谁都喜欢

在一个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里享受晚年生活，可是，在安康

小区、绿色小区、精品小区遍地开花的今天，老人在家中发

生摔伤、碰伤的事却屡屡见诸报端，冲击着每一个有老人家

庭的视野和神经。住宅设计应如何适应老龄社会，如何满足

老年人的住房需求，已成为我们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考虑的

问题。面对我国老龄化人口越来越多这一趋势，面对大量增

加的“银发浪潮”，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的住宅体系在

设计理念上对老年人的需求考虑不多，国家颁布自2003年9

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标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GB/T

50340-2003)未能得到很好落实。因此，尽快建立能够适应老

龄化社会需求的建筑住宅体系已刻不容缓。 1、老年人的居

住建筑设计现状 针对老年人健康及行为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

，建设部和民政部1999年发布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

然而我们有关老年人建筑研究方面的成果还不多，而国外已

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国内外老年人的居住建设设计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1)1996年在德国建成的韦塞尔老年人公寓很好

的解决了老年人的部分需求。为了满足老年人的交往需求.建

筑设置了宽敞没有顶的走廊，并且在食堂外面设计了一个露

台，它既加强了室内室外空间之间的联系，又为老年人饭后

的交往提供了一个便提舒适的空间。在建筑材料的使用红色



面砖，这是在韦塞尔地区大量使用的一种建筑材料。红色面

砖的使用，给人温暖亲切的感觉，消除老年人害怕冷漠的心

理。红色面砖墙体在转角处被处理成不连续地薄片形式，很

轻盈，建筑凹凸有致，部分架空，一切都是为了避免给老年

人带来沉重感。 (2)在人口老年化问题出现之前，我国的许多

城镇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建立了一些救济性、福利性的养

老院。如今我们已经处在老年化社会之中，随着传统家庭结

构和观念的改变，社会养老养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养老院已经不仅仅是供孤寡老人使用，许多子女不方便照

顾的老人也将家安在了那里。养老院和老年性质的居住建筑

成为今后我国老人的主要养老之地。 (3)养老院和老年性质的

居住建筑决不是孤立设置的，它主要的目的是方便老人之间

的相互照应和交流。最近几年，在发展中国家，为了不断的

提高老年人获得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正在选择“自助而助

”的政策，既制定一种鼓励和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

的国家政策，使老年人既是社会发展的行动者，也是社会发

展的受益者，反映了对老年人的正确认识和尊重，鼓励老人

自立自强。因此，老人理想的“伊甸园”，实际上就是具有

社区服务格外医疗设施支持的准家居环境，是真正的“老年

人之家”。但是在我国，目前老年人居住建筑不是设计成宾

馆式独立的形式，就是设备质量环境太差，走向极端，不能

普遍为大部分老人使用。 2、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性 从少

年，青年，中年，一路走到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步入老年以后，人在心理和生理上发生与青壮年

完全不同的情况，叫做老化现象。主要表现有身体功能的变

化、感觉功能的变化、心理功能特征的变化、生活结构的变



化等。据研究表明，老年人需求的方面比其他人群更多，这

包括: (1)健康的需求:老年人常常能感觉自己身体的变化，尤

其是70岁以后，人体生理功能的衰退是显著的。对于健康的

需求是老年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人到老年，常有恐

老、怕病的心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关注自

身的健康状况。 (2)工作的需求:这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更强烈

。他们大多尚有工作能力，聚然间离开工作岗位肯定会产生

许多想法，他们有的希望再次从事工作，以体现自身价值。

(3)依存的需求:人到老年，精力、体力、脑力都有所下降。有

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这时他们希望有人照顾，尤其得到

子女的亲自照顾。子女的孝顺，将会使他们感到有所依靠。

(4)和睦的需求:到了老年，人更希望自己有个和睦的家庭环境

，不管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全家和睦，邻居关系融合，

互敬互爱，互相帮助，老年人就会感到温暖和幸福。 (5)安静

的需求:老年人一般都喜欢安静，怕吵怕乱，有些老年人就怕

过星期天，这一天子女、儿孙都来了，乱嚷嚷地度过一天，

对老年人来说，这样的星期天是”苦恼的星期天”。 (6)支配

的需求:老年人原来多为一家之主，掌握家中的支配权。但由

于年老后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老年人的家庭地位、支配权

都可能受到影响。这也可能造成老年人的苦恼。 (7)尊重的需

求: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可能会情绪低落，如果得不到尊重，

就会产生悲观情绪，甚至不愿出门，长期下去，则会引起仰

郁和消沉，埋下疾病的祸根。 (8)求偶的需求:丧偶对于老年

人来说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丧偶后生活寂寞，心理表现无助

，有很强的找个伴的愿望，希望有人照顾。 3、老年人的居

住建筑设计探索 设计老人住房时，从目的性、方案及实际设



施上要考虑到他们的起居、日常事务、个人爱好习惯、社会

接触及文娱体育活动等方面，以体现他们早先生活方式的连

续性，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尽可能长时间维持其独立生活能力

。从生理学角度研究发现，人进入老年后，身体机能退化，

功能降低。这些都决定了老人相对而言身体较虚弱，行动迟

缓，体力下降，这就要求老年人的住宅设计应从方便和经济

角度出发，占地宜小，室内空间紧凑，使老人平时的生活自

理和日常活动的困难最少而且省力，应使防火设计能保证最

大安全。老人一般都喜欢宁静，怕吵，尤其是儿童的吵闹，

因此外界的环境及室内的环境也应高度宁静。而从建筑心理

学出发，老人一般都较敏感，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差，容易

产生孤独感和被抛弃的消极心理，因此建筑室内布置应宽敞

明亮、居住舒适，建筑造型应富有生活气息，不应看上去像

在社会福利机构。因此，在老年人居住宅的规划与设计上，

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充分考虑: (1)从空间(消除室内高差)、装

置(设置扶手、地面防滑)、设备(紧急通报系统、安全电热源)

、管理员或护理人员等方面对应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性

，做到紧急时刻可立即采取措施。从环境行为心理学的角度

出发，考虑大多数老年人常年形成的居住习惯，提供传统形

式的室内空间。从建筑人类工程学的观点出发，在家具、卫

生器具的尺寸方面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特征。 (2)考虑老年人的

户外环境设计特色。在老年社区，首先考虑到要弥补老年人

减退和丧失的机能，住宅区的道路系统、交通组织应以保护

老龄人的行动为基础。社区内应采用人车分流或部分分流的

道路交通结构，增加社区感和安全感。合理安排适合老年人

的公共服务项目，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棋牌中心等.



有足够面积的室外活动场所，保证老人户外活动的需要.适当

布置绿化、喷泉、亭子、长廊等建筑小品。在庭院或绿地的

局部设立自然的屏障或遮挡视线的树木，配以桌椅、灯具等

，可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具有私密、隐蔽、安全特征的用来休

息、交谈的安静场所。在具体设计中，要考虑室外环境的开

阔平坦。无障碍物的绿地则为老人或残疾人行进、散步、晨

练提供了场所。其次是室外环境的卫生性。小区应有良好的

通风、日照条件，防止噪声和空气污染，给老年人一个卫生

、健康的生活环境。 （3)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针

对老年人开发建设的老年社区规划的基本要求是从老年学、

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和医学等新角度来研究和设计老年人

的住区环境，在规划设计上为老年人提供恰当的生活条件，

满足老年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种种特殊需要，以充

实他们的生活内容，提高生活质量。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

，可以在社区中扩展智能环境，达到及时、有效为社区中老

年人服务的目的。例如住宅区的管理中心应能及时对诸如有

害气体的泄漏、火灾、医疗救护、意外事故、求助等主动提

供紧急帮助。此外，为老年人服务的各项设施的位置和环境

也必须结合社区规划，否则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4、结束语 

总之，老年人居住建筑的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知识，有心

理学上的，有医学上的，有社会学上的。面对我国已进入老

龄社会的严峻现实，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制定

符合我国国情的老龄住宅政策，切实落实《老年人建筑设计

规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使老年住宅“事业化”转变为

“产业化”，在设计理念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做好

人性化设计和开发，并完善社区公共设施，做好老年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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