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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化视角下居家养老环境的智慧设计和改造新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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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日趋加剧，老旧社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逐渐演变成了老年居住区。在“以家庭养老为基

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体系中，社区养老成为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结合点。文中针对社区养老资

源供给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现状和居家养老仍然存在严重的实际问题，通过对适应老龄化的研究，从环境整治、设施配套、

室内设计多维度给出相应的适老化智慧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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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With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old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residential area for the elderly. In the pension system "based on family 

pension, supported by community pension and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pension", community pension has become the combination 

point of family pension and institutional pens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resources 

can not meet the actual needs and the se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the home elderly care, the paper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aging smart design sche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facilities and interior desig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adaptation to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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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下社会十分严峻的挑战，在将来很长

的一段时间中，我国人口将步入人口负增长时期。并且我

国人口老龄化具备着明显且典型的“未富先老”的一系列

特点，导致我国还是有相当部分的老年人群优先考虑居家

养老。同时，《国务院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

养老为支撑”的养老体系，其中“90%的养老人群通过自

身的家庭从而进行自我照顾。仅仅有 7%的社区老年人能

够在社区中获得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3%的机构为老年人

提供了较为专业的养老环境以及设施”
[1]
。在我国未来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出于老年人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还是普遍地选择在他们常年居住的环境中进行养老。 

作者通过深入老旧社区调研和分析，结合问卷以及抽

样回访的方式，对城市社区居家养老人群的出行、起居、

社区等环境作出切实的了解，其中居家养老人群的环境问题

是十分的突出和明确的。例如宁波市海曙区中，现有常住人

口为 35万，60岁以上的有 5.3万人。根据资料发现，其中

孤寡、独居和空巢老人就有 2.25 万人，占据了老年人口的

42%
[2]
。所以，结合老年人的特定的身心需要，以智慧化设

计视角对居家养老环境进行改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居家养老现状调研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1.1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根据资料考察以及实际采访得知，我国或将逐步迈入

人口负增长的漫长时期，总人口将会持续地缩减，最终在

21 世纪末时，下降至大约 9.75 亿人。从人口年龄结构方

面，2020 年与 2010 年的人口普查相比较，其中 60 岁，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据比重分别上升 5.44 和 4.63 个百分

点。若将时间线拉长，我国人口老龄化就会有更明显的趋

势（见图 1）。 

 
图 1  未来 40年人口老龄化趋势 

1.2 老年人生活状况 

首先，因子女选择到其他城市发展，相当部分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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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为环境陌生不适应等原因选择继续留在原居住地。其

次，老年人大都居住在年代久远的旧房屋，其居住的环境

设施都已经老化了
[3]
。 

1.3 居家养老各环境存在的问题 

（1）在室内设计方面，适老化问题主要是门厅、起

居室、卫生间等环境设计尚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行为特点。

比如门厅缺乏休息等待设施，卫生间缺乏扶手以及紧急报

警按钮、地面存在高差等问题。 

（2）在出行环境方面，适老化问题主要是上下楼、

防滑等设施不够完善。比如社区中电梯地面防滑问题，光

线不足，标识被遮挡等诸多的安全问题。 

（3）在资源配置方面，适老化问题主要是社区服务

资源配套不足、智慧化系统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比如不

能提供便利餐饮、协助洗澡服务等问题导致社区生活中的

居家养老人群生活质量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2 智慧设计给居家养带来的新机遇 

2.1 智慧设计与适老化 

智慧设计就是对居家养老社区进行“+互联网”的平

台打造。适老化智能家居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使用适

老化家居设计来弥补缺憾，能更好地做到造福老龄群体。

在目前，我国居家养老服务行业面临种种的问题，人工智

能的出现为解决居家养老的健康发展方面提供全新的思

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的通讯技术，把互联网和居

家养老的改善方案结合起来，传感器、智能家居、智能服

务机器人等智能设施相继出现，给居家养老环境的改善提

供了更多的方案，同时使得居家养老环境的整体设计变得

更加的整体。一方面，可以基本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

求、精神需求、健康护理的需求
[4]
。另外一方面，让老年

人在养老服务方面实现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 

2.2 智慧设计赋能居家养老 

对于居家养老人群而言，借助于互联网可以较好地实

现信息交换、存储、处理、挖掘以及维护方面的优势，凭

借多终端的完美结合，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的同时，

也对其健康的管理、医疗护理、精神关爱进行布局升级。

通过老年人与外界的沟通方式、途径进行改善。比如老年

人在突发紧急情况或突发疾病时，能够及时地与亲人联系，

并得到救助，提升服务效率。 

合理的居家环境设计方案对居家养老人群具有重要

意义。未来的老年人更多选择独立生活。通过无障碍设计

和安装无障碍设施，可以为老年人的独立生活提供更好的

环境设施等硬件支持。 

智慧设计方案在居住社区的规划改造上也可以起到

决策支持作用。居家养老家庭所在的社区往往是年龄群体

十分复杂的，不同的年龄层段的人员对社区环境的要求也

有所不同，结合大数据收集分析居民意愿进行改造决策十

分必要。为此，在社区中放置一些信息收集器，可以实时

收集、分析老年人的位置信息，更好地提供社区服务。 

3 适老化居家养老环境改善的总体思路 

3.1 赋予智慧化设计的主旨理念 

一方面，应致力于对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

利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整合养老资源、养老服务以及具

体的服务内容，来促进优质资源的集中化流动。通过线上

信息平台加线下资源共同分享的模式，可以实现老人与子

女以及相对应的服务机构和医护人员进行信息的交互。另

外一方面，通过对智慧化平台的数据进行研判，及时调整

并修改设计方案，最大程度上提供更好地居家养老环境。 

3.2 设计改造方案的总体思路 

设计改造方案的总体思路是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

核心，结合大数据的智慧化信息反馈，对居家养老环境的

室内、出行设施和社区环境的适老化改造。 

4 居家养老环境的智慧设计方案新设想 

4.1 室内家居环境改造方案 

室内适老化改造设计方面，积极采用智慧化设计，秉

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并贯彻始终
[5]
，通过对室内环

境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空间划分和各主要空间细部设计，

实现智慧设计与适老化改造相结合。 

 
图 2  居家养老环境适老化改造总体思路 

（1）门厅入口。作为出入过度空间，门厅入口应充分

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根据调研，鞋柜的实际高度应该

控制在 850-900mm
[6]
，在鞋柜的一旁应设置坐凳和扶手供老

年人支撑。为使老年人日常生活更加便利，应避免在门厅的

位置摆放屏风，博古架等家具，将门厅空间扩大的同时，以

便于轮椅的通过和转向；门厅附近电表箱设置应考虑到老年

人的身体机能的下降，不宜设置过高。此外，在门厅出入口

处设置智能化感应装置，以便检测老年人的外出时间，与智

慧化设计平台相连接，对老年人日常情况有明确的掌握。 

（2）起居室。常见的起居面积在 20～30 ㎡，可通过

更换家具的摆放的位置来优化起居室空间。当起居室面积过

大时，应为老年人设置专属位置，使得视线距离电视两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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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米。当起居室过小时，不宜将沙发围合得过于封闭。还应

该采用 Alli、OWON 等智能适老年化家居系统、辅加老年人

的穿戴的智能设备来回馈信息
[7]
，并据此作出相应的调整，

得出不同房型所属最佳的家居安排，减少绕行与混乱的摆放。 

（3）厨房。为方便老年生活，最好将餐厅就近安排

在厨房的旁边，如果厨房面积足够大的话，应考虑在厨房

一侧的墙面设置传菜口，方便饭菜送取，避免不必要的绕

行。餐厅不需要过大的餐桌，考虑到老年人经常使用到轮

椅，所以老年人日常使用的座位要方便进出。同时，老年

人经常会在用餐前吃药，所以应在餐桌旁设置餐边柜，方

便拿取避免频繁起身。厨房作为居家养老的一个很重要的

危险来源，应在其中放置多种感应器的集合，包括一氧化

碳感应器、明火感应器等。 

（4）卧室。考虑到老年人比较喜爱阳光，应选择更

多靠南向的房间，满足不同气候区的最低日照时间且冬至

日不低于 2 小时，特别是在居家养老人群当中有长期卧床

的人群。卫生间与卧室相邻近设置，便于老年人在夜间上

厕所。应强调局部照明的重要性，随着视觉的衰退，老年

人在阅读，看报和夜间起床时都需要提供及时且充足的照

明。此外，在卧室入口等关键节点处，应设置声控开关和

数据接收装置，以及两套照明设施以应对紧急情况的出现。

卧室的色彩搭配应做到和谐统一，选择高明度但低纯度的

颜色，保证室内的亮度。 

（5）卫生间。卫生间作为最常使用的空间，门需要

外开，有条件时应设两个门，一扇朝向卧室，另外一扇朝公

共空间敞开，兼顾白天起居和晚上起夜时的需求。在卫生间

马桶的一侧应该设置 L型的扶手，在老年人如厕时起坐和洗

浴过程中进行保护
[6]
。在老年人进出浴室的过程中，也要有

连续的扶手保证其身体的稳定，避免倾覆。除此之外，也应

当在出入口和马桶一侧设置紧急报警的按钮，在遇到紧急情

况时，及时地与子女和网上中心取得联系。老年人群常使用

轮椅，提供老年人使用的洗手盆应该浅而宽大，下部应该留

出足够大的空间。一般情况下，要留出高度不低 650mm，深

度不小于 350mm，便于轮椅使用者洗漱时双腿进入。 

4.2 出行设施改造方案 

（1）电梯环境的改造。根据调研反馈数据，应控制

电梯的运行速度，其最为适合老年人的速度控制在

1.5m/s。在老年人操作的地方要有明确的语音提示功能以

及智能识别功能，连接于居家养老智慧化平台系统，以便

分析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保障老年人出行安全。 

（2）楼梯环境的改造。基于老年人群的行为特点和

需求，应将楼梯原有扶手进行改装，增加可以上下电动运

行供老年人使用的座椅。同时在关键的地方需要加设防滑

条、安装智能灯具、感应装置等，与老年人智能穿戴相匹

配，实现对空间环境参数的控制，如照明灯亮度，也可以

时刻分析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所处的位置，更好的与平

台服务系统以及社区工作者、亲属保持联系。 

（3）楼栋入口空间改造。楼栋入口处应加设残疾人

坡道，对于损坏的台阶也要进行选择适宜老年人的材料进

行维修。在出入口安装相对应的感应设施来感应老年人佩

戴的设备感应装置。实时记录相关的信息，反馈到老年人

的网络平台的账户中，子女和医护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这些

数据和影像来判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4.3 居家养老社区服务改善 

（1）合理分区并布置感应装置。在社区范围内尤其

是老年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加大感应装置建设范围、覆盖

面极其广泛的全面性的服务。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平台民

意反馈，合理布置社区分区，将老年人的活动区域集中化分

布，合理利用公共社区资源，减少其活动的路径以及简化路

径的复杂程度。社区活动中心需进行适老化再设计，让老年

人重新获得“社会认同感”，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中。 

（2）“针灸式”社区环境治理。以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和行为特征为依据，对社区的步行系统、交往空间、健身

空间、绿色景观，进行统一的改造。形成适宜的老年室外

环境。同时，结合不同年代的房屋，以及周围环境，进行

定期定量的维修，以满足老年人的住房安全舒适性。 

5 结语 

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所强调的全面健全养老服务体

系，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互助性养老和构建营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而适老化视角下居家养老环境的智慧

化设计研究和改造新设想的探索正符合我国当代国情，也是

完善适老化需求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我国社会化养老必然会迈向更高的品质，能够更好地

保证老年人的生活安全和优化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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