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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综合体公共建筑设计方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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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老龄化发展背景下，建筑设计需综合考虑老年群体的特点及需求，选择合适地理位置，实施合理空间规划，优

化设计建筑细节。基于此，文章以清远艺术中心建筑方案设计为例，从综合建筑总体设计与细节设计入手，论述老龄化背景

下综合体公共建筑的设计方案，总结综合体公共建筑设计方案关爱老年人的要点，汇总经验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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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ing society, architectural design needs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elderly group, select the appropriate geographical location, implement reasonable spatial planning and 

optimize the design of architectural details.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Qingyuan Art Center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the overall design and detail design of comprehensive building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scheme of complex 

public building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the design scheme of complex public buildings to care 

for the elderly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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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 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

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现在还在继续。截至 2019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有 2.54 亿，占总人口的 18.1%。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到 2025 年，我国预计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20%，到 2030 年，预计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约 30%，老年人数量急剧增加，从轻度老龄化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而当下建筑

设计在考虑老年人生活方面主要是在老年公寓，养老设施，居住小区等居住型建筑对老年人生活做了更多的思考和尝

试，但在公共建筑及其他公共设施中对老龄化问题就相对思考就少了很多。清远艺术中心的设计就在社会老龄化发展

背景下，对老年人生活活动做了更多的思考。本项目建于清远市清城区，位于燕湖新城中心区中轴线上，周边景观资

源丰富，文化氛围浓厚，在本次规划设计中，以“生态、环保、节能”为建设理念，打造多层次建筑空间，丰富建筑

细节，提高建筑的整体价值与性价比，在满足建设方要求的艺术中心所有要求，力图打造一个独树一帜，塑造新城标

杆的城市形象外，同时还在老龄化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更让多地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为老年人休闲娱乐提供空间，

做了较多的设计尝试。 

1 清远艺术中心的总体设计方案 

清远艺术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43884.9 ㎡，以“燕湖泛舟，四态相融”的设计理念，以“舟”为建筑总体形态，传

承地域文化，也为老年人提供不一样的艺术生活方式，满足当地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细化来说，清远艺术中心的总体

设计方案要点如下： 

（1）空间设计。清远艺术中心包括大剧场、小剧场、电影院、音乐厅、酒店、商业大楼、培训中心、游泳池及配

套设施等空间体块，划分为文化广场、阳光街区、艺术探索、尊享服务四个功能区，满足各种人群的不同需求。不同

空间体块通过步行街相连，在建筑二层设置连廊，加强空间体块间的联系，为人员流动提供便利流畅的行动空间和通

畅的视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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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设计。清远艺术中心设置三个车行出入口，独立设置室外停车场，避免车流与人流拥挤，并将车流与人

流分开，保障行人尤其是老年人行走安全。在大剧院主入口前方建设大广场，剧场和酒店空间体块通过两层景观步行

街连接，用户可通过步行街到达清远艺术中心的各个功能区，且步行街两侧为商铺空间。在地块主要人流方向，设置

一个缓坡，从地面导向二楼，增加人流线的多样性，提高综合建筑的观赏性，方便老年人在室外的行动，到达所有楼

层及屋顶花园，也提高建筑空间的导向性，帮助老年人建立方向感，避免老年人出现迷路现象。 

（3）消防设计。在清远艺术中心综合建筑外侧设置一圈消防车道，南侧消防车道可进入架空层，便于消防车辆进

入步行街内的庭院。设计人员遵循建筑消防设计规范，合理设计疏散距离、消防分区，保障消防安全
[1]
。在每一层和疏

散通道相连通的端头设置露天开敞平台，或者在疏散楼梯旁边设置一个疏散避难空间，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有利于老年

人的疏散，体现对老年人更多的关怀。 

（4）景观设计。在清远艺术中心的东北角，建设入口广场，通过雕塑、人行坡道，引导用户进入综合建筑内；通

过步行街与下沉庭院、屋顶花园、连廊及水池等景观，增强清远艺术中心的观赏性。由于老年人较一般人群对阳光、

空气、声音，灯光、交流、休憩舒适性、安全性等因素的需求更为特殊，因此在方案设计中，广场设置的所有椅子，

扶手，垃圾桶，照明系统，标识系统户外饮水设施等设施全都考虑方便老年人使用，还考虑设置户外紧急呼叫系统，

这样不仅成为广场的景观点缀，也方便老年人休息和使用。 

（5）立面设计。设计人员遵循滨水空间设计原则，根据面向河面的开敞式天际线，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设置建筑

空间，丰富清远艺术中心的建筑层次。在大小剧场的建筑连接中，将立面设计为玻璃面，利用建筑的大虚大实对比，

凸显综合建筑的艺术性，并在建筑立面配置平行四边形小窗，呈现出星光闪耀的效果。音乐厅建筑的立面采用大面积

玻璃幕墙及浅色材料，营造中轻盈感。通过不同建筑的协调设计，从远处看，清远艺术中心仿佛湖面上行驶的一叶扁

舟。采用当地最有象征意义和熟悉的元素作为文化立意基础，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尤其是引起老年人的美好回忆。 

（6）竖向设计。在清远艺术中心的地面设计架空层，将建筑一层下沉，并缩短一层与二层的距离，通过坡道连接，

引导人群流动，用户可从二层进入剧场大厅。清远艺术中心建筑与城市道路通过缓坡连接，实现无障碍衔接设计，便

于老年人行走，也可减少建筑的突兀感，提高建筑美观性。 

1.2 清远艺术中心建筑方案设计细节 

基于老龄化发展趋势，清远艺术中心的设计结合老年人特点及需求，在建筑方案设计中优化设计多项细节，为老

年人提供舒适、安全的建筑环境。结合清远艺术中心建筑方案设计细节，可总结如下老龄化背景下综合体公共建筑设

计方案要点： 

1.2.1 便于老年人流动 

老年人行动多有不便，对空间的可达性、开阔性有较高要求，在综合建筑设计时，设计人员应考虑不同建筑空间

的可达性，减少密闭空间的设置，便于老年人流动。在清远艺术中心中，设计人员通过单体建筑的合理设计，在保障

建筑艺术性及美观性的同时，为老年人流动提供便利。 

例如，在剧院设计中，设计人员按照东西向布置设计大剧院空间，遵循合理便利原则，将门厅与公共空间布置于

剧院的入口广场处，提高观众可达性，减少老年观众来回走动寻找入口的麻烦。同时，设计人员通过大厅南侧通道的

设置，连接各个功能空间，并与步行街衔接；小剧场按照南北向布置，将大厅入口设置于步行街方向，通过南北两侧

的大门，分别与大剧院和电影院连接，在避免剧院空间封闭的基础上，营造幽静的环境，避免密闭、吵闹空间影响老

年人身体健康与心理情绪。剧场内选择马蹄形观众厅及可升降活动座椅，丰富观众的观赏体验，也为老年人就坐、离

开提供便利。 

另外，清远艺术中心设计方案结合老年人的审美特点，进行单体建筑优化设计。以音乐厅设计为例，音乐厅为清

远艺术中心的中心，也是步行街的终点，设计人员将其作为“船头”，根据老年人的特点，设置玻璃幕墙与浅色金属板，

营造轻盈感，提高建筑观赏性，吸引更多老年用户来清远艺术中心参观。 

1.2.2 满足老年人活动的体验需求 

在综合体公共建筑设计中，建筑空气、环境、人文环境均会影响老年人对建筑的体验，为满足老年人的活动体验

需求，设计中十分注重提供舒适空气环境与人文环境，提供更优质的建筑使用体验。在清远艺术中心中，空气环境的

优化设计由暖通系统设计来实现；人文环境的优化设计由建筑，景观和室内设计等细节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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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系统设计要点如下：在清远艺术中心的剧院、影院及音乐厅等区域，设置空气处理系统，减少建筑空间的噪

声；在剧院和音乐厅的观众区设置单风管定风量二次回风全空气低速空调系统。该系统采用座椅底送风、上部回风方

式，为观众创造更为舒适的环境。同时，配置的空调系统均具备空气净化功能，避免老年人在人流量较大的影院、剧

院、音乐厅空间内交叉感染。为优化清远艺术中心建筑空间的空气环境，布置集中式空调系统的空间均选择机械通风

方式，并设置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根据空间空气状况，调节机械通风系统参数，使建筑空间的空气始终处于洁净安

全状态，保障老年人的顺畅呼吸，减少老年人较为脆弱的呼吸系统负担。 

给排水系统设计要点如下：热水设计。在建筑的餐厅和房间浴室等空间，设置热水供应系统，采用集中供热方式，

通过高温热媒水配合太阳能集热，节约能源的同时也为建筑用户提供所需热水，尤其是满足老年人对热水的需求。同

时，为满足用户饮水要求，在每层茶水间内安装一台 9KW 的电开水热水器，其余公共空间的合适位置安装结晶直饮饮

水机，为老年人提供干净、温热的饮用水，使老年人得到最大的人文关怀。 

在电力系统设计中，设计人员遵循建筑用电设计规范进行变配电及低压配电系统设计，保障建筑正常供电，确保

建筑各个功能空间作用的有效发挥。在照明系统设计中，设计人员根据各个功能空间的照明需求，选择节能灯具，提

供柔和、舒适的照明光线，提供最适合老年人的照明度和色光，使得老年人有最舒适的照明。，同时，在清远艺术中心

的公共空间，如门厅、走廊或休息厅等，设计 AI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可根据空间内人员活动状况，自动判断是否有老

年人的活动，从而自动调整灯光亮度以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同时也实现节约能源的目标。 

1.2.3 提供休闲娱乐的室外城市公共空间 

 在清远艺术中心方案设计中，位于中间的景观步行街，结合商业以及半室外的灰空间，形成一个露天的剧场，为

城市居民提供一个城市观演客厅，老人小孩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城市观演客厅游玩或者观看各类演出。充分利用

了广东气候宜人的气候，有更好的自然空气，又节能。提供一个适合老年人也能够愿意参与其中的城市空间，而不是

只能去公园或者呆在家里，为老年人提供有一个有艺术气息的舒适的，有亲和力的活动场所。使得老年人在照料孙辈

时一起享受有品位，艺术文化丰富的晚年生活。有利于扩展的交往空间。 

1.2.4 保障老年人人身安全 

跌倒是我国 65岁以上老年人受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据统计，65岁以上老人超 30%曾有跌倒受伤经历，80岁以上老

人甚至达到 50%以上曾有跌倒受伤的经历。特别是无人看护的老人，在跌到后无人发现，老人也无法主动求援，很容易造

成悲剧。因此我们在清远艺术中心的设计中运用智能 AI 系统、智能终端与大数据中台，引入利用智能 AI 进行老年人跌

倒的检测以及报警，甚至是老年人跌倒的提前进行预测。来减少老年人跌倒受伤的概率。并且在设计中使用 AI机器人在

场地内对现场老年人和小孩提供及时的帮助,缓解因老年人和小孩在场地内活动带来的安全压力，在场地内布置一些可以

和老人小孩互动沟通交流的 AI机器人缓解老年孤独感，或者预测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及时预警，及时报告给建筑场地的管

理人员。减少意外发生的可能。用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弥补老年增多，年轻劳动力减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从而使

得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的维护管理运营的费用下降，但是对建筑的维护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质量增加。同时在闭路电视监控

系统也增加人工智能 AI 系统，全面覆盖清远艺术中心的各个公共空间，如电梯、车库、出入口等，24h 监控，在老年人

出现突发状况时，系统能够自动发现，自动识别，然后及时报告监控室工作人员可更早发现，从而及时实施救援。 

2 结论 

综上所述，在老龄化背景下，在建筑设计工作中不仅在老年设施，居住建筑中关注老龄化的老年人活动，在综合

建筑设计中也需在确保建筑设计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同时，综合考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出行需求与观赏需求，合理

的进行单体建筑、给排水系统、弱电系统、强电系统及暖通系统设计，实现人性化、生态化建筑设计，使建筑的空间

布局和功能更为合理，与日益严重老龄化的社会现实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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