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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

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而最近召开的全国两会

上，对于养老话题的关注度也非常高，《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

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随之不断改善提高的不仅是人民的生活

水平，还有人均寿命，加之计划生育的影响，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愈来愈严重，

分担到每个具体的家庭身上的养老担子也在不断增加，养老——成为了我国一个不

容忽视的问题。而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养老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单一形式

的社会养老与居家养老不再适合，唯有两者相结合的养老体系才是跟我国国情发展

相吻合的，养老院正是这一体系下的产物。养老院将多种养老模式与公共服务相结

合，配备了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与护理体系，成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

养老院养老作为我国重要的养老方式，在其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对其服务质

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特殊的身体机能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老年人表现

出了独特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因此充分认识老年人的行为与心理特点，了解老年人

的实际诉求，才能够更好的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健康老龄化。养老院

的设计不是简单的老人宿舍式的设计，要从老年人的心理行为需求出发，尽量去减

少老龄化给他们带来的各种身心负担与负面影响。设计出满足老年人心理行为需求

的养老院空间环境，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舒适，激发他们对新生活的热情，

使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健康、更加活跃、更加愉快，是每个养老院环境设计的目标，

也是养老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课题从老年人的行为心理需求与特点出发，结合养老院各个空间环境设计上

的要点，对养老院的环境设计进行指导，不仅在空间环境上尽量为老年人提供他们

所需的，关注老年人到新环境中的陌生感与不安感，促进老年人交流交往活动的产

生，还在设施设备上做到完善，配置齐全相关的软硬件，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更加

便利友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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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的养老市场来看，未来养老院的设计应该是会向着更加人性化、完善化

的方向发展，本课题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对养老院的环境设计进行研究，就是希望

能将养老院的人性化、完善化设计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些硬件设施环境的设计上，还

能深入到老年人自身的心理行为需求这一层面中，充分的考虑和尊重老年人的切实

需求，为健康老龄化的实现进行有益的尝试，对今后养老院的环境设计起到一定的

指导性作用，为往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更科学合理的依据。

关键词：行为心理；养老院；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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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actively deal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build a policy system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support,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aging and industry. At the recent National Two Sessions, the attention on the topic of

old-age care is also very high.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the old-age service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community

old-ag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eve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not only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but also the life expectancy per capita, coupled with the impact of family planning,

leading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sharing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on each specific family is also increasing,

pension-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n our country.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old-age concepts are changing constantly. Single

form of social old-age support and home-based old-age support are no longer suitable.

Only the old-age system combining the two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old-age home is the product of this system. Nursing homes

combine various pension modes with public services, equipped with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and nursing system, and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our country, the number of old-age

homes is increasing, while the quality of their services is also increasing.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special phys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elderly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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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only b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nd their

actual demands, ca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be better improved and healthy

aging be realized.The design of nursing home is not a simple dormitory design for the

elderly.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ry to reduce the var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burdens and negative effects brought by

aging. Designing a space environment to meet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needs of

the elderly, so that they can feel the warmth and comfort of their families, stimulate their

enthusiasm for new life, and make their old life healthier, more active and more pleasant,

is the goal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each nursing home, and is also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on market.

Starting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main points of the design of the space environment of

the nursing home, this topic guides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the nursing home. It not

only provides the elderly with the necessary space environment as far as possible,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strangeness and insecurity of the elderly in the new

environment,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mong the elderly,

and also does it on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Up to perfection, the releva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are fully equipped to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and friendly services for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pension market, the future design of nursing

homes should be more humanized and perfect. Based on the behavior psychology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nursing homes. It is hoped that the

humanized and perfect design of nursing homes will not only stay on the design of some

hardware facilities, but also go deep into the elderly themselves. At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needs, we should fully consider and respec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make a beneficial attempt to achieve healthy aging,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nursing homes, and provide a more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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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asonable basis for future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 Behavioral psychology;Nursing home; Environ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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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章 绪论

1.1 课题的缘起

纵观当前社会，建筑环境与人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人们在不同的

建筑环境下生存，根据其不同的空间功能性，人们对建筑环境的设计也

有越来越多的诉求。其中居住建筑因其环境面积大，与人们关系最为密

切，在环境设计中成为人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围绕居住建筑的环境设

计，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单一、套模板式的设计，人们开始

重视“自我感受”，设计师也关注到这一趋势，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基

于使用者感受与诉求的建筑环境设计，人性化设计成为环境设计的基础

原则。

与人类发展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还有另一问题——人口老龄化，能否

妥善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关乎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和谐稳

定。尽管中国目前已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但由于老年人人口基数大，独

生子女比例高，数量庞大的老人给社会和子女带来了一定的供养压力，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社会公共建筑来养老，这种建筑设计是专

为老年人服务的，其能够提供全面的居住环境与医疗体系，包括老人公

寓、养老院等，这其中尤以养老院相对重要和被迫切需要。关注养老院

环境设计，关注老年人是否身心健康，也成为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

一大趋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老年人由于其复杂的成长环境、长期的

个人习惯以及逐渐受限的生理条件，其行为、心理上有着比较明显的特

征，并且因人而异，共性中还存在着很多个体差异性，因此在与老年人

有着密切联系的养老院居住环境设计中，更加需要从老年人实际行为与

心理诉求出发，尽量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力求实现人性化设计。

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养老机构，而这其中又有多少养老机构是

从老年人自身实际需求出发，根据老人行为、心理特征来进行设计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市场上争先恐后的出现了许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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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机构，但其中大部分都设备设施简陋，没有对养老机构的环境设计进

行充分的研究，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与问题。可以想见，真正为老年人着

想，站在老年人的使用角度出发，以老年人行为、心理特征为依据的养

老院设计，才不会被历史所淘汰，才能成为未来公众的普遍选择。针对

当前养老院的设计情况，本课题着重专注老年人的行为模式与心理诉

求，务求以此为基础得出养老院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丰富养老院的空

间设计。

1.2 课题研究的背景与对象

1.2.1 课题研究的背景

经济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促使人均生活水平不断攀

升，平均寿命相比以往也有了明显的延长，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的成

为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1）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关于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是指老年人口变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不断攀升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人口结构出现老年化形态，迈入老龄化

社会。根据国际标准，当某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

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那么就表

示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量的概念，是人

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产物，然而老年人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同时，由此

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也摆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

（2）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我国早在 1999 年就迈进了老龄化社会，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相比，

成为老年型国家的时间较早，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较快。在国家 2011

年发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数据公报》相关资料中显示，全国总人口数

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发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相比，

十年增长了 7390 万人。从这次人口普查可以发现，60岁及以上人口占

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 13.26%，与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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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提高了 2.93 个百分点，这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达到 8.87%，比 2000 年提高了 1.91 个百分点
[1]
。这些数据表明，随着

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将愈

来愈迅猛，老龄化社会的进程将逐渐加快（图 1.1）。

图 1.1 六次人口普查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趋势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绘）

到 2018 年年末为止，中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数量达到 24900

万，占总人口数的 17.9%，其中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16664 万，占总

人口数的 12%。60 岁以上人口和 65岁以上人口数量都比 2017 年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此前根据专家估算，到 2020 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

超过 2.48 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这其中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数量将超过 3067 万人；到了 2025 年，六十岁以上人口有望超过 3 亿，

我国将迈入超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图 1.2），而这其中有关 2020 年的估

算却已经在 2018 年底早早的被实现了。近日，网上一份《拯救中国人

口危机刻不容缓——中国生育报告 2019》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在这份报告中作者连用了好几个“前所未有”，利用真实的调查数据来

强调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之快、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之大，“我们预

计中国将用约 22 年、即于 2023 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 10 年

后即 2033 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 年达 30.0%。”中国人口

老龄化局势严峻。

[1] 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 1号）[R].北京.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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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07-2025 年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数量及比重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绘）

（3）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

第一、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趋势迅猛。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

口最多的国家，根据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口占据了世界老年人口总数

的 20％，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 5

倍，再加上之前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的

现象，使得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激增，在短短不到 20 年里，我国就从成

年型社会转变成了老年型社会。

第二、人口老龄化领先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国家是在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民物质生活丰富的基础上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以

出现了“先富后老”的基本国情，给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能得以解决

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当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不

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呈现了“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由于

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第三、独居老人与空巢老人数量显著增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

前进，我国逐渐趋于小型化的家庭模式，加上之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

独生子女家庭的占比不断增长，并且由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与经济条件

上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子女选择与老人分开居住，这样一来陪伴父母的

时间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少，逐步减弱了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促使

独居老人与空巢老人数量急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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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课题研究的对象

（1）养老院

养老机构是一个社会养老的专有名词，主要是指为老年人的生活起

居、饮食卫生、健康护理和娱乐活动等提供综合性服务的组织。它可以

是独立的法人机构，也可以是隶属于医疗机构、企业单位、社会组织、

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的某个部门或者分支机构。其中养老院分为民办民

营和公办民营两种，它主要是以高龄老人为收留对象，并为其提供生活

起居的照料和健康护理服务的建筑设施。养老院与其他社会养老机构存

在着差别，它是一种类似家庭模式的群居性生活，相比其他社会养老机

构，自理与介助老人的数量多，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也多，其对于老人

自身的切实需求也更加重视（图 1.3）。

图 1.3 丹麦养老院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2）老年人行为心理

老年人行为心理包括老年人行为与老年人心理两类，心理是行为的

基础，行为是心理的反映，两者密不可分，所以在研究老年人行为心理

这一课题上，要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老年心理学是对某个个体或群

体年龄增长老化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研

究范围包括由衰老而引起的心理过程，如人的感知觉、学习、记忆和思

维等，以及心理特征的变化，如智力、个性和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性等。

而目前关于老人行为社会上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其主要与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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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关联，本质上探讨的还是老人行为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

互作用。一些环境行为学的理论其实是属于环境心理学的范畴，因此老

人行为学的理论可以概括到老人心理学的理论中去。

1.3 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3.1 课题研究的目的

养老院作为高龄老人生活活动的中心，其居住空间环境是否满足老

年人行为心理的需求应该引起重视，为老年人创造舒适、安全、健康的

生活环境，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2]
。

本课题从老年人心理、行为的特点出发，从养老院空间使用者的切

实需求入手，对养老院的空间环境设计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养老院环境

设计的相关理论与设计方法，并通过实际设计项目，结合前期的一系列

调研与现有资料汇总分析，希望尝试对养老院的环境设计提出一些有可

行性意义的建议，使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得以提升，让各个年龄段的老人

行为与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为老人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为今后

的养老机构空间环境设计扩宽思路。

1.3.2 课题研究的意义

（1）改善养老市场现状

结合当前老年人的行为心理需求对养老院空间环境设计提出一些

看法，能够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当前养老市场的不和谐现状。应用老年心

理学来指导养老机构环境的设计，对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的实际日常生

活进行综合研究，并将人机工程学设计应用到养老机构的改造中，得出

完整的养老机构人性化设计系统理论基础。

（2）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我国虽然目前开放了二胎计划，但父母进入老龄化的脚步更快，空

巢家庭越来越多，而当今社会工作节奏快，竞争激烈，子女不可能不去

[2] 孙艳、乔峰.老年人居住空间的室内设计[J].科技风.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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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去照顾老人。因此，养老院项目的改造有利于提高和改善老年人

晚年生活质量，同时改变养老机构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更有利于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

（3）寻求适老化设计

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将行为心理与环境设计相结合，制定出

一套完整的基于行为心理的武汉养老院环境改造设计，在室内外的空

间、色彩、家具、光照等软硬件设施设备上寻求更符合老年人行为心理

的设计，尝试寻求一条适用于当前养老市场的普遍规则。

（4）保障老人身心健康

在我国如此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人居住环境的安全舒适，

可以有效的预防老人突发事件，充足自由的活动空间，可以给老人提供

精神慰藉。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缺

少适老化设计的居所对老年人来说不仅不方便，还有可能很危险。”如

果能够根据老年群体的需求为其住宅制定科学的设计标准，并积极开展

既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有助于改善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有利于我国

养老事业发展，在为老人群体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体现我

国传统“尊老爱幼”文化，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标志
[3]
。

（5）相应十九大号召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建设良好的养老环境，满足老年人行为心理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是贯彻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城市建设有效提升的客观需求。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4.1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比中国早 20至 40 年进入老年社会，他们在为老

[3] 石程.基于环境——行为关系理论的老年公寓空间环境设计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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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建设适宜的生活环境设施，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提

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1865 年法国第一个进入老

龄化社会，其后欧洲各国相继步入老龄化社会，加快了世界老龄化社会

的进程。以美国为例，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在 1965

年推行了《美国老人法》，其后数年间对该法案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促进了美国养老设施的建设。美国对于养老设施的划分主要是根据老年

人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自身意愿，其主要划分为养老院、老年公寓和

专业护理之家三大类型。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养老建设体系较为成熟，

因此在老年人居住问题上有很多可控借鉴与学习的设计经验。日本作为

一个与中国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是在

1970 年，但日本早在 1963 年就推行了《日本老人福利法》，在养老设

施的建设方面，以本土国情为基础，形成了适合日本本土发展的养老社

会体系，目前日本的养老设施主要有四类：养护老人之家、特别养护老

人之家、轻费老人之家和收费老人之家。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可以看

出，国外在养老设施建设上，很重视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和家庭需求，在

老年人居住环境建设中更注重营造家庭般的生活氛围。

2002 年，Helen Woolly 发表了一篇名为《Inclusive Open Spaces》

的文章，她指出开放空间中应考虑老年人的诉求，多为老年人着想，开

放空间具有包容性，同时也应具备多功能性，这样的开放空间才是符合

人类社会发展的开放空间。

Martin Vaseline 在其所著的《Housing for Elderly People》一

书中，提到老年人住房的舒适性与功能性都十分重要，一种是心理上的

感受，一种是生理上的，只有同时满足这两种感受，设计出的老年人住

房才是适合老年人居住的。

2003 年 Gail.Geller 在《Journal of Business》上发表的《Finding

a good nursing home for your parents》一文中，介绍了在斯波坎州

华盛顿州为年迈的父母找到一个好的养老院的一些建议，其中特别提到

选择一个有效率的疗养院，不仅体现在养老院设施设备上的齐全与多功

能，还体现在养老院的人文关怀——心理和生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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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e Y Chastens 在《Site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The Elderly》

一文中，指出老年人设计是当今建筑学的前沿话题，然而在规划满足老

年人的需求的室外空间时，做的工作却很少。文章中不仅提供了对建筑

环境中老年人的需求和关注的主要见解，还为老年人住房规划和设计过

程的每一阶段提供问题和具体指导方针。文章中指出老年人室外空间规

划要对关键细节和舒适性规范进行准确定位，并从老年心理学的角度出

发，探讨了户外空间规划中舒适度的具体表现。

Ha lime Demimonde 在 其 发 表 的 《 Housing for the aging

population》一文中，基于“就地老化”的概念，对老年人住宅设计进

行探讨。提出引用适用性住宅设计，使房屋能够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

“为所有人设计”中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行为心理特点，使建筑环境

中的设计特点不再成为老年人功能受限的障碍。

George.E.Vacillate 在《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上发表的《Mental health》一文中，指出在美国老年人心理疾病越来

越严重，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性是加剧其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并通

过对 200 多位不同职业与身份的老年人进行探访追踪，总结出一系列关

于有利于老年人行为心理发展的理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一部分的国外相关理论文献，可以发现“老年人”这一课

题在国外受到了很大的关注，特别是公共环境中也越来越重视老年人行

为心理诉求，设计中的人文情怀与关爱在“老年人设计”这一领域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

1.4.2 国内相关研究

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较晚，《老年建筑设计

规范》的推行，是我国开始对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进行探索的标志，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者开始从心理学领域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的相关

理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养老保障制度改

革方案，并在养老市场中投入了大量资金，促使我国养老设施的建设飞

速发展，养老机构的经营模式也从单一的公办公营转变成公办公营、公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

办民营和民办民营三种模式。目前我国养老市场上出现的养老机构参差

不齐，有的养老机构规模大，资金雄厚，设施设备条件好，对于老年人

自身需求这一块就比较关注；有的养老院因为资金、规模和政策的限制，

其居住环境与服务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对于老年人自身需求也关注

的甚少。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完

善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及覆盖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养老保险体系，但当前

的养老市场中真正站在老年人角度、切实的为老年人需求而设计的养老

机构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养老机构可能注意到了老年化的设计规范，

进行了一些无障碍的设计，但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行为心理的

特征对养老机构内部的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试图从老年人的行

为心理需求出发，设计出的养老机构内部的环境也不会是老年人需要和

喜爱的。

2014 年，袁明对武汉市九所养老机构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在《武汉

市老人生活满意度及现实需求探讨》一文中，分析了武汉市 9 家养老机

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武汉市养老机构的服务项目不能满足

现有老年人的需求。

周少斌所著的名为《社会支持网络对城市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影响研

究——以株洲市石峰区田心社区为例》的硕士论文中，提出了老年人在

养老机构里无所事事，心理诉求得不到满足，渴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陈静、李爱晖以及徐典在《中国老年学杂志》上发表的《武汉市福

利院老人生活满意度调查》一文中，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出影

响福利院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理因素，并提出要对老

年人的心理需求进行深入了解。

梁茵在《我国老年人住宅设计初探》一文中提出，针对老年人的环

境设计不仅要适应他们的生理需求，还要适应他们的心理需求。在设计

老年住宅时，要多为老年人考虑相互之间的交流空间，避免老年人产生

孤独感与寂寞感。

刘炜、杨春宇、陈仲林在《照明工程学报》上发表的《老年人住宅

照明光环境》一文中，分析了老年人的视觉特性以及生活状态下照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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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照度和设计方法，并特别说明老年人视觉心理的重要性，在将照

明与室内装饰和色彩搭配时，要注意有些色调会引起老人心理的失落

感。

李金春在《老年人居室空间设计》一文中，提出老年人的生理与心

理特点决定了他的行为特征，而他的行为特征又决定了老年人的居室空

间是否适合其身心发展，并对老年人的居室设计从选材上、安全防火上

以及设计上提出了不同看法。

左冬梅、李树茁、宋璐在《人口学刊》上发表的《中国农村老年人

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的一文中，提出在影响农村老年人入

住养老院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很多民办养老院的护工不具备专业

心理学、老年学，不了解老年人的心理，实际生活中的设施就更不能满

足老年人心理需求了。

胡仁禄、马光在其所著的《老年居住环境设计》一书中，提供了有

关老年人体工程和室内外环境设计的相关资料，并分别对国内外 30多

个工程实例进行了介绍，对各实例配有总平面图、主要建筑平、立、剖

面图。在分析适合我国老年人居住的环境设计中，提出要基于老年人的

心理学进行设计，环境设计要具有多功能性，满足不同老人的心理需求。

刘楠、胡慧琴在《基于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营造居家情景的康养空

间》一文中，对现有的老旧社区居家环境和老年人行为习惯进行了充分

的调研，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边缘空间设计、诱导空间设

计以及居家情景营造等康养空间的设计对策
[4]
。

根据以上列举的一部分理论文献，可以清楚的看到国内目前日益重

视老年人的行为心理，在老年人设计领域中，无论是居住空间设计还是

活动环境设计，都要求把老年人行为心理特点考虑进去，不能仅仅只是

追求形式跟功能上的健全，还要充分考虑到实际使用者的心理诉求。

[4] 刘楠、胡慧琴.基于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营造居家情景的康养空间[J].建筑学报.2017（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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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课题研究的方法与框架

1.5.1 课题研究的方法

（1）文献综合研究法

对国内外有关老年人居住环境以及行为心理学的设计及其实践经

验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调查研究，从而正确全面地了解如何从老年

人行为心理角度出发对养老院环境进行设计这一课题。

（2）问卷调查法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以及问卷调查的形式，认识老年人养老市场近

况，通过与老年人、护工以及老人家属面对面的交流访谈，明确养老机

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努力以客观真实的方式解读老年人对养老机构

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和心理感受。

（3）案例分析法

收集国内外优秀的养老院设计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其优缺点，借鉴

其科学的设计方法与设计原则，结合当前我国养老院设计现状，探讨出

养老院环境设计的相关策略。

（4）实例验证法

将基于老年人行为与心理特点的养老院环境设计理论与原则结合

实际项目，通过对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环境改造来进行应用与验

证。

（5）经验总结法

通过对研究课题的归纳和分析，使其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并利用

所学知识为养老机构的环境改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尽可

能改善和提高养老机构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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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课题研究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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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行为心理与环境设计

行为与心理特征 行为与心理需求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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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配置需求

养老院的空间环

境类型

养老院案例分

析

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的养老院环境设计

设计原则

项目缘由 项目背景 前期调研 改造方案

总结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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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行为心理对

环境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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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老年人行为心理与环境设计

2.1 相关概念

2.1.1 老年人的定义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年龄在 65 周岁及以上的人为老年人；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 条明确指出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 60

周岁，就是说年满 6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

2.1.2 老年人的分类

（1）根据年龄划分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老年人根据不同的年龄，可以划分为三

大类：

第一类是年轻老年人，是指年龄在 60至 74 岁之间的老年人。这类

老年人有的刚刚退休，其身体机能衰退对生活的影响较小，他们更多的

需要同龄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助，对于养老设施中的交往空间与公共活动

空间需求更大。

第二类是老年人，是指年龄在 75至 90 岁之间的老年人。这个年龄

段的老人身体机能持续衰退，精力与智力较第一类的老人来说下降明

显，他们更多的是在居住空间周围活动，行为上的受限，使得他们对于

无障碍设计的需求更加强烈。

第三类是长寿老人，是指年龄在 9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类老人

由于身体机能衰退的较为严重，大多都不能自主行动，生活方面需要更

多的照顾，对于医疗护理的依赖更多。

（2）根据生活自理能力划分

由于老人自身身体素质的不同，划分标准也有所不同，从生活照料

方面，可以将老年人划分为以下三类（图 2.1）：

第一类、自理老人：这类老人身体健康，具备生活自理的能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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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他人从旁协助，生活行为与普通非老年人并无

太大差异。

第二类、介助老人：由于身体存在某些缺陷，行动能力有限，生活

自理能力需要某种工具的帮助或依赖他人，日常生活需要扶手、拐杖、

轮椅和升降设施等帮助的老年人，如腿脚不便的老人。

第三类、介护老人：根本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大多数是失智或失能

老人，生活极度依赖工具或他人帮助，如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

图 2.1 自理老人、介助老人、介护老人

（图片来源：2017 年《羊城晚报》、汇图网、视觉中国）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养老院里的老年人，包括自理老

人、介助老人和介护老人，但一般多以自理老人和介助老人为主。

2.1.3 环境设计的定义

环境设计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它是指对于某一个或某一些主体的环

境，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客观的对其整合创造，是一种实用型艺术。在

中国，环境设计主要是指对某一建筑的室内外空间进行设计（图 2.2）。

在本课题研究的主体是“养老院”这一特定建筑，课题研究的范围

也是围绕养老院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进行的环境设计。

图 2.2 环境设计包含多种学科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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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老年人行为与心理特征

2.2.1 老年人心理特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和行为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不

同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经济条件和生活地位，

老年人存在各自的个性特征，面对不同问题，老年人形成了各种心理状

态
[5]
。通过了解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可以认识到老人心理特征对其日常

生活、行为活动方面的影响，进而指导养老机构的环境设计。经过研究

分析，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认识能力低下

由于身体机能的减弱，大脑功能发生了变化，老年人首先是感觉迟

钝，听力、视觉、嗅觉、触觉等功能衰退，致使视力下降，听力减退，

灵敏度下降；再有是动作灵活性差，协调性差，反应迟缓，行动笨拙。

这些生理机能上的减退，会使老人难以适应新的环境，甚至不愿出门与

人交往，他们理解和适应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弱。

（2）孤独感与依赖感

现代社会子女多忙于生计，与年迈父母的交流越来越少，再加上老

年人退休后，其交往圈子缩小，老年人缺乏有意义的情感交流，所以他

们常常感到空虚、孤单，甚至被遗弃。根据资料显示，社交活动丰富的

老人，其孤单感相对较少，而不怎么参与社交活动，对生活没有目标的

老人，其孤独感更为强烈（图 2.3）。由于老年人的孤独心理，很容易

做事没有自信，被动服从，畏缩不前，依赖他人做事，并依靠他人来决

定行动。长此以往，会导致老年人情绪不稳定，感觉退化。

[5] 李兴民.老年行为医学[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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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孤独的老人

（图片来源：摄图网）

（3）自卑感和失落感

随着老年人退休，从忙碌的工作状态转变成清闲的生活状态，老年

人经历了一次社会的剥离，再加上自身由抚养人角色转变成被抚养人角

色，老人心理上的落差是很大的，这时候子女的不够关心，使得老年人

产生了“无用感”，心理平衡被打破，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老人的失落

感与退休前从事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相关，受教育程度高、从事稳定职

业的老人心理上的失落感更多一些。由于离职，老年人觉得自己在经济

收入、社会地位和身体状况等方面都逊于他人，而有些老人更是因为自

身身体条件的限制，感觉自己无用，因此加剧了心理上的自卑感，一些

介护老人的自卑感与失落感体现的更为明显。

（4）抑郁感和焦虑感

在快节奏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抑郁作为常见的负面心理，在老人群

体中也较为多见，主要表现为失眠、精神不振、焦虑不安等。这种抑郁

症在一些长期患有慢性病且治疗效果不佳的老年人中很常见，因对未来

充满悲观心理，觉得自己无一可取，加上与社会的逐渐脱节，心理上感

到很不安，整日焦虑烦躁、忧心忡忡（图 2.4）。老人的抑郁心理加重

了他们的焦虑感，而焦虑心理也会导致抑郁症的产生，老年人的焦虑心

理通常是由于家庭不和谐、繁琐事件干扰、身体不适或主观要求过高、

思想意识狭隘而引起
[6]
。

[6] 招穗峰.基于环境行为学的老人公寓空间设计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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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抑郁不安的老人 图 2.5 “老小孩”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4）退行性心理

社会普遍都有一种说法，就是老人越活心理状态越向小孩发展，老

年人所表现的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幼稚心理和行为，大家称之为“老小

孩”，而专业术语则称呼这一现象为“退行性心理”（图 2.5）。有的

老人会像小孩一样大哭大闹，因为他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甚至耍泼打

滚，还会因为渴望他人的关注，而无病呻吟，像小孩依赖父母一样地依

赖他人。喜好上也会跟孩童无异，对于童年时期的一些事物充满感情。

2.2.2 老年人行为特征

老年人日常行为的特征不仅与其生活环境、身体状况、经济条件、

文化背景和兴趣爱好等有关，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心理和生理条件的影

响，并且老年人所处环境与活动场所也制约着老年人的日常行为。退休

后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加，老年人渴望与他人交流，来丰富自己的日常生

活，其行为特征可分为以下几类：

（1）规律性和长期性

老年人常处于一种固定的模式，他们有固定的活动伙伴、固定的活

动场所以及固定的活动时间，老年人不愿做出太大改变，行为模式较为

单一，具有规律性。他们活动的范围往往很小，且伙伴多是老熟人，行

为模式具有长期性特点（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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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老年人日常活动 图 2.7 老年人集聚性行为活动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

《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2）私密性和集聚性

老人在交流活动时，会与跟自己有着相似背景、相似喜好、相似价

值观的其他老年人产生亲近感和共鸣，自然而然的集聚在一起，行为上

形成集聚性现象（图 2.7）。这种集聚性活动，多是相同爱好的老人聚

集在一起，旁边有一定数量的老人围观，主从协同的方式有助于促进活

动氛围，增加老年人之间的交流，提高老人的愉悦感。大多数老人都愿

意在户外进行活动，但也有少数老人，对于私密性需求更高，喜欢室内

的活动场所。

（3）共性化与个性化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活动行为中往往呈现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

点，老年人普遍喜欢的活动一般都具有共性，例如下棋、散步、跳广场

舞、打太极等等，而因为每个老人的自身条件不同，家庭情况、环境背

景的不同，他们的行为模式中又有着他们自己的个性化。

（4）观察性和社会性

老年人的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矛盾与特殊性，他们在享受独处时又

对与外界交流有所需求，因此他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确定自身存

在感和价值（图 2.8）。因老年人自身生理与心理方面的特征，其交往

的对象与方式相对固定。虽然老年人渴望结交朋友并扩大自己的交际

圈，但受到自身身体状况的限制，表现出更愿意与志趣相投的老年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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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差较大的晚辈交往的倾向
[7]
。

图 2.8 几个坐着观察他人的老人

（图片来源：红动中国）

2.3 老年人行为和心理需求

2.3.1 老年人心理需求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他

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五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

求、尊严需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针对以上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分析，其

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的心理需求，这些需求与老年人的生

活息息相关，非常重要，但在当前的养老机构设计中，却往往被人们所

忽视。

（1）安全需求

人到老年，常有恐老、怕病、惧死的心理
[8]
，这一种是老年人普遍

存在的心理状态。在基本生存条件被满足的前提下，安全需求永远是老

人的首要需求，随着老人身体机能上的逐步衰退和心理上的变化，其在

保护自身安全方面和适应周围环境方面的能力逐步减弱，在日常生活中

常易发生意外损伤事故，需要他人照顾起居，因此老年人十分注重自身

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中的安全性能。在养老设施的设计中，应强调无

[7] 孙樱等.北京城市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初探[J].地理研究.2001（05）：537-546
[8] 孟凡杰、蒋晓.浅谈老年人心理需求对设计的启发[J].大众文艺,.2012（13）：61-61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2

障碍设计，保障老年人活动过程中的安全顺畅，加强防火防盗、报警系

统等安全设施的配置，完善医疗护理体系，满足老年人对于安全性的心

理需求。

（2）归属感需求

归属感主要是指人作为社会和群体的一员，融入群体和社会的心理

感受
[9]
。老年人的归属感需求主要是希望自己能融入到集体生活和社会

活动之中，希望他人能接纳自己，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价值能

受到他人的认可，同时希望周遭环境能更加熟悉，充满家庭氛围，增强

自我归属感。

（3）交往需求

由于老人心理上的孤独感与寂寞感，老年人与他人交往、交流的需

求变得强烈，老年人急需一个多层次、和谐安定的交往圈，来排解内心

的空虚，满足其倾诉方面的需求。灵活的交往空间，可以增强老年人的

社会关系和领里关系，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

（4）私密性需求

根据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

自己的空间领域，如果该领域被侵犯，个体将在情绪与行为方面表现出

不满和抵抗
[10]
。老年人对于私密性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对其居住空间的设

计中强调私密性设计，一旦老年人觉得自己的隐私难以保证，他们就会

变得愈加焦虑不安，养老机构能够优化居住空间的设计，为老人提供私

密安静的生活空间，是老年人切实的心理诉求。

（5）舒适性需求

对于“舒适”这个词，日本学者从 8 各方面描述了生活环境的舒适

性：空气新鲜，无污染和灰尘；阳光充足；清净，没有噪音；绿化种类

丰富多彩；靠近水域；街道清洁、漂亮；有文物或者历史、国家纪念物；

有活动的场所
[11]
。在这其中，安静、空气、绿化被列为舒适性的基本要

素，也是老年人最为关心与需要的。良好的空间布局、适当的空间尺度、

[9] 汤羽扬、段伟.居住区中适合老年人的户外环境设计[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2（01）：28
[10] 严发.老龄化时代养老院建筑设计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2012：36
[11] 安然.住宅新时尚一一生态住宅[J].中国房地产.2002（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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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光照条件、合适的温度湿度、完善的服务设施等等都是老人生活

环境舒适的基本需求。

（6）价值感需求

老年人在心理层面上的失落感与落差感，会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价

值产生怀疑，特别是一些老人刚刚离职，认为自己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

专业所学，希望继续实现人身价值。在养老设施中提供学习的场所，开

展不同的文娱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提高生活热情度

的同时，满足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2.3.2 老年人行为需求

老年人的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其自身的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影

响，同时周遭建筑与环境也会对老人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老年人在受

到影响的同时，行为上又对其有着一定的诉求。

（1）安全空间的需求

老年人心理上对安全性的诉求，反应在行为模式上，就形成了对于

安全空间的需求，这个空间一般为老人所熟悉的室内空间，在不被外界

所干扰的同时，具备一定的私密性，可以同时满足老人心理和行为上的

安全需求。

（2）半私密空间的需求

因老年人行为模式中的集聚性和观察性，老年人在进行交流活动与

公共活动时，对于半私密性的空间需求很大，在半私密性空间中，老年

人不仅能参与群体的成组活动，还能观察其他老年人，兼顾个体活动行

为，老年人非常喜欢这种空间形式，对其的需求量很大。

（3）开放性空间的需求

老年人在进行群组活动和公共活动时，对于开放性的空间场所有一

定的需求，这类空间场所一般都是公园、绿地、广场等，环境相对集中，

活动类型相对多样化。这种开放性的空间场所，给老人提供了更多的交

流机会，丰富了老人的娱乐生活，可以有效地缓解老年人的孤独与空虚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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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老年人行为心理对环境设计的影响

2.4.1 室内空间环境

老年人因自身身体状况和行为能力的不同，对于室内空间环境设计

的要求也不同。自理老人因身体机能较好，行为能力较强，在室内空间

环境中对于交往空间、活动空间的需求较其他老人强烈；介助老人因为

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需要轮椅、扶手等一些外界帮助，这类老人对

于室内空间环境设计上的需求更倾向安全性与无障碍性；介护老人则因

为没有自理能力，难以参加外界交往活动，所以对于医疗护理设备方面

的需求更为迫切（图 2.9）。

图 2.9 介助老人的卫生空间环境无障碍设计和介护老人的舒适性居住空间环境

（图片来源：石程.《基于环境——行为关系理论的老年公寓空间环境设计研究》）

不仅在室内空间尺度、设施布局上要满足老人的舒适性需求，还要

在基于老人特殊的视觉、听觉、触觉上对空间环境内的色彩、光线、材

质进行设计，营造舒适的室内空间环境，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在一

些大型的室内空间环境设计中，如大型商场、超市等老年人会经常光顾

的地方，对于老年人的行为心理需求也会有所考虑，通常是将老年人的

需求与残障人士的需求统一，进行无障碍设计（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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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国外某商场里的无障碍通道设计和无障碍辅助设备说明书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2.4.2 室外空间环境

老年人由于心理上对交往空间的需求，行为上对开放空间的需求，

形成了室外空间这一块更加灵活、舒适、安全、多变的设计。老年人在

进入一个陌生新环境时，心理上普遍感到缺乏归属感，难以融入新环境，

这时候的他们对于交流与活动的需求就会变大，室外空间设计上的灵活

性和人性化可以促进老年人的交流活动，满足他们的行为心理需求，提

升他们的身心愉悦感（图 2.11）。

图 2.11 室外空间环境中增设座椅、修建晨练步道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因老年人心理和行为上都对安全性和舒适性有更高需求，在室外空

间环境设计上就要把便捷性与安全性放在首位。这其中最重要的设计就

是无障碍设计，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能够方便、安全的在室外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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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区域活动，到达室内外各个空间领域，能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提

升老人们的积极性，对他们的行为心理上的健康发展有帮助。如图 2.12，

很多本该修建楼梯的落差空间都进行了缓坡设计，并在缓坡旁安装扶

手，保障老年人出行的安全；很多室外空间的楼梯上都会安装一个可以

供轮椅上下楼的装置，如果场地或者其他因素不能安装电梯，那么这个

装置就给那些坐轮椅出行的老年人提供了便利。

图 2.12 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考虑的室外空间环境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第 3章 养老院空间环境分析与研究

27

第 3章 养老院空间环境分析与研究

3.1 养老院的空间环境类型

养老院的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进行划分，可以依据空间的功

能、空间的形态、空间的组成形式、空间的室内外关系等等，人们普遍

对于空间上的划分都是分为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在养老院环境设计

中，我们可以根据使用人群和功能特点的不同，将养老院的空间环境分

为以下几类：

（1）居住空间

居住空间是与老年人生活联系最密切的空间，老年人在这个空间里

停留的时间最长，使用这个空间的频率也最高。这个空间作用是给老人

提供生活起居的活动空间，就像普通家庭住宅里面的卧室，是一个养老

院空间环境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

（2）交通空间

交通空间是指老年人出行活动的空间，这类空间的主要作用是把各

个分散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为老年人在养老院各个空间环境中移动提供

场所，也是整个养老院中最强调安全性、无障碍设计的空间。

（3）公共活动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是老年人除居住空间外，使用频率最高的空间，老年

人在这个空间中进行日常休闲活动和交往交流活动。这类空间分为室内

公共活动空间和室外公共活动空间，对于开放性与半私密性的需求也最

强烈。

（4）服务空间

服务空间包括生活服务空间与医疗护理空间，生活服务空间主要是

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务设施，医疗护理空间则多见于介护老

人使用，是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的空间，这类空间在养老院空

间环境设计中是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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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养老院各空间环境的配置需求

3.2.1 私密性需求和舒适性需求

养老院的居住空间一般根据老人的数量分为单人间、双人间、三人

间和四人间，在这个空间内，老年人最主要的心理需求就是私密性需求

和舒适性需求。起居室的面积大小应由使用人数确定，日本相关规范规

定，起居室的人均面积不宜小于 2 ㎡
[12]
。

3.2.2 无障碍需求和易识别需求

养老院的交通空间主要包括入口空间、走廊和楼电梯间，应具备良

好的导向性和人流分流功能，在这个空间里，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安全性

和无障碍性，在走廊两边配备双层扶手和适当的休息区域，同时要考虑

其易识别性的设计。这个空间的作用是帮助老人快速、安全的抵达目标

区域。

3.2.3 安全性需求和交往需求

养老院的公共活动空间一般分为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室内空间一

般包括餐厅、娱乐室、多功能厅和阅览室；室外空间一般包括公共活动

场所、健身器材区，因此在设计上应注意采光通风和安全性，同时空间

布置上要满足老年人对开放性空间的需求，不宜进行封闭空间环境设

计，以此来满足老年人的交往需求。

3.2.4 自主性需求和健康需求

养老院的服务空间由两部分组成：生活服务和医疗护理。生活服务

空间主要是养老院的服务人员在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洗衣房、排污处理

室、办公区域等；医疗护理空间主要为介护老人使用，包括类似医院的

[12] 建筑思潮建筑所编.建筑设计资料 71 特别养护老人ホーム[E].东京：建筑资料研究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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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室、诊断室等，在这个空间里主要是满足老年人的自主性需求和健

康需求。

3.3 养老院案例分析

3.3.1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

（1）案例概况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位于法国图瓦雷市，总建筑面积为 6377 平方

米，是一栋拥有 85 张床位的 3 层楼建筑，整个养老中心是由原本仅有

20 张床位的养老院扩建而成。扩建后的养老中心设有失能老人护理中

心，可容纳 14 名失能老人、一个日间老人接待中心和一个普通养老公

寓，可容纳 71位老人。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的设计理念是将养老中心变成城市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致力于为每位用户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
[13]
。养老中心在

设计上很注重城市公共空间与养老院空间之间的过渡关系，因其选址上

的有利条件，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可以有效的将入住老人的生活融入到

城市住宅之中（图 3.1）。

图 3.1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总平面图

（图片来源：哈法勒·布莱道、阿梅尔·勒·穆埃里克、巫智健.

《融入社区的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

[13] 哈法勒·布莱道；阿梅尔·勒·穆埃里克；巫智健.融入社区的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J].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2016
（08）：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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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设计分析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在公共设施的配套上，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参

与性和互动性。结合法国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将多功能厅

和游戏场空间放置在养老中心最醒目的位置，让住在养老中心附近的居

民也可以免费使用这些场所空间，进行家庭活动和聚会等，促进老年人

的交流交往空间，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活力。此外养老中心的停车场在配

置上也与周边居民区的需求相兼顾，且为了能更好的融入到城市居住住

宅环境中，养老中心是沿着用地两侧的道路进行延伸的，在中间有一个

对外开放的绿化庭院，增加空间层次感（图 3.2）。

图 3.2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的中心绿化庭院、露台

（图片来源：哈法勒·布莱道、阿梅尔·勒·穆埃里克、巫智健.

《融入社区的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

从外部识别建筑内部的不同功能是帮助项目融入周围环境的重要

手段
[14]
。在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老年人对于建筑

物易识别性的需求，在建筑物的外立面设计中将其进行分组，每个模块

都代表着一种空间功能，让不同视角观察养老中心的人也能很明确的知

道其功能作用。在与外部环境进行联系时，养老中心加强了建筑的多样

性，采用了一些特殊的建筑材料和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元素来呈现，例如

在建筑物中有一侧立面由混凝土制成，就像一个窗帘（图 3.3）。

[14] 哈法勒·布莱道；阿梅尔·勒·穆埃里克；巫智健.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J].2016（08）：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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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建筑物的外立面

（图片来源：哈法勒·布莱道、阿梅尔·勒·穆埃里克、巫智健.

《融入社区的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

在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老年人心理

上的归属感需求和家庭感需求特别重视，老年人离开家庭、进入陌生的

新环境，容易产生焦虑感和孤独感，他们需要确保空间环境对他们来说

是安全的、健康的，还要重新找到自己所熟悉的一些事物来增强归属感。

因此养老中心的住居空间设计就十分注重家庭化，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小

型的无障碍厨房和浴室，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习惯来自主选择

居住空间墙面的颜色和材质。此外，在对养老院进行改造时，管理者还

在造价不变的基础上，对房间加大尺度，使房间更具有灵活性，老人可

以在居住空间中放置一些自己熟悉的家具，提高老年人居住空间舒适度

（图 3.4）。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2

图 3.4 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的一些室内空间设计

（图片来源：哈法勒·布莱道、阿梅尔·勒·穆埃里克、巫智健.

《融入社区的法国图瓦雷养老中心》）

3.3.2 日本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

（1）案例概况

日本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平塚市，

于 2011 年的 8 月 1 日建成，建筑面积为 4644.86 平方米，占地面积

为 3277.10 平方米。整个养老机构建筑物分为三层，一层是日照中

心，专为居家老人提供服务，可接纳 50 名老年人；二层是为介助老

人提供服务的区域，可接纳 55 名老人，三层则是介护老人照料区域，

可接纳 45 名老人。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是将养老院与平塚

共济医院和金目齿科医院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养老机构（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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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建筑外观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2）案例设计分析

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建筑，

每层的功能不同，用来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求。其中一层是日间护

理中心，是专为满足白天需要人看顾，晚上会回到自己家中过夜的

老人的需求而设的，为老人提供餐饮、医疗、淋浴、护理等各项服

务，并有专车对老人进行早晚接送（图 3.6）。

图 3.6 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一层平面图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养老机构二层就是为常住的介助老人提供服务的区域，在这个

区域的居住空间设计上，将外墙的立面设计成凹凸不平的锯齿状，

就是为了确保每个老人的床边都有一扇窗户，老人可以看到外面的

风景，增强老人的愉悦感（图 3.7）。同时为了保证老年人的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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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求，在每个床位上都设置了可移动的帘布，并且为了兼顾采光

需求和舒适性需求，柜子顶端预留了 60 厘米的空间，隔断帘的顶部

进行了镂空设计（图 3.8）。

图 3.7 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二层平面图 图 3.8 隔断设计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在三层居住的老人则是介护老人（图 3.9），他们中有的老人

有一定的认知障碍，安全是设计中的首要考虑因素，智能化设施的

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空间的安全性。为了防止失智老人误开

窗户造成人身伤害，图 3.10 中圈出的部件限定了三层的每个房间窗

户都只能打开 15 厘米宽，但如果一旦报警器响起，这部分将沿着轨

道自动滑动到最左侧，来确保老年人与工作人员可以安全逃生。

图3.9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三层平面图 图 3.10窗户上的智能化设计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在日本，养老机构的服务理念是“自立支援”，他们会让老年

人自身所拥有的生活自主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帮助老年人提高生

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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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的心中，沐浴与吃饭和睡觉同样重要，是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为了解决老年人如何泡澡的问题，フィオーレ湘南真

田养老机构在淋浴间特别安排了防滑座椅并安装了扶手，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可以坐在轮椅上洗澡。养老机构的设计还考虑了老人的泡澡

需求和洗浴安全，用扶手在泡澡池中隔成了五个位置，老人可以一

边泡澡一边通过扶手来保持平衡。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有为其专

门设计的泡澡浴缸，老人可以坐在轮椅上滑至浴缸中，然后关门放

水，老人就可以舒适的享受泡澡了（3.11）。

图 3.11 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为不同需求的老人提供的淋浴设计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也非常重视一些细节上的适老化

设计，建筑物墙面上所有的转角位置都安装了防撞角，地板采用的

是防滑地胶；和室是传统日本房屋所特有的房间，为了给老人营造

出温馨的家庭氛围，养老机构专门建造了一个和室，从窗外看出去

是光庭，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采光，还使老年人能观赏到传统的

日本风景园林；公共活动空间区域设计的宽敞明亮，以便老人有充

分的交流和活动空间；针对部分老人需要私密区域来交谈的需求，

养老机构专门设计了有隔断的谈话区；对于介助、介护老人希望恢

复健康的诉求，养老机构设计了康复训练室，由专业的康复训练师

来指导帮助（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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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フィオーレ湘南真田养老机构的一些细节设计

（图片来源：阿沐养老）

3.3.3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

（1）案例概况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

横西街 92 号，该养老机构总面积为 2858 平方米，可供 120 名老人

入住，主要为自理、介助、介护、失智和需要日托照料的老人提供

服务。

养老机构地处首都的核心区，闹中取静、环境优美，在双槐里

小区的内部，北靠法源寺，南临万寿公园，东与宣武区残联隔街相

望，地理位置条件良好，且周别医院众多，配套设施完整（图 3.13）。

图 3.13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地理位置

（图片来源：昱言养老）

（2）案例设计分析

整个养老机构的设计风格根据当地特色设计成仿古中式庭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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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并从京城环境中提取元素，以北京特有的朱砂红作为主色调，

墨绿色、橙红色和黄色进行辅助，在空间上达到和谐统一，为老人

营造舒适、具有归属感的养老空间。

养老机构的墙面和地面采用仿古砖的灰色材质，在出入口跟房

间门窗的设计上均是使用红色的古风庭院样式（图 3.14）。

图 3.14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仿古中式设计

（图片来源：昱言养老）

在通往公共活动空间的交通空间中，不仅进行了无障碍设计，

还用强化玻璃打造了一个阳光大厅，充分满足老年人对于阳光的需

求。院内还有阅览室跟多功能大厅，老人不仅可以安静悠闲的读书

学习，还可以组织参加一些文娱活动，锻炼身体（图 3.15）。

图 3.15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阳光大厅

（图片来源：昱言养老）

在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室内公共活动空

间设计中，餐厅里面的桌椅不仅均按照适老化设计进行光滑、弧形

的设计，还考虑到老人的舒适性需求，给每个座椅增设了暖坐垫（图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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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餐厅适老化设计

（图片来源：昱言养老）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设有单人间、双人间、

三人间和五人间，共 120 张床位。在居住空间设计中，使用的护理

床具有整体升降的功能，可以让老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床的高低，

提升空间舒适性（图 3.17）。此外，每间房都配有独立卫生间，方

便老人起夜，且配置辅助扶手，洗手台上的水龙头是可伸缩的，方

便坐轮椅的老人使用（图 3.18）。

图 3.17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居住空间设计

（图片来源：昱言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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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卫生间设计

（图片来源：昱言养老）

在养老机构的交通空间设计中，随处可见辅助扶手，保障老年

人的出行安全；屋顶上的装饰画也考虑到了老年人对于“福寿”的

渴望，以五只蝙蝠环绕“寿”字来表达对老年人的美好祝福；长廊

古风满满，阳光透过横栏投射在地面，让一些喜欢拍照的老人流连

忘返（图 3.19）。

图 3.19 北京金泰颐寿轩白纸坊街道养老照料中心的交通空间设计

（图片来源：昱言养老）

3.3.4 养老院案例总结

根据以上国内外的几个养老院设计案例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

几点：

（1）养老院配套设备要齐全，保障无障碍设计

养老机构应按根据不同的规模提供与规模相相匹配的设施设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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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老年人身体机能上的衰退，行动上的受限，建筑物层数应该尽量控制

在 3 层以内，如果建筑物过高，要配备升降电梯，保障老年人出行的便

利与无障碍，增加老年人与外界交往交流的行为。

（2）养老院环境设计要因地制宜、创建归属感

养老院在空间环境设计上，要考虑当地风俗习惯与特色，还有当地

的一些气候条件，不能模式化的进行养老院空间环境设计，要让老年人

在养老机构里有归属感，家庭式环境氛围的营造很重要。

（3）养老院的空间环境要具有灵活性与多功能性

养老院的室内外环境设计要有一定关联性，居住空间可以进行一些

灵活化设计，注重老人情感关怀，调动老人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让老人

有参与感；室外空间景观可以根据一些颜色、光影上的设计增加空间感

与生气，为老人提供一些身心上的良性刺激。

（4）改造养老院要结合旧有环境，营造熟悉氛围

如果是在原来的养老院基础上进行扩建或改造的项目，应该考虑老

人对于旧有环境的情感，既要使用体现当代时代性的手段来表达建筑之

新，又要提炼原有的建筑元素、象征符号
[15]
，使老年人在新养老院中感

到更加熟悉，心理上更有安全感。

[15] 招穗峰.基于环境行为学的老人公寓空间设计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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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的养老院环境设计

4.1 设计原则

（1）以老年人需求为基础

“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养老院是为老

年人提供服务的，那么老年人作为使用者，是最具有话语权的。在设计

上要体现人性化、适老化，也要根据不同老年人的需求做出灵活的变通，

不能仅仅照搬模式化设计，一些书本上没有提到的设计要点也要站在老

年人的角度去充分考虑。

（2）创建多样化空间环境

一个既定场所，容纳不同功能使用的多样化程度，具有一种我们称

之为活力的特性
[16]
。老年人因闲暇时光较多，所以日常最常做的事就是

交往交流，交往空间的层次多样，可以满足不同老人的选择需求；在单

一的空间环境中，提高其功能上的多样性，有利于提升该空间的使用率；

各个空间中的联系多样，可以让老人快速便捷的到达目标空间，也可以

触发空间的偶然性功能。

（3）努力营造家庭氛围

老年人对“家”的依赖很深，所以养老院设计的核心跟目的就是要

努力的营造出家庭氛围，让老年人有归属感，养老院的各个空间环境要

根据不同老人的生活习惯和活动范围进行多层次的划分，要让老年人对

不同空间环境和人群产生依赖感，感觉像在自己的家中一样舒适，才能

创造老年人心理上的归属感。

4.2 设计策略

一、居住空间环境设计

居住空间是老人停留时间最长、接触最多的空间，这个空间也是最

接近家庭住宅的地方，在空间环境上尽量与家庭住宅空间环境接近，可

[16] 扬·盖尔、何人可.交往与空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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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老年人心理上的归属感，使他们尽快融入新环境。

（1）卧室

①、国内普遍的养老院都会把卧室与起居室合并在一起，这样的设

计实际上很像宾馆而非住宅，因此在设计上应尽量遵循家庭空间的组成

模式。如果起居室与卧室合用，最小的使用面积为 20平方米（图 4.1）。

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人合住一间时，要注意空间的分隔，保

障老年人私密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措施的配置，比如在床头安装急救

呼叫器，避免因太过私密而在老年人需要帮助时无法及时知晓。地面尽

量采用木地板或者弹性较好的塑胶板，以减少老人起夜走动时带来的不

必要的噪音。

③、老人由于特殊的生理机能，对于光线、气味等需求很严格，卧

室应该使用天然采光，保障卧室的明亮，并自然通风，防潮壁纸上可以

让老年人自主选择样式，增加老人的自主性。

④、老年人喜欢缅怀过去，对自己保留的旧物件十分重视，因此卧

室中应设置一定的收纳空间来存放这些物件。

图 4.1 养老院居住空间环境中卧室的设计

（图片来源：美国建筑师学会.《老年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

布克设计.《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2）起居室

①、起居室作为老人在居住空间内的主要交流活动空间，应设置适

当的座椅，并预留出足够的空间供轮椅老人活动。

②、起居室地面墙面应采用耐撞防滑材质，墙角部位设置一定的保

护措施或做成圆角、切角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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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起居室内可以预留出一定的空间让老年人摆放自己家带来的

家具物件，增强空间环境的家庭氛围。如果起居室空间不大，可以多设

置一些储物柜，老年人对于储物柜的需求普遍很大（图 4.2）。

图 4.2 老年人通常会在起居室摆放自己喜欢的物件

（图片来源：美国建筑师学会.《老年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百度图片）

（3）卫生间

①、卫生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间，用来满足老年人如厕、

洗漱等个人生理行为的需求，对于其无障碍设计的要求也很高。

②、根据老年人的人机工程学，结合其行为特征，轮椅老人在使用

洗手台时，洗手台的高度应保持在 750mm 至 800mm 之间，洗手台底部的

进深空间高度应在 690mm 左右，深度应在 550mm 左右，洗手台应选择无

尖角的造型，在外延可设置触感温和的扶手，保障老年人的安全。

③、因为老人生理上的需求，可以配置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座便器，

并在两侧设置垂直高度为 700mm 的无障碍扶手，来帮助老年人如厕（图

4.3）。

④、卫生间要注意干湿分离，地面铺装可采用橡胶材质的防滑材料，

确保老年人的行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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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卫生间的无障碍设计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4）阳台

①、阳台是老年人在居住空间环境中最喜欢的位置，老年人既可以

通过这个半私密空间观察他人，也可以与外界自然环境产生联系。因为

老人对于光照的迫切需求，所以阳台设计要注意朝向。

②、根据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的不同，阳台可以采用半封闭、封闭

或者开敞的形式，安全净宽要大于或等于 1.5 米，栏杆高度要大于或等

于 1.1 米，同时地面铺设防滑材质（图 4.4）。

③、阳台上要设置座椅，方便老人晒太阳或者进行交谈，各个阳台

之间的隔断可以设计成透明玻璃或者可打开的栅栏，也可以几个居住空

间共用一个大阳台，促进老人之间的邻里交往（图 4.5）。

图 4.4 适合老年人使用的阳台尺寸 图 4.5 阳台上设置座椅

（图片来源：王江萍.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

《老年人居住外环境规划与设计》） 《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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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空间环境设计

对于不同身体机能的老人，交通空间的使用频率跟使用方式也不

同，除了长期卧病在床的老年人，大部分老人都会频繁使用交通空间去

往各个不同的空间进行活动，出行无障碍设计，是满足老人心理行为上

对于安全性需求的基础，也是整个交通空间设计的基础。

（1）入口空间

①、入口空间包括养老院的主入口和各个空间室内外过渡入口区

域，其主要作用是连接室内空间与外部环境，承载人流聚散的功能。

②、入口空间应把安全性放在首位，作为养老院中人流量较大的空

间，老年人日常使用较为频繁，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在空间过渡上

增加平滑的曲线。为了在发生意外事故时，老年人能快速安全的达到安

全空间，入口空间在设计上应注意对老年人的组织与分流，保证老年人

安全有序的出行。

③、入口空间还应该具有良好的导向性和易识别性，老人由于记忆

力的衰退，很可能突然找不到目的地空间的方向在哪，入口空间通过一

些醒目的色彩或标识，来引导老人找到垂直交通空间与其他空间的方

向，强化老人对于入口空间的记忆（图 4.6）。

④、入口空间在尺度上应根据养老院的人流量大小来决定，可以增

设一些座椅或者装饰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元素，增加其空间的功能性

（图 4.7）。

图 4.6 国外某养老院的主入口设计

（图片来源:美国建筑师学会.《老年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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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日本养老院入口的风除室设计和国外某养老院入口设置了座椅

（图片来源：顾志琦.《养老设施的主入口公共空间设计》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美国建筑师学会.《老人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

（2）走廊

①、走廊作为交通空间中最常见的功能空间，主要作用是将建筑物

内部同一平面上的不同功能空间联通起来，它是养老院中各个空间的要

道。

②、从老年人的行为需求出发，走廊的宽度应确保老年人在使用轮

椅或拐杖时能安全通过，单个轮椅所需的走廊净宽为 1.2 米
[17]
，走廊的

有效宽度为 1.5 米以上，如果走廊宽度不够，应在走廊两端设置轮椅回

转空间。

③、走廊的墙壁应设有双层扶手，高度为 0.9 米和 0.65 米，扶手

为直径 40mm 至 50mm 之间的触感温和的圆杆。

④、走廊地面要采用防滑的材质，不要有地面台阶，如果出现高低

不平的情况，应采用坡道设计进行过渡。

⑤、走廊应选择直线并且少转弯的形式，有利于老年人更清楚目的

地的距离，减少心理负担，转角处要做圆滑处理或防撞处理。

⑥、在走廊上的不同功能空间要进行不同的易识别性设计，比如居

住空间的门可以在走廊空间的垂直墙面中凹进去一点，颜色跟材质上也

与走廊空间的垂直墙面区别开，让老年人能更清楚的知道目的地空间的

方向，提高功能空间的识别性。

[17] 日本建筑学会、杨一帆.新版简明无障碍建筑设计资料集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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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走廊两侧的墙面也可以适当的添加当地特色元素或老年人熟悉

的事物，增加走廊的空间层次和老年人心理上的归属感（图 4.8）。

⑧、老年人的交往具有随机性，走廊也是他人和喜欢进行交流的一

个空间，因此在走廊两侧适当的添加座椅，不仅可以让身体机能受限的

老人进行休息，还可以促进老人的交流交往行为（图 4.9）。

图 4.8 老年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布置走廊居室入口空间

（图片来源：林靖怡.《老年护理机构的功能空间配置研究》.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图 4.9 养老院走廊布置座椅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美国建筑师学会.《老人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

（3）楼电梯间

①、楼电梯间是供老人在建筑物内部不同的垂直空间之间相互通行

的过渡空间，不仅是垂直的交通空间，还是重要的紧急疏散通道。

②、楼梯的尺度设计应根据老年人的行为需求来决定，楼梯净宽不

宜小于 1500mm，每个踏板的高度应该小于或等于 150mm、宽度小于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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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00mm，楼梯应设有连续高度为 0.8 米至 0.85 米的扶手，扶手的材料

应采用优质木料等具有良好触感的材料制成
[18]
。

③、楼梯地面应铺设防滑材质的地板，并在每个踏板的边缘设置防

滑条，防滑条不宜凸起。

④、楼梯要保持足够的光照，如果自然条件不允许的，也要增加地

灯或者多灯的照明形式，保障老年人的出行安全。

⑤、三层及三层以上的养老院建筑应该配备升降电梯，方便上下楼

梯不方便的老人使用。电梯应该选择开关门、升降速度慢，并配有监控

系统的，电梯门的宽度不应小于 0.8 米，电梯进深不应小于 1.35 米，

这样才能保障轮椅老人的顺畅出行（图 4.10）。

⑥、楼梯跟电梯要具有一定的易识别性，有些老人记忆不好，容易

忘记楼层或丧失方向感，因此在设计上必须有醒目的标识设计，来增加

老人的记忆点（图 4.11）。

⑦、楼梯每上升 1.5 米的时候，宜设立休息平台，在休息平台上可

以设置一些座椅，方便老人交往，电梯口的空间允许，也可以放置座椅，

老人在等电梯时可以休息，也能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流行为。

图 4.10 日本 LongJobrum 老年公寓电梯间环境设计和无障碍设计

（图片来源：美国建筑师学会.《老人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百度图片）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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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养老院的楼梯设计跟楼层标识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三、公共活动空间环境设计

考虑到老年人的心理行为需求，公共活动空间一定要有足够的容量

来容纳老年人进行活动，老年人活动行为的区域性和聚集性往往使老年

人倾向在固定的时间段和场所进行活动
[19]
。

（1）餐厅

①、公共餐厅是老年人一天三次固定前往的场所，因此要尽量与居

住空间靠近，方便老人快速到达。

②、公共餐厅要提升就餐环境，注意采光通风，让老年人呆在这个

空间里感到舒心，促进老人的交往行为。

③、很多养老院的公共餐厅设计的模板化，类似学校餐厅一样使用

固定的桌椅阵列式排放，这样的设计降低了老人用餐时的舒适性，对于

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也不方便，应该像家庭化餐厅靠拢，桌椅可移动，

方便老人自己进行个体、成组或者聚集形式的行为活动（图 4.12）。

④、餐厅桌椅可铺设软垫、桌布，让老年人感到家庭般的归属感的

同时，愿意停留在这个空间进行交流交往行为。

[19] 石程.基于环境一一行为关系理论的老年公寓空间环境设计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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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餐厅灵活性的环境设计

（图片来源：美国建筑师学会.《老人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

（2）娱乐室

①、老年人在娱乐室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不仅

能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满足其价值感需求，还能扩大老人的交际圈。

②、娱乐室可以根据老人活动的特点进行动静分区，避免一些激烈

吵闹的娱乐活动对相对安静的娱乐活动进行干扰，同时为了空间的充分

利用，一些特点相近的娱乐活动可以进行合并（图 4.13）。

③、为了使老年人更方便快速的到达，娱乐室应该加强与老人居住

空间和主要交通空间的联系。

图 4.13 娱乐室可以跟餐厅空间合并进行多功能的环境设计

（图片来源：美国建筑师学会.《老人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

布克设计.《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3）多功能厅

①、多功能厅作为老人室内公共活动空间中最大型的休闲活动空

间，要有足够的空间让老人来开展大型活动，空间上一定要具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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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多功能厅的大小宜方正，同时配备的桌椅等设备要是可灵活移

动的，方便老人组成不同的行为空间进行活动，一些介助老人也可以在

多功能厅中安全自由地开展活动（图 4.14）。

图 4.14 养老院多功能厅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室内活动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4）阅览室

①、阅览室是老人学习读书的地方，对于安静的需求也最大，阅览

室的位置应该在靠近居住空间的相对安静的区域。

②、考虑到老年人心理行为上的特殊性，阅览室要注重营造温馨、

柔和的室内空间环境，注意采光通风，让老年人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感到

身心的舒适（图 4.15）。

③、阅览室主要是由自理老人和介助老人使用，所以应该放置可以

调节高度的桌子，为介助老人提供书籍的书柜应低于 1.5 米，被配备相

应的无障碍设施。

图 4.15 草甸湖退休社区阅览室和苏州吴江乐龄养老院阅览室

（图片来源：美国建筑师学会.《老年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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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室外公共活动场所

①、养老院中除了建筑物外的室外空间，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进行公

共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老年人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

因此空间必须合理分布，动静结合。

②、室外公共活动场所要考虑老人对自然环境亲近的需求，绿化上

要以植物作为设计核心，并结合景观小品、铺地和适当的水体等元素，

植物配置上要统筹规划，保证老人在四季都能看到色彩丰富的植物，并

通过树木、灌木和草地来增加空间的层次性（图 4.16）。

③、老年人在室外活动还需要一块开阔无遮挡物的场地，可以在阳

光充足的时候组织大型室外活动，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④、老年人在进行相对静态的室外活动行为时，需要一个相对半私

密性的空间环境，可以利用植物、座椅、铺装的合理搭配，形成一个个

小规模空间，满足老年人不同的交往需求（图 4.17）。

图 4.16 养老院的室外环境层次丰富 图 4.17 室外半私密性空间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6）健身器材区

①、健身器材区是养老院室外公共活动空间中相对动态的空间，老

年人不仅可以在此空间锻炼身体，还能进行交流活动，所以尺度上不宜

过大，附近要有适当的绿化植被，增加柔性空间的设置，使老人产生领

域感，增强老年人的安全感（图 4.18）。

②、在健身器材区周边要设置适当的座椅，不仅可以让老年人在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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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身体后可以休息，还能促进老年人的交往活动。

图 4.18 武昌区复兴路社区童心苑养老院的健身区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四、服务空间环境设计

服务空间一般都是独立设置的一个空间，但它却与老年人的生活息

息相关，它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还保障了老年人生活的正常

运行。

（1）生活服务

①、生活服务空间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所需相关服务的空间，随着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其对于生活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也在提高，所以

生活服务上要有灵活性。

②、生活服务对于自理老人和介助老人的影响最大，生活服务空间

的配置会影响到老年人以往所习惯的生活行为模式。

（2）医疗护理

①、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的受限，使其有时难以外出就医，而现在

社会普遍提出的“医养结合”，就是将医疗空间设置在养老院中，安置

在居住空间就近位置，形成合理的医疗护理线路。

②、护理线是指护士工作区与老年人生活区之间的关系
[20]
，高效合

理的护理线可以扩大医疗护理空间的服务范围，有利于有护理需求的老

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护理（图 4.19）。

③、医疗护理空间还要注意老年人心理上对于私密性的需求，与人

[20] 格伦.医院护理单元功能和空间的系统研究[J].华中建筑.2005（02）：69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4

流多的交通空间进行一定的隔离，避免老年人产生对于空间环境的不安

感。

图 4.19 护理站能更便捷的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4.3 设计评价

在设计养老院环境时，我们应该根据设计原则，采用一定的设计方

法，对设计过程和结果进行实际判断和价值识别。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

的养老院环境设计评价方法应从社会性、技术性、适用性以及创新性四

个角度出发，对设计过程可以采用线段法评价，如表 4.1。

表 4.1 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的养老院环境设计线段法评价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评价角度 程度评价 评价说明

设计是否对养老院实

地考察与调研

从低到高共 5 个程度 程度越高说明设计项

目的前期调研做的越

充分

调研数据是否详细记

录并进行分析

从低到高共 5 个程度 程度越高说明养老院

数据信息越准确

设计是否以老年人的

切实需求为基础

从低到高共 5 个程度 程度越高说明设计过

程是按照设计原则来

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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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采用的方法是否

正确

从低到高共 5 个程度 程度越高说明设计过

程是采用了设计方法

来完成的

设计过程中是否有对

老年人行为心理的跟

进跟改进措施

从低到高共 5 个程度 程度越高说明设计越

具有可靠性跟适用性

设计是否具有创新性 从低到高共 5 个程度 程度越高说明设计越

合理且有创造性

设计中形成的养老院

空间环境是否符合老

年人行为心理需求

从低到高共 5 个程度 程度越高说明设计成

果越符合预期结果，设

计越具有可行性

对于设计结果，则可以采用坐标法评价，如图 4.20。面积越大，表

示设计结果越合理，这样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设计的优点、缺点在哪。

图 4.20 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的养老院环境设计坐标法评价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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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设计实践一一以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为例

5.1 项目缘由

5.1.1 武汉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根据武汉市民政局于2019年 1月 14日发布的武汉人口老龄化报告

可以看出，截止 2018 年底，武汉市户籍总人口数为 883.73 万，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人人口数达到 187.94 万，占总人口的 21.27％；65 岁及以

上老人人口数达到 124.45 万，占总人口的 14.06％，首次突破 14％，

老年人总数比 2017 年增加 9 万人，老龄化程度相比 2017 增长了 0.32

个百分点，武汉市已进入“深度老龄化”（图 5.1）。

图 5.1 2010 年以来武汉市老年人口数量（万人）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绘）

2010 年至 2013 年，武汉市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量为 5 万左右，然

而 2014 年至 2018 年，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量均超过了 6万，这表明武

汉正处于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武汉市自 1993 年步入人口老龄化，

到 2018 年步入深度老龄化，这期间仅用了 25年，可见武汉市人口老龄

化的发展迅猛。随着武汉市老年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多，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问题愈加明显，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引起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特别是

深度老龄化问题，对武汉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提出了更大、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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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21]
。

5.1.2 武汉市养老院现状

截止 2018 年，武汉拥有多达 197 家养老机构（包括社区养老院），

其中包括 15家公办养老机构，入住的老人达到 8000 多人，预计到 2020

年，还需要增加大概 200 家的养老机构
[22]
。武汉市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

子女养老负担太重，需要社会养老机构的支持，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

开始接受去养老机构养老。

2019 年 2 月份，湖北对星级养老机构进行了评估，武汉市“挂星”

的养老机构共 16 家，分别是五星级 2 家、四星级 5 家、三星级 9 家，

它们拥有不同的服务特色，星级越高代表综合能力越强。在这些养老机

构中，江汉区社会福利院被授予了全国首张“五星级”养老服务认证证

书，被称为养老服务“江汉模式”。

但是根据前期调研发现，武汉市多数养老院的设备陈旧，环境缺乏

生机，特别是一些早期建成的公办养老院，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空间

有限，建筑物的相关配套设施不足，空间环境上的设计也不充分。近期

新建的一些养老院都在城市周边，离市中心较远，交通不是很便利，但

空间尺度大，环境依山傍水，设施齐全，一般都配有医院系统，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5.2 项目背景

5.2.1 项目概况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是一所公办养老机构，始建于 1950 年，经过快

70年的不断改建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完整的庭院式建筑群体。总建筑面

积为 5800 多平方米，共有床位 300 个，入住老人 284 位，其中女性老

人大约占 70％，男性老人占 30％。养老院主要是为周边街道的自理老

[21] 王荣海.武汉首次进入深度老龄化[N].楚天都市报.2019-1-15（13）
[22] 武汉市民政局.mzj.wuhan.gov.c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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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介助老人和介护老人提供生活环境和服务设施。

养老院与武昌区民福老年病医院结合起来，实行“医养结合”政策，

自 1994 年在院内开设护理医院以来，养老院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成为

了拥有独立诊疗资格的养老院，老人在院内即可实现生活、医疗、康复

无缝对接。

目前武昌区社会福利院还开设了大成社区分院和胭脂路社区分院，

实施了“一院多点”的“1 + N”连锁经营模式，达到了机构养老、社

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三者的有机整合。

5.2.2 地理位置分析

图 5.2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区位分析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改绘）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位于武昌区粮道街办事处粮道街 109 号，东边靠

近古建筑古楼洞，西边是长江，南边可以看见黄鹤楼，北边是花园山。

养老院位于武昌的老城区，周边遍布居民区，人口密度大，具有深厚的

城市文化底蕴。面朝马路，附近的公交站点可坐车直达武汉其他区域，

武昌区社

会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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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布局整体呈“L”型矩形，空间开阔（图

5.2）。

5.2.3 气候条件分析

武汉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性（温润）气候，

具有常年雨量丰沛、热量充足、雨热同季、冬冷夏热、四季分明等特点
[23]
。年平均气温在 15℃至 17℃之间，年降水量在 1150 毫升至 1450 毫

升之间，降雨集中在每年的 6月到 8月。

5.3 前期调研

5.3.1 养老院环境现状

（1）养老院建筑布局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是以建筑围合的形式设计，共有八栋有效建筑和

一栋荒废建筑，在空间布局上为多层集中式布置，建筑围合形成三个串

联的空间。

整个养老院只有一个主出入口，与粮道街相联通。一号楼在大马路

上，是武昌区民福老年病医院，有八层楼高，设备齐全，主要是介护老

人和一些身体不适的老人居住就医的地方；二号楼是栋两层建筑，主要

是后勤与办公区；三号楼是养老院的职工义工培训学习的地方以及日托

老人的活动室；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号楼分别是三栋三层建

筑和两栋五层建筑，主要是介助老人跟自理老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同时

八号楼也是给养老院的职工义工生活学习的地方（图 5.3）。

本次针对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环境的改造项目，主要是对养老院里自

理老人与介助老人居住生活的区域进行环境改造，改造范围集中在四、

五、六、七、八这五栋楼之间。

[23] 武汉市人民政府.www.wu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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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总平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七号楼与五号楼相接，在七号楼的一层设计了过街楼洞，将整个养

老院空间打通，形成笔直的一条流线（图 5.4）。六号楼与八号楼也是

联通的，联通区域二楼是个屋顶休息平台（图 5.5）。

图 5.4 七号楼一楼设计的过街楼洞 图 5.5 六号楼旁边的屋顶平台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养老院居住环境

养老院的建筑都是采用外廊的形式，这种建筑形式是武汉旧城区比

较常见的。养老院的居住环境分为高档、低档两种档次，高档主要集中

在五层建筑的七、八号楼，三层建筑的四、五、六号楼相对来说居住环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2

境属于低档。高档住宿主要是单人间跟双人间，房间面积在 25 平方米

左右，配备了单独的卫生间，考虑到老年人的行为需求，卫生间里安装

了座便器，并提供扶手以确保老年人在厕所内的安全（图 5.6）；房间

还安装了空调并铺设防滑地板，让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图 5.7）。

低档的房间多为三人间，面积在 20 平方米左右，房间内没有独立卫生

间，且布置简单，只有单人床跟一个储物柜简单的组成，部分低档的房

间没有安装空调，只有吊扇（图 5.8）。公共卫生间空间狭小，没有干

湿分离，老年人的私密性需求没有得到保障。

图5.6 养老院卫生间 图5.7 高档的居住环境 图5.8 低档的居住环境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3）养老院交通空间环境

养老院垂直空间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楼梯，不管是三层建筑还是五层

建筑都没有安装电梯，楼梯两侧安装了扶手，保障老年人出行的安全性。

在室内和室外的过渡空间中，进行了无障碍设计，在高度差异较大的地

方都设置了缓坡并安装了扶手（图 5.9）。在七号楼一楼的过街楼洞中

设置了座椅，供老年人休憩的同时也促进了老年人交往活动的产生（图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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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交通空间中的无障碍设计 图 5.10 过街楼洞中设置了座椅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养老院公共活动空间环境

养老院有个公共餐厅，与厨房相连，在五号楼的第一层，面积约 140

平方米，为老人组织大型的室内活动提供了空间，但装修简单，类似校

园食堂。在六号楼与八号楼相连的地方有个集阅览室、棋牌室于一体的

娱乐活动室，与老年人居住空间相邻，是老人休闲活动的主要去处，但

室内没有进行动静分区。室外的活动空间被建筑群落划分成了三个院落

空间，养老院入口的那一块区域靠右手边设置了一个圆形水池，左手边

也就是二号楼楼下是个停车场（图 5.11）。四号楼前的那块区域，放置

了一些健身器材，供老年人锻炼使用，但健身器材区空间狭小，环境破

旧（图 5.12）。

图 5.11 二号楼下的公共停车场 图 5.12 四号楼窗外的健身器材区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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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七、八号楼围合形成的公共空间是整个养老院老人户外活

动最频繁的空间，约有 300 多平方米，靠近六号楼的区域种植了一棵大

树，周围设置了一些座椅，地面铺设了防滑地砖（图 5.13）。八号楼前

的区域设计了挑高的景观小花园，但通往景观区域的道路狭窄，景观布

置简陋（图 5.14）。

图 5.13 六号楼前的公共活动区域 图 5.14 八号楼前的景观小花园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5）养老院服务空间环境

养老院因为规模较大，每栋楼都安排了护理人员和卫生人员，对于

身体情况比较特殊，需要特别照顾的介助老人，养老院也将他们集中起

来，安排小型的服务组集中照顾，保证每位老人都能享受到及时周到的

服务。三号楼还为护理人员的培训提供了专业的场所，保证了养老院工

作人员的专业度（图 5.15）。在公共卫生间里放置了洗衣房，老年人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洗衣服或者让工作人员帮忙，给予老

人一定的自主权，调动老人的生活积极性。养老院还会定期组织老年人

外出参加集体活动，并且每天给老年人安排不同的课程活动，培养他们

的兴趣爱好（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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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养老院为工作人员安排的学习场所 图5.16 养老院为老年人安排的课程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活动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5.3.2 入住老人行为活动情况

通过对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实地调查，可以发现这里的老人大多为

高龄老人，但他们的身体机能方面基本上是健康的，大部分是自理老人，

可以不借助轮椅等外力的帮助自由活动。如图 5.17、图 5.18 所示，在

调研中发现老年人参与的活动类型与其自身身体状况和离居住空间的

距离有着密切的联系，老年人的活动基本以静态为主，他们中的大多数

老年人都是下棋、打牌、聊天、看电视、看报纸等，外廊走道跟过街楼

洞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这里离居住空间近，就在房间门口，且视线

开阔，人流往来密切，是由私密空间过渡到半开放空间的位置，方便老

人观察他人，产生随机交往的行为（图 5.19）。而住在楼上的老人参与

集体活动的情况较少，有的老人嫌上下楼太繁琐劳累，所以基本都呆在

居住空间中看电视或者在走廊上与邻居交谈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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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老年人活动区域分析图 图 5.18 老年人行为活动类型分析图

图 5.19 老年人的活动多为下棋或在走道中与人聊天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在对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老人进行访谈与观察后，对他们的行为活

动进行了汇总，如表 5.1。从汇总表中可以看出，养老院的老人活动形

式相对简单，交往对象相对有限，老年人的活动行为也受到了活动地点

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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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老年人行为活动汇总表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活动类型 活动地点与原因 参与活动的对象 活动发生的时间

聊天 外廊走道、过街楼洞 养老院的老人 全天

视野开阔、安静、人流

密集、离居住空间近

下 棋 、 打

牌、打麻将

居住空间、外廊、餐厅、

娱乐室

养老院的人员或

工作人员

上午 9点-11 点

下午 3点-5 点

面积大、可以大声交

流、离居住空间近

看电视、看

报纸

娱乐室、居住空间 独自或养老院的

老人

不定、一般集中

在晚上，单次一

般不超过 1 小时

人流多、空间开阔、离

居住空间近

散步、健身 养老院的庭院、走廊、

健身器材区

独自或养老院的

老人

早上 6点-8 点

下午 3点-5 点

晚上 7点左右人流多、视野相对开

阔、只有这一块区域能

活动

5.3.3 入住老人心理需求情况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入住老人有 284 位，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老人

共发放调查问卷 35份，收回有效问卷 31份，调查问卷包括老年人的一

些基本个人状况、对于养老院的满意度以及对空间环境的心理需求。根

据收回的调查问卷统计，调查样本中的女性老人总共有 21 人，男性老

人有 10 人，男女老人的占比跟养老院入住老人的男女占比基本一致，

调查问卷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参考性（图 5.20）。在这些调查样本中，

自理老人最多，共 22人，介助老人有 9人（图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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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调查问卷中的男女比例 图 5.21 调查问卷在老年人的类型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主要包括其居住环境、饮食环境与提供

服务等方面。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在老年人居住条件满意度这一栏中，

选择一般与不满意的人最多，分别是 12 个人和 9 个人，而选择很满意

与很不满意的人分别有 2 人和 3 人。从图 5.22 中我们可以看到，调查

样本中的老人对于养老院的饮食环境满意度与不满意度基本一致，选择

的人数分别是 10 个人和 9 个人，很不满意的仅有 1 人。而对于服务人

员的满意度，没有人选择不满意和很不满意这两个选项，大部分都是选

择的很满意，人数达到 22 人，可以看出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对老人都是

很热情友好，努力在提高老年人更加健康化的生活质量上做足了功课，

养老院在提供生活服务这一块做的很完善全面。

图 5.2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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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养老院的老人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后，可以发现大多数老人在对

养老院生活满意度上反馈的问题集中在对居住空间的私密性诉求、对室

外公共活动空间的开放性诉求、对养老院室内外空间环境色彩多样性诉

求以及对居住空间归属感诉求等方面（图 5.23）。

图 5.23 老年人对养老院环境的不满意统计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5.3.4 调研小结

通过对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实地调研跟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

可以看出养老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各功能空间上的配置基本可以满足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所需，但设计上还是存在很多缺陷，老年人很多行为

和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需要进一步进行改造。

（1）养老院的建筑设施整体陈旧，很多老年人所需的软硬件并不

具备，高楼层没有安装电梯，住在楼上的老人因为下楼困难所以基本不

下楼，只跟同楼层的老人交往，大大局限了老年人的交往交流行为，对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2）建筑内部空间格局并不完善，由三组建筑围合而成，部分老

人认为有种被关押感，室外公共活动空间太小，老年人需要的开放性没

有得到满足。公共活动空间的景观设计并不切合老人的实际需求，景观

小且色彩单一。但是由于养老院身处武汉老城区，向外扩建的可能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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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地条件受限，因此这将是养老院的一大硬伤。

（3）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居住空间布置太过简单且缺乏家庭感，

没有私密空间，老年人的私密性诉求没有被满足，但大部分老人都表示

卫生间的无障碍设计满足其行为需求。

5.4 改造方案

通过前期的调研结果和数据分析，总结出了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在环

境设计上的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入住老年人实际的行为心理需

求出发，对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提出了一套改造方案。

5.4.1 总体规划

（1）增加养老院活动空间，丰富养老院景观环境

为了让老年人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满足入住老年人开展多种活动

行为的需求，增加老年人与外界的交往，让老年人不再感到那么孤独和

闭塞，可以如图 5.24、图 5.25，把养老院荒废的建筑物拆除，并在原

荒废建筑物的空地上设计一块景观区域，扩大活动面积，同时让养老院

的植物配色丰富多彩起来。

（2）贯通养老院整体流线，满足老年人观察性与开放性需求

把七号楼的过街楼洞扩宽 20 米，使整个养老院的线路流通，老人

在八号楼前区域活动的时候，视线能看到前方的景观区域，满足老年人

所需的观察性行为。

（3）增设次出入口，分流车流同时满足老年人与外界交往需求

把四、五号楼之间的健身器材移动到景观区域，打通五、七号楼前

的平行区域，在两侧各开一个侧门，增加线路的同时，也有利于老年人

与外界展开交往行为，促进老年人的交流交往。

（4）充分利用有限空间扩大景观面积，促进老年人开展交往行为

因为养老院占地有限，为了让老年人能有更多的室外活动空间，促

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将四、五、六号三层建筑的屋顶利用起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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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屋顶小花园，让老年人有更多的场所开展交流交往行为。

图 5.24 对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环境进行改造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5.25 改造后的养老院鸟瞰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把养老院三处分开的围合空间打通，使其能构成三个功能空间。把

八号楼前的绿化区也平移 20 米，让五、六、七、八号楼之间形成的空

间能增加一大块空地面积，在这块空地上能开展多种多样的大型集体活

动，构成多层次的功能空间，再加上景观区域的休闲空间和养老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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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办公空间，整个养老院的三个功能空间就串联起来了（图 5.26）。

图 5.26 养老院的空间环境功能分区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改造前的养老院只有一个主要景观节点与一个次要景观节点，整个

养老院景观环境匮乏，没有形成相互串联的景观轴线。改造后的养老院

主要景观节点增加到三个，形成相互联系的三角形区域主轴线，而次要

景观节点增加到四个，形成串联整个养老院空间环境的景观次轴线（图

5.27）。

图 5.27 养老院的景观节点分析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交通流线是车行道与人行道在一起，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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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设置的，而且越往后走，车辆越难以通行，要是住在最后面楼层的

老年人发生什么意外事故，或者一些设备设施发生险情时，救援车辆都

不能及时的通过，所以新增两个出入口，不仅能将养老院的车行道与人

行道分开，还能增加安全通道（图 5.28）。

图 5.28 养老院的交通流线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5.4.2 公共活动空间环境改造

（1）景观花园环境改造

①、以动静结合来丰富空间层次性，加强老年人交流行为

室外景观花园的设计如图 5.29、图 5.30 所示，采用的是动静结合

的模式，以一条主路径将健身器材等动态区域与凉亭、廊架等老年人休

憩的静态区域分割开来，但又让两者之间产生一定的关联性，这样的设

计能满足老年人多维度的活动行为，丰富老年人的活动内容和空间的层

次性，促进老年人的交流交往行为，消除老年人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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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室外景观花园平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5.30 景观花园空间健身器材区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②、善用绿篱植被，满足老年人私密性需求

在室外景观环境中种植上一些花卉绿篱，能通过绿篱植被的高度不

同形成不同的功能空间，在丰富景观层次、色彩的同时，也起到一定的

遮挡作用，当绿篱高度在 500mm 左右，老年人坐着也不会被遮挡住视线，

这样就形成了半私密性空间，这种空间既满足老年人对于户外环境的私

密性需求，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安全性，如老年人突发意外也易被人察觉。

③、设置水景，满足老年人观赏性需求

通过前期调研得知，养老院的部分老人还是希望能在景观设计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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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水景，以提高户外活动的情趣感，所以在凉亭旁，老年人能坐下来休

憩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小型水池，在保障老年人安全的同时，增加户外

空间活动的情趣，满足他们的观赏性需求（图 5.31）。

图 5.31 景观花园空间节点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④、铺设健身步道，促进老年人自主锻炼

因为有的入住老年人反映想有公园一样的鹅卵石步道，可以健身

用，所以如图 5.29、图 5.32 所示在主路径旁又设置了一条健身鹅卵石

步道，曲径通幽，在廊架旁种上樱花，穿暖花开的四月，老年人就可以

一边悠闲的散步锻炼一边欣赏美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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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景观花园铺装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⑤、丰富植物配置，营造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发展的氛围

通过前期调研可知，入住老人认为室外空间环境色彩单调，缺乏生

机，因此在植物配置上就需要统筹规划，注重多样性与层次性。如图 5.33

所示，室外公共活动空间的环境可以用四种不同种类的植物相匹配，种

植一些香气宜人的植物，如茉莉花树、金银花树，不仅可以让老年人在

花香四溢的氛围里进行行为活动，还可将植物冲茶泡水饮用，有清热解

毒的功效；种植如老茎生花的紫荆、深秋红叶以及松树、翠竹等能引起

老年人美好遐想的植物，有助于焕发老年人的生命力，有利于入住老人

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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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景观花园植物配置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屋顶景观环境改造

①、设置晾晒区，满足老年人自主性需求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原来是没有固定的晾晒区，只在公共活动区域放

置了几个可移动的铁架，阳光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照射到晾晒区域，根

据入住老年人想锻炼自主性的需求，如图 5.34、图 5.35 所示，在四、

五、六号楼屋顶景观环境改造区域设置专门的晾晒区，确保阳光充足，

增加老年人与阳光接触的时间，让入住老人更好的开展自主性行为。

图 5.34 四、五、六号楼屋顶景观平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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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养老院屋顶景观晾晒区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②、多放置座椅，促进老年人开展交流交往行为

屋顶景观区域应该多设置一些不同角度的座椅，老年人可以在这个

区域观察到不同的景观环境，也可以在休憩的同时与其他老人开展随时

随地的交往交流行为（图 5.36）。

图 5.36 养老院屋顶景观区域设置座椅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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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设置一定的遮挡物，满足老年人对半私密性空间的需求

在养老院屋顶景观区域设置遮雨棚之类的遮挡物，对老年人入座区

域进行一定程度的遮挡，如图 5.37 所示，不仅可以增加空间的层次性，

还形成了一个个半私密的空间，老年人在这个空间区域可以更好的进行

私密谈话，满足老年人对于半私密性空间的需求。

图 5.37 屋顶景观区域设置遮挡物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七号楼楼洞环境改造

①、改造承重柱环境，形成一个个小景观区域

七号楼楼洞扩建成 25 米的楼洞后，会有八个承重柱，白色的光秃

秃的承重柱并不美观，而且七号楼楼洞也缺乏景观设计，所以如图 5.38

所示，在每根承重柱外设置透明玻璃罩，里面围绕柱子种植上仿真植物，

形成一个个小的景观区域，并在玻璃罩四角加上红色边框，让其变得鲜

艳显眼，避免老年人因视力不好而形成的不必要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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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七号楼楼洞承重柱环境改造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②、多放置座椅，满足老年人随时随地开展交流行为的需求

在前期调研中可以发现七号楼楼洞区域是入住老年人的主要活动

场所之一，老年人在这个区域开展多种多样的交流交往行为，所以对座

椅的需求就会增加，多放置一些可移动的座椅，在保障老年人基本通行

顺畅的同时，有助于促进老年人产生交流交往行为（图 5.39）。

图 5.39 七号楼楼洞环境改造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种植园环境改造

①、原有景观观赏区改造成种植园，增加老年人自主性行为

原本养老院中七、八号楼之间的景观观赏区鲜少有老年人光顾，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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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一整块土地资源，根据前期对养老院入住老人的调查可知，老年人还

是普遍存在价值感需求的，他们渴望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做些事情，所以

如图 5.40，将原有的景观区域改造成种植园，让老年人与大自然增加联

系的同时，自己能动手种植一些花草农作物，增加老年人自主性行为。

图 5.40 种植园环境改造平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②、设置藤架、座椅，增加观赏趣味的同时保障空间环境的舒适性

在种植园区域四周设置木栅栏围合，将种植园进行块状划分，中间

架设藤架，种植一些葡萄等藤蔓植物，下方放置座椅，让老人劳作后可

以在荫凉环境下休憩纳凉，使种植园的空间环境变得更舒适（图 5.41）。

图 5.41 种植园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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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室内公共活动空间环境

①、设置可移动桌椅，满足老年人无障碍交往需求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原始餐厅桌椅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类似校园食

堂，根据入住老人的行为需求，如图 5.42 所示，桌椅配置为可移动的

木质桌椅，多为四人组合式，不仅为轮椅老人就餐提供便利，还能根据

桌椅之间的不同组合形式让老年人开展不同的交流娱乐活动。

图 5.42 公共餐厅+阅览室多功能空间环境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②、采用木质桌椅，增加老年人就餐的舒适性

现在很多国外养老院的餐厅都是采用木质桌椅，如图 5.43，调研时

也有入住老人反映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餐厅座椅太冰凉，冬天的时候坐

的不舒服，因此在餐厅的桌椅设置上，宜采用木质的带坐垫的座椅，保

证老年人在就餐时的舒适感。

图 5.43 养老院餐厅中的舒适性桌椅

（图片来源：布克设计.《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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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静态功能空间合并，营造温馨学习环境

因为养老院建筑物空间有限，并没有多余的空间环境设置阅览室，

而入住老人又反映公共活动空间环境中没有进行动静分区，想安静看书

学习的老年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可以在室内面积较大的公共餐

厅里进行阅览室与餐厅空间的合并，增加空间的层次性，在靠墙靠窗的

一侧放置高度在 1.7 米以内的书架，让轮椅老人也能自如取放书本，同

时提供一些阅读辅助设备，如老花镜、放大镜等，满足老年人的学习行

为，为老年人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阅读学习环境（图 5.44）。

图 5.44 公共餐厅+阅览室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④、动态功能空间合并，制造放松娱乐氛围

养老院的娱乐室是个 5 米乘 5 米的独立空间，原来的娱乐室是把阅

览室与棋牌室结合在一起，现在将阅览室与餐厅空间合并，娱乐室的活

动空间有所扩大，而且在这个空间里老人进行的动态活动类型也比较统

一，如图 5.45、图 5.46 所示，老年人可以打麻将也可以坐在一起进行

交流交往行为，有的老年人对现代科技很感兴趣，在娱乐室里放置几台

电脑，可以供老年人上网查找资料或者获得外界的一些最新讯息，让老

年人与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不至于产生被社会抛弃的心理。整个娱乐

室还是延用的暖色调为主，让老年人在此空间环境中活动，精神感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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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图 5.45 娱乐室空间环境平面布置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5.46 娱乐室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5.4.3 交通空间环境改造

①、加装电梯，满足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和多维度的交流交往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原始建筑如图 5.47，没有安装电梯，老年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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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反映上下楼不方便，因此楼层高的老年人大大减少了出行行为，对他

们的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且走廊宽度不足，住楼上又不方便下楼进行

室外空间活动的老年人喜欢在走廊上进行交流交往活动，摆放椅子以后

通行就会变得不太顺畅，但是建筑物的走廊一般难以后期加宽，所以在

改造时，只能在建筑物外侧加装电梯，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便利，帮助入

住高楼层的老年人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户外空间。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就提出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根据《武汉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实

施意见》，在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加装的电梯宽不能小于 0.8 米，进深为

1.35 米，能让轮椅老人也方便安全的进出电梯。有些建筑物因为地形结

构的原因，不方便加装电梯的，也要在楼梯间安装可供轮椅上下楼的装

置。

图 5.47 养老院的交通空间环境改造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②、强化标识，加强入住老人对于空间的认知度

因为老年人对于空间认知上的需求，所以每层楼应在楼梯墙壁上用

不同的颜色对楼层进行标识，增强老年人的视觉刺激并加深老年人对于

环境的认知；在交通空间的居住空间入口处，可以配置一些醒目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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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空间区分开来，例如安装深色的木质门，与墙面进行区分，门上可

以让入住老人自己设计悬挂门牌样式，提升空间认知度，让入住老人更

准确的找到目的地（图 5.48）。

图 5.48 养老院交通空间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③、楼梯间增开窗户，明亮空间的同时调剂老年人的心情

楼梯两侧均设置扶手，并铺设防滑垫，增强老年人出行安全性；入

住老年人心理上对明亮、开阔环境的需求，可以通过楼梯间转角墙面增

设窗户来满足，不仅可以给楼梯间提供自然采光，还增加了老年人与外

界环境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老年人调剂心情；在窗户下设置座椅，供老

年人上下楼梯短暂休憩，还能促进老年人随时随地开展交流交往行为。

④、利用走廊墙面，满足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走廊上在靠墙一侧配置木质双层安全扶手，并增设可折叠的座椅，

满足老年人半私密性空间中可观察他人可交流交往的行为；走廊墙面可

布置成文化墙或者荣誉墙，因入住老人心理上对于自身价值感的需求，

所以他们希望自己是有用的、有成就的人，文化墙可以让老年人自己动

手进行板报布置，荣誉墙可以展示老年人获得的成就或者他们的爱好手

作，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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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居住空间环境改造

①、扩大窗户，满足老年人与自然环境沟通的需求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老年人居住空间集中在第四、五、六、七、八

号楼，如图 5.49、图 5.50 所示，整个居住空间有单人间、两人间和三

人间，单人间和双人间集中在七、八号楼，三人间集中在四、五、六号

楼。入住老年人对光照的需求很大，扩大窗户面积不仅可以提供充足的

光照条件，还能增加老年人与外界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愉悦他们的身

心。

图 5.49 养老院七、八号楼平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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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0 养老院四、五、六号楼平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②、居住空间色调和谐，家具样式满足老年人喜好

依据前期调研分析的养老院老年人心理需求及其行为特征，如图

5.51、图 5.52、图 5.53 所示，在居住空间环境的色彩上，采用可以使

老年人身心宁静、放松的米黄色系为主色调，针对老年人对于居住空间

的喜好，选用具有中式特色的家具，家具颜色略深与空间主色系，增强

老年人的空间认知感，使居住空间环境上更具层次性。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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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单人间平面布置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5.52 两人间平面布置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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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3 三人间平面布置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③、加强细节化设计，营造居住空间的家庭氛围

卧室的每个床位边放置着一个储藏柜，可以给老年人摆放一些私人

的生活用品；床与床之间有轮椅回转的空间；天花板上设轨道，用帘子

将个人空间隔开，满足老年人的私密性需求，同时在床头设紧急呼叫铃、

电源插头以及居住空间灯具的副开关，保障老年人居住空间的安全性；

进门起居室有一块区域可以放置柜子和储物格，供老人存放日常用品；

墙纸可以根据入住老年人的喜好进行更改，墙上可以张贴一些老人的照

片，增加居住空间的家庭氛围感（图 5.54、图 5.55、图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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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4 单人间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5.55 两人间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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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6 三人间环境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④、卫生间干湿分区，无障碍设计保障老年人的安全性

卫生间采用暖色灯光，缓解老年人心理上的冰冷感；进行干湿分区，

并依据老年人行为习惯将干区设置在靠近门的一侧；地面采用防滑材

质，并可冲洗；从入口处开始设置连贯扶手，入口处没有台阶，安装平

滑移动门，既节省空间也以防开关门不当引起不测；卫生间安装老人专

用座便器，两侧有扶手，墙上有呼叫铃；淋浴区设置淋浴安全座椅，并

配备安全扶手，保障老年人洗浴时的安全性（图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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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7 卫生间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5.4.5 服务空间环境改造

①、为避免老年人产生陌生心理，暂不可设置护理站

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服务空间为单独的空间，主要在工作人员学习

生活的区域。根据调研发现，该养老院并没有专门设计护理站或者理发

室等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空间。因养老院建筑物采用的是外廊形式的设

计，加上建筑物本身的结构空间最好不进行改动，以免造成老年人心理

上的陌生感，所以在每层楼设置护理站显然是不可行的，对于入住老人

的护理问题只能依托工作人员的细心负责。

②、洗衣房无障碍设计，加强老年人的自主性行为

养老院的洗衣房是跟公共卫生间合并在一起的，在最大限度的满足

老年人自主性的同时，也要注意保障老年人的行为安全性；在公共卫生

间里要进行干湿分离处理，地面采用防滑地砖，洗手台下方预留一定的

进深空间，方便轮椅老人进行活动，配置老年人可以坐着洗衣服时搁置

物品的平台，四周安装扶手，帮助老年人起立、弯腰等，以此来帮助老

年人更好的完成自主性行为（图 5.58、图 5.59）。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94

图 5.58 公共卫生间+洗衣房空间环境改造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5.59 洗衣房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③、增设更衣室，保障老年人沐浴时的私密性

如图 5.58 所示，原来的公共卫生间区域面积过大，老人实际只会

使用一两个座便器，特别是横向排列的卫生间隔间形式，让轮椅老人使

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最靠里的卫生间隔间经常无人使用，与之相对的淋

浴间却在不大的面积里设置了四个隔间，老年人沐浴时的活动范围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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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介助老人淋浴时工作人员没有落脚的空间，且淋浴间私密性不足，

没有设置更衣室，不仅冬天老人洗完澡会感到寒冷，老人的一些衣物也

没有摆放的地方，改造后的淋浴室不仅配备了更衣室，还将淋浴间形成

了较好的围合空间，保障了老年人的私密性需求（图 5.60）。

图 5.60 淋浴间效果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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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结论

6.1 课题研究结论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上升，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养

老”这一现实问题，而随着普罗大众对养老的关注加剧，养老层面出现

的一系列问题也浮出水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对养老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论文从老人心理与行为特点出发，

结合相关资料文献与实际案例分析，从中探讨出养老院设计的一些方法

与原则，并以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为例，结合前期调研数据分析，

根据养老院各个空间的功能属性，在基本设计原则和策略的指导下对武

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环境提出改进措施，试图解决养老院现存的一

些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养老院做为养老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养老市场过于饱和的状态，其一方面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

居住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又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医疗保障服

务，在养老市场中的占比越来越重，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首要选择。但老

年人做为养老院的使用者，他们自身的切实需求有没有被实现，他们在

养老院这个特定的空间环境中的直观感受如何，还没有在现在的养老市

场中引起重视。

（2）老年人自身的切实需求可以分为行为和心理两个层面，分析

老年人的行为、心理所具备的特点，能够更直观具体的了解他们的需求，

而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又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为模式，因此充分认识到老

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行为心理特征，以其需求作为出发点，是养老院环

境设计的依据。

（3）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的特点与切实诉求，结合养老院各空间

环境的具体配置需求，探索总结出养老院空间环境设计的相关原则和策

略，而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需求与特征提出的养老院环境设计基本原则

与策略应具备现实可行性与社会必要性。以老年人需求为基础、创建多

样化空间环境、努力营造家庭氛围为设计原则，在居住空间环境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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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家庭住宅的环境接近，满足老年人心理上的归属感；在交通空间环

境设计中，要保障出行无障碍、易识别以及空间导向性作用，满足老年

人对安全性的需求；在公共活动空间环境设计中，要使空间具有灵活性，

动静结合，创造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交往需求的空间环境；在服务

空间环境设计中，要体现就近原则，满足老年人对私密性的需求。

6.2 课题后续研究与展望

老年人是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其心理与行为上的特点在共性之中也

会有个体的差异性，每个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气候条件与风俗特

点也不同，本课题在基于老人行为心理的特点与需求上对养老院环境设

计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与成果，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地区的养老院环境设

计，在对养老院环境设计的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由于时代与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对于养老院环境设计上的一些研究方

法与策略也会有所更改与补充，本课题只是希望通过研究老年人的心理

行为来对养老院环境上的设计提供一点设计思路。

在养老院的环境设计中，有许多不同的学科知识和理论基础，如社

会学、心理学、环境行为学和设计学等等，要想取得良好的设计成果就

应该综合的考虑多种学科知识，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应该紧密结合

老年人对于养老院环境最迫切的现实需求，对多种学科知识加以合理的

运用，从多方位、多角度对养老院的环境设计进行探讨。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多是对养老院的空间环境设计，在实际的养老市

场中，对于养老院的设计还要从建筑技术层面出发，老年人的行为心理

对于养老院的建筑设备也有一定的影响，希望后续研究中能对这方面进

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弥补本课题的不足。



参考文献

99

参考文献

[1] 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 1号）[R]，北京，2010.
[2] 孙艳、乔峰，老年人居住空间的室内设计[J]，科技风，2008，（9）.
[3] 石程，基于环境——行为关系理论的老年公寓空间环境设计研究

[D]，兰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8.
[4] 刘楠、胡慧琴.基于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营造居家情景的康养空间[J].

建筑学报.2017（10）：51
[5] 李兴民，老年行为医学[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2.
[6] 招穗峰，基于环境行为学的老人公寓空间设计研究[D]，华南理工大

学硕士论文，2009.
[7] 孙樱等，北京城市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初探[J]，地理研究，

2001（05）.
[8] 孟凡杰、蒋晓，浅谈老年人心理需求对设计的启发[J]，大众文艺,2012

（13）.
[9] 汤羽扬、段伟，居住区中适合老年人的户外环境设计[J]，北京建筑

工业学院学报，2002（01）.
[10] 严发，老龄化时代养老院建筑设计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12.
[11] 安然，住宅新时尚——生态住宅[J]，中国房地产，2002（02）.
[12] 建筑思潮建筑所编，建筑设计资料 71 特别养护老人ホーム[E]，东

京：建筑资料研究社，2001.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S]，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4] 哈法勒·布莱道、阿梅尔·勒·穆埃里克、巫智健，融入社区的法

国图瓦雷养老中心[J]，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2016（08）.
[15] 扬·盖尔、何人可，交往与空间[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0

2002.
[16] 日本建筑学会、杨一帆，新版简明无障碍建筑设计资料集成[M]，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S]，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8] 格伦，医院护理单元功能和空间的系统研究[J]，华中建筑，2005（02）.
[19] 王荣海，武汉首次进入深度老龄化[N]，楚天都市报，2019-1-15（13）.
[20] 袁明，武汉市老人生活满意度及现实需求探讨[J]，观察与思考，2014，

（04）.
[21] 周少斌，社会支持网络对城市老年人生存状况的影响研究——以株

洲市石峰区田心社区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22] 陈静、李爱晖、徐典，武汉市福利院老人生活满意度调查[J]，中国

老年学杂志，2014，（34）.
[23] 梁茵，我国老年人住宅设计初探[J]，四川建筑，2005，25（06）.
[24] 刘炜、杨春宇、陈仲林，老年人住宅照片光环境[J]，照明工程学报，

2001,（12）.
[25] 李金春，老年人居住空间设计室内设计[J]，2007，（02）.
[26] 左冬梅、李树茁、宋璐，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

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1，（01）.
[27] 胡仁禄、马光著，老年居住环境设计[M]，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
[28] Helen Woolly，Inclusive Open Spaces [J]，Landscape Design，2002，

(05).
[29] Martin Vaseline，Housing for Elderly People[M]，The Architectural

Press，1989.
[30] Gail.Geller，Finding a good nursing home for your parents[J]，Journal of

Business，2003.
[31] Diane Y Chastens，Site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The Elderly[M]，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1985.



参考文献

101

[32] Ha lime Demimonde，Housing for the aging population[J]，European
Review of Ag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2007，(04).

[33] George.E.Vacillate ， Mental health[J]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Washington，2003，(08).

[34] 李小平等，不同地区机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34）.
[35] 王章安，机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老年学

杂志，2015，（10）.
[36] 褚湜婧，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28）.
[37] 潘茜，基于行为需求老年公寓交往空间设计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

论文，2017
[38] 青木，国外养老模式借鉴[J]，社会科学，2016.
[39] 崔颖、于洮、李娟，福利院老年人生命质量及生活体验的质性研究[J]，

护理研究，2012，（01）.
[40] 鲍双喜，基于养老模式的老年公寓适居性空间设计研究[D]，长安大

学硕士论文，2017.
[41] 张志杰、王铭维，老年心理学[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2] 周琪，老年公寓居住空间的色彩研究[J]，上海工艺美术，2015，（04）.
[43] 杨常曲美、魏长增，我国新型老年公寓导视系统色彩设计探析[J]，

艺术与设计：理论，2015，（07）.
[44] 于潇、孙悦，“互联网+养老”新时期养老服务模式创新发展研究[J]，

人口学刊，2017，（01）.
[45] 倪蕾，城市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6] 陈慧宇，城市养老院建筑及环境设计探讨——以武汉市几所养老院

为例[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
[47] 杨小军、宋建民、叶湄，基于情境需求的乡村养老空间环境包容性

营造策略——以湖州荻港村为例[J]，艺术教育，2019，（03）.
[48] 洲联集团，绿色城市 020养老地产[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2

[49] 李斌、李庆丽，居家情景的养老设施生活环境的营造原则和方法[J]，
城市建筑，2015，（01）.

[50] 郭旭、王大春，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实施指南[M]，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14.
[51] 周燕珉、林婧怡，国外老年建筑的发展历程与设计趋势[J]，世界建

筑，2015，（11）.
[52] 恒波，城市老年人选择养老院养老的影响因素研究一一基于扎根理

论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6，（05）.
[53] 张薇、张韵波，武汉市社区养老院实态调查与设计思考[J]，华中建

筑，2015.
[54] 美国建筑师学会、周文正，老年公寓和养老院设计指南[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55] 顾志琦，养老设施的主入口公共空间设计[D]，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2012.
[56] 林靖怡，老年机构的功能空间配置研究[D]，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12.
[57] 布克，老有所居：老年公寓设计[M]，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攻读硕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103

攻读硕士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一）发表论文：

(1) 张茵、杨斯磊，基于满意度的武汉市养老机构调查研究[J]，中

国市场，2017,36（12）：73-75.

(2) 张茵、杨斯磊，基于老人行为心理的武汉养老院空间设计探讨

[J]，艺术教育，2019（03）：198-199.

（二）专利：

(1) 杨斯磊、张淇淇，一种环境艺术用公园长椅装置[P]，中国专利：

ZL 2017 2 1777732.7,2019-04-05.

(2) 张淇淇、杨斯磊，一种喷水型景观亭[P]，中国专利：ZL 2017 2

1777733.1，2018-09-25.

（三）参加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九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CX2017219，项目负责人：杨斯磊，指导老师：张茵.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4



附 图

105

附 图

图 1 养老院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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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作者实地调研与入住老人进行沟通

图 3 作者实地调研时做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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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毕设展板 1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8

图 5 毕设展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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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毕设展板 3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0

图 7 实体模型

图 8 现场展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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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了很多，同时因为张茵老师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开拓了我

的视野，给了我大量的在论文写作技巧方面的宝贵意见。张茵老师活泼

开朗的性格、严谨细心的学术作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踏踏实实的

敬业精神和随和热情的处世风格都深深的影响着我，让我受益终生，在

论文写作此期间给予我的点拨与鼓励也使我变得比以前更加充满自信。

在此，我要向张茵老师表示本人最由衷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此外，在论文写作期间我还得到了艺术设计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

们的帮助，也得到了我的室友和同学们的指点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

我最真挚的谢意。同时，还要特别感激我的家人，他们一直在背后默默

地给予我支持，成为我顺利完成本次论文的最大动力。

学业即将完成，但本次论文的完成并不是终点，论文中的不足之处

将成为我的崭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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