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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第五号）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数量已达2.64亿人，占比达18.7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90亿人，占比13.50%，相比
2010年第六次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见图1）。预计到2023
年老年人口年净增量会达到最高值。我国大部分老年人以居家养老的方式为主，但随着既
有建筑逐渐老旧，老年人居住质量日渐低下。为提高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品质，根据既有住
宅内部空间出现的非适老化问题，总结其改造与优化策略，让住宅更适宜老年人居住，满
足老年人多方位需求。

SHI LAO

适
老

既有住宅建筑套内空间适老化改造
设计策略

文＿黄春华（南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博士）

齐   鹏（通讯作者）（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硕士）

李   萱（南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资金来源，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村容村
貌得到明显改观，同时加快了产业的建设，得到当
地村民的大力支持（见图7）。

（三）产业城镇，协同发展

确立“螺蛳粉+”产业链辐射状扩张的核心思
维。根据开发螺蛳粉加工业，政府确定了第二产业
引领第三产业，并带动第一产业发展的规划：一是
利用第二产业倒推第一产业的规模种植，实现富民
增收；二是利用第二产业引领第三产业，形成观
光、康养、娱乐、度假等多元化的第三产业。

以螺蛳粉的全产业链为基础合理延伸产品业态
功能，融合研究、观摩学习、设计创新、展览、娱
乐等多元化空间，为就业人群、商务人士和游客提
供以研发生产为主、以参观为辅的产品业态功能集
聚区域（见图8）。

在优化城镇生活功能的基础上，把螺蛳粉小
镇建成多功能社区。以满足城镇居民生产、生活需
要，融入科教、医学、健康、养老、度假、娱乐等
丰富功能，形成“泛田园式”社区空间。

以大块自然空间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最大化为
基础，建设以自然生态景观区为基础的高品质生态
空间片区；同时突出“景镇融合”，借助小镇良好
的环境优势，将零星生态空间融入工作与生活空间
中，突显小城镇整体生态环境价值。（本文图片由

作者提供）

注：本文系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

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社交电商背景下广西富硒

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编号：2021KY1258）研究

成果；2020年度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项

目“基于社交电商背景下广西富硒农产品营销策略

研究”（编号：Y2020KY017）研究成果。

图8  螺蛳粉小镇地标建筑——小镇会客厅

图7  柳州螺蛳粉小镇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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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老年人生理变化特征与设计注意事项

内容 生理特征与行为表现 设计中的注意事项

外形变化
毛发

头发与胡须变白并且逐渐稀疏脱落，
发质变差

无
皮肤

光滑度与弹性降低，皱纹增多，有老
年斑等

身体机
能和免

疫力

骨骼
在水分和钙元素的流失下，骨骼疏松
易骨折，恢复期变长

注意高差变化，注意防滑，设置无障碍
设施；舒适的人体工学环境

适应环境
适应外界能力逐渐减弱，对环境变化
敏感，抵抗气候变化能力下降

保证热舒适性

抵御疾病
能力

易感染流行性疾病，对疾病的抵御能
力变低，易生病，恢复慢

保证良好卫生环境

慢性病
患有老年慢性病的人数比例较高，需
长期服用药物

注意特殊护理要求

感觉系统

视觉
视力下降，辨色能力逐渐下降，患有
眼疾的概率大大增加

适宜的光环境；避免刺激性强光；应增
加空间辨识度，室内视线畅通

听觉
听力下降，有瞬时失聪现象，噪音敏
感性增强

创造适宜的声环境，减少周围的噪音

触觉 不敏感，疼痛感知力变差
减少尖锐物体的布置和可能造成烫伤
的情况发生

嗅觉 对气味辨别能力减弱 保证通风良好

味觉 对味道辨别能力减弱 避免误食

神经系统
记忆力

记忆力减退，尤其是短期记忆能力减
弱，易忘事，反应迟缓

设置提示性物品

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变差，对新事物适应能力减
弱，恋旧情节严重

增加空间辨识度，空间组织尽量简单

运动系统

肌肉力量 肌肉力量变小，不能提取重物
注意高差变化，注意防滑，设置无障碍
设施；舒适的人体工学环境；休息空间
的合理配置

肢体灵活度
肢体僵硬，不灵活，行动缓慢，动作幅
度减小

平衡能力 平衡能力下降，易发碰撞、跌倒

（二）老年人心理特征

老年人心理特征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生理机能的退化与身体样貌特征的改变对老年
人心理的影响、家庭环境对老年人心理的影响、社会角色的变化对老年人心理的影响。老年人
特殊的心理特征会对其居住环境产生相应的心理需求，归纳总结老年人心理特征，将其心理需
求汇总为以下八个方面（见图2）。

                         
                           

图1  2010—2020年人口结构变化图

一、相关概念概述

（一）既有住宅

既有住宅可以理解为已经建造完成并且有一定居住使用期的住宅 。本文对既有住宅的研究
范围主要为：有20～30年使用时间的住宅，即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建设的住宅。小区住
宅的建筑结构没有较大缺陷，层数多为低多层，没有立即拆迁要求，但这些住宅随着时间推移
开始出现许多问题，小区的周边配套设施、住宅的功能品质、物业服务、绿化景观都难以满足
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急需对其更新改造。

（二）套内空间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中有清晰的条文解释，套内空间主要包含卧室、起
居室、厨房和卫生间等基础功能的空间。建筑空间环境以套内空间为主体，内部各个空间的使
用功能来表现建筑的性质，可以通过运用物质手段来限定空间，以满足人们的多样需求。

二、老年人特征分析

（一）老年人生理特征

一些不可逆的变化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显现，在外观及体型变化的同时，身体机
能与免疫力、感觉和神经系统及行为机能等方面逐渐衰退，老年人常见病症相继出现，干扰
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对此查阅资料总结老年人生理变化特征与设计注意事项如下（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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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满足老年人人体工程学条件

对于设计初期以正常成年人为使用标准的大部分既有住宅，基本忽视了老年人的活动尺度
范围。如狭窄的门厅空间不方便老年人坐下换鞋；没有安装扶手的卫生间，不方便老年人淋浴
起身；存在高差的厨卫、阳台等过道，给老年人带来安全隐患。所以既有住宅的空间尺度难以
契合老年人的居家生活习性。

（四）住宅老化导致硬件设施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住宅外墙体修建设计时忽视了保温节能的重要性，大多数墙体的构造
为外墙红砖加找平砂浆再加涂料饰面层，这样的做法使得房屋的整体热工性能较差。时间长了
墙体外表面容易出现墙皮脱落、发霉等现象，顶层屋面防水层和保温层老化，伴随出现渗漏、
保温隔热较差等问题。住宅内部管线随时间逐渐老化，由于没有定期维护，堵塞、渗漏现象时
有发生；既有住宅外窗窗框普遍采用普通的木或钢材质，材料的隔热、隔音性能较差，胶条老
化会让空间的密闭性能变差，容易出现“夏热冬冷”的现象。

四、既有住宅套内空间适老化改造设计策略

  （一）入户空间适老化改造

入户空间主要为门厅、玄关，虽然其在整个空间中占地面积较小，却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入户空间适老化改造要遵循无阻碍通行和收纳有序原则。一是自由通行要确保足够的宽度。户
门通行净宽不应小于1000毫米，还要考虑看护人员在旁搀扶或使用轮椅通行的宽度，入户门内
外地面宜平坦、防滑。入户墙体上可以预留抓握支撑设施，防止老人换鞋时摔倒。二是收纳有
序。户门附近设置鞋柜等暂存储物空间，考虑错落布置上下组合，保证适宜的高度，让老人换
鞋同时有支撑点（见图3）。

图3  门厅主要功能分区

       心理特征                         心理需求                                      应对措施

图2  老年人心理需求及应对措施

三、既有住宅套内空间现状分析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实地考察整理分析，在适老化方面，既有住宅内部空间存在着许
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一）空间布局不合理

空间布局不合理是既有住宅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整体住宅内部空间分布中，门厅空间
和起居室空间使用面积严重不足，出现卧室、起居室、餐厅等空间合用的现象。厨卫空间
使用面积狭小局促，内部设施布置不合理。一字型布置是多数厨房的主要布置形式，但一
字型厨房过道宽度较窄，卫生间功能不全且多为暗卫，家具安放和布置使通行空间局促狭
窄，无法满足老年人轮椅通行的需要。老年人喜欢收藏储存物品，但大多数既有住宅缺少
合理的储藏空间，物品只能放置在角落，增加碰撞或跌倒的风险。以上问题给老年人的日
常起居造成诸多不便。

（二）缺少无障碍设计

无障碍设计概念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住宅中未被充分重视。在内部空间细部设计
中，如洗漱间、浴室未预留安装扶手等无障碍设施，厨房、卫生间、洗衣服的阳台等未做
防滑处理；由于整体套型面积受到限制，交通、过厅等空间相对净尺寸狭窄，居室、客厅
等空间内家具布局不合理，没有预先保证轮椅通行宽度和回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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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门可以朝两个方向开启，以防在突发情况下，老年人能避免单向门造成的开启阻碍。需要外部
器械辅助出行的老年人，卧室出入口的尺寸要考虑相应器械通行所需宽度。（3）充足的通风与日
照。良好的采光和通风的居住环境可以营造舒适的居住“小气候”，老年人卧室朝向避开西晒和
床头直射。（4）充足插座布置。在门口与床头布置双向照明开关，方便老人随手控制，并在照明
开关附近安装按钮或电话，用作紧急呼救，能够在老年人不适的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医护人员。
（5）预留储藏空间。可以放置衣柜和床头柜，床头柜高度宜平齐床高，这样老年人在处于卧姿时
也能放置物品。

（三）厨卫空间适老化改造

1.厨房空间

自理型老年人经常使用厨房空间，在厨房空间中，老人可以发挥才能，从而使其获得自我满足
感和认同感。

在厨房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应考虑以下要点：（1）布置和尺寸适宜。应全面了解老年人在厨房
的操作动线如在厨房入口处布置冰箱或是储物柜。（2）满足无障碍要求。厨房台面边缘到对面墙
面净尺寸不小于900毫米，居家使用轮椅的老年人如果要在厨房活动，厨房内除去操作台外的空间
要有轮椅回转的富余（半径750毫米），可以在适当位置设置扶手。（3）橱柜安装有针对性。老年
人抓取活动范围较小，所以橱柜的深度和高度要考虑老人的尺度，要让老年人使用更便捷；操作台
面宽度宜控制在600毫米～650毫米。（4）安全强化。厨房的地面需做防滑处理，在墙面合理位置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燃气探测装置。

2.卫生间空间

老人在卫生间内更易出现蹲起困难、长时间坐蹲后站立引起眩晕、盥洗时滑倒等紧急情况，既
有建筑设计时较少顾及老年人的无障碍需求。

在卫生间适老化改造中应保证基本的安全性能，在改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干湿分离是有效
的改造途径；卫生间的门口降低地面高度，并做防滑处理；卫生间内部安装老年人安全扶手，淋浴
一侧采用L型扶手，马桶一侧安装上翻折叠扶手，能有效提升卫生间内部的空间利用率。结合老年
人的身体实际情况，预留相应的报警和紧急通讯装置空间，宜安装在坐便器一侧、淋浴区附近的位
置。卫生间需充分考虑其在整个套内空间的位置布局，大部分老年人有起夜上厕所的习惯，宜与卧
室紧邻布置，通行流线清晰易达。

（四）其他空间适老化改造

1.阳台空间

舒适宽敞的阳台空间为老年人休憩娱乐及物品收纳提供场地，合理的功能分区是阳台改造的首
要考虑因素，如储藏区、晾晒区、绿植种植区等，各空间的占比可以根据需求增加。其次也要考虑
适宜的尺度，满足轮椅的通行，取消室内外高差或采用缓坡台阶，增加防滑措施，预防老人摔跤，
选择适宜的栏杆尺寸，为老年人营造安全的环境。

（二）起居室空间适老化改造

1.起居室空间

起居室具有动静结合和用途广泛的特点，在适老化改造中要保证两个准则：一是规划合
理的空间尺度。起居室空间具有日常休闲、会客聚餐的功能，开间的尺度控制在3.30米～4.50
米，进深约3.60米。要合理布置其中的交通流线，注意休息和活动的动静分区，以免分区与
流线相互干扰打扰老人休憩，合理的布置可以考虑“U”形布置空间形式。二是满足无障碍要
求。作为联系套内其他空间的起居室，其与各套内空间交通流线能让老人实现无阻碍通行；
使用轮椅的老年人通行宽度需满足轮椅的通行宽度，并预留轮椅回转空间。家具布置距离应
合理控制，沙发与茶几间距在40厘米～50厘米，与电视机间距在2米～3米（见图4）。

图4  起居室主要功能分区

2.餐厅空间

在多数的既有住宅套内空间中，餐厅空间与起居室空间合并，起居室空间在满足上述原
则的同时需考虑餐饮功能和餐桌椅等家具的布置。使用有可折叠功能的餐桌和餐椅使餐厅空
间利用最大化，同时餐桌要考虑使用轮椅老人就餐尺度，容膝容脚空间宽度不小于750毫米。
在规划餐厅空间时靠近厨房空间且尽量有较好的自然采光。

3.卧室空间

老年人卧室空间适老化改造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动静分区合理。老年人睡眠浅，
为了避免打扰采用分床休息，可布置两张单人床，但要保证床之间至少设置80厘米空隙，以
满足轮椅通行。如有护理照料的需求，可设置照料和放置设备的空间。（2）无障碍出行。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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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江开发的新区在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沿江蔓延、职住分离等问题，早期的新区规划
编制忽视以下问题：一是视野局限，局限于新区内产城空间的组织与布局，忽视周边区域要
素对出行偏好的影响；二是仅关注要素配置是否符合规范，忽视消费偏好的影响，受制于数
据获取与处理局限，缺乏对居民需求偏好的考虑，如新区医疗设施数量满足规范，但新区居
民仍偏好到母城三甲医院就医，导致新区公共资源使用率偏低；三是缺乏量化分析支撑，解
决问题的针对性与系统性不足，尤其是跨江发展涉及的区域要素协同、产城融合评价，难以
用单一的定量数据刻画。在高质量城镇化的发展导向下，应系统评估跨江发展的要素配置情
况，精细研究发展问题，精准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为规划编制提供研究支撑。

XIN QU

新
区

量化视角下的跨江新区要素配置问题研究
——以湖南长沙湘江新区为例

文＿柯登证（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所主任，注册城乡规划师，硕士）

2.储藏空间

针对老年人囤积物品习惯，可根据需要设置相应大小的储藏空间。储藏空间设置与否与
户型面积大小有直接关系，面积较小的户型建议采用立体收纳家具。与平面收纳布置的方法
相比，立体收纳能够更加有效地规划物品的储存空间，减少面积浪费，但立体收纳的高度应
考虑老年人的尺寸范围，面积富余的室内空间可设计独立的储物收藏室。

五、结语

我国大多数老人采用“居家养老”模式，通过前期理论学习和实际调研结果发现，在
居家养老型的既有住宅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的套内布局空间设计、忽视无障碍系统设计、无法
满足老年人体工程学要求的设计等问题。为营建宜居养老环境，本文将套内空间细分为入户
空间、起居空间、厨卫空间和其他空间，分别对细分空间提出相应的适老设计策略和方法。
（1）入户空间面积虽小但使用频率高，其适老化设计需保证自由通行和收纳有序。（2）
起居空间包括起居室、餐厅和卧室，起居室的适老化设计保证规划适宜的空间尺度和无障碍
通行。明确餐厅空间所需面积和位置，卧室空间适老化设计要做到动静分离，实现无障碍出
入，满足自然通风与采光，预留插座和部分储藏空间。（3）厨房空间适老改造要保证布局和
尺度的合理性，并实现无障碍通行，要注意强化安全保护且定制个性化橱柜；卫生间适老化
改造中要保证基本的安全性能，同时考虑布局和位置。（4）阳台空间适老化的改造需考虑功
能布局合理，储藏空间适老化改造可采用立体收纳，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需求。

注：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基于行动导向理念的长沙地区适

老化建筑设计实证研究”（编号：XSP19ZDI003）研究成果；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校企协同阶段式新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ND212422）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