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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目前老年代步车座椅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利用椅面的运动来辅助老年人站立的代步车

座椅设计方案，并进行了优化设计，该方案完善了老年人原有的起立方式，给出了具体功能与结构的设计方法以及

主要材料的选择。最后对方案的合理性进行了相关分析，从助立、轻便和舒适的角度为老年代步车座椅提供了一种

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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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weakness of the seat on car of the elder through survey, it put forward a kind of seat design
with auxiliary function to help the old standing. The case provided a design method of specific function, structure and
main material choice. In addition, it discussed this plan from three aspects. From the angle of portable and auxiliary，it
provided a reasonable ideas for older product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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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不再局限于

给儿女带孩子、种花养鱼等室内活动。他们更加注重

提高生活质量，参与各种户外活动来充实自己的业余

生活。由于他们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受到局限，便

捷、舒适的代步车成为老年人钟爱的产品。座椅是老

年人与代步车接触的最直接界面，对代步车的使用有

着重要影响。而国内多数老年代步车直接采用小型

轿车的驾驶座椅，并没有针对老年人的特征和需求进

行设计，给老年人参与户外活动带来不便。

1 老年代步车座椅存在的问题

老年人作为使用者，对代步车座椅的功能期望

和使用状况最能说明目前产品所存在的问题。因

此，以老年人使用代步车座椅的状况、座椅的形态设

计以及老年人自身特点为切入点对 60岁以上使用代

步车的老年人做了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做了概

括和总结。

1.1 老年代步车座椅的助立方式存在缺陷

老年人由于一些积累性疾病的影响，腿膝关节受

到损伤，起立过程变得吃力，给老年人上下代步车带

来困扰，影响他们的户外生活。而市场上的老年代步

车并没有对座椅辅助站立功能进行充分设计，老年人

主要借助扶手或旋转座椅来间接辅助起立。

1）借助扶手辅助站立。在座椅两侧设计扶手，老

年人在起立时通过手臂施力来分担腿部肌肉负荷，完

成辅助站立的过程。这种辅助站立的方式存在一定

弊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上肢机能也会发生退

化，手部力量下降16%~40%，臂力下降约50%[1]。采用

扶手的方式来辅助站立也会导致老年人上肢肌肉损

伤。在驾驶代步车的过程中，上下车时需要重复翻转

扶手，增加了操作任务，给老年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借助旋转座椅实现辅助站立。座椅设计成可

绕垂直轴旋转90°的形式，老年人在起立时先对座椅

进行旋转，使脚掌能够直接接触地面，间接提升了座

椅与脚部支撑点之间的高度，从而缓解站立过程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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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升高造成的腿部肌肉受力增大的状况。这种间

接方式只能减轻下肢受力，老年人必须依靠自身力量

来完成起立的过程，在腿膝关节损伤严重或腿部支撑

力不足时并不能达到良好的辅助站立的效果。

1.2 老年代步车座椅的形态存在缺陷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驾驶代步车的时间一般在

半小时左右，活动空间范围窄，局限在小区附近的公

园、超市等。城市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多为楼房，出门

驾驶代步车时需要通过电梯来上下搬运，对轻便性有

很高的要求。目前的老年代步车座椅大多直接采用

小型轿车的驾驶座椅形式，并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使

用代步车的环境，在形态上具有高大的靠背和厚实的

坐垫，无形中增加了座椅的整体重量。

除此之外，老年人的人体尺寸和体态具有不同的

特点[2]，长期的劳动或积累性损伤，也使老年人的脊柱

生理曲度发生改变[3]。老年人在驾驶代步车时常常感

到疲劳，座椅不具有舒适性，有的老年人在购买代步

车之后需要再依据自己的体型更换座椅。

通过以上对辅助站立方式和座椅形态缺陷的分

析发现，老年代步车座椅应该为老年人提供一种有效

的辅助站立的活动方式，座椅的结构、尺寸、材料设计

要简单、小型、质轻，同时座椅在形态上还应符合老年

人人体尺寸和特殊的生理状况，使其具有良好的舒适

性，才能满足老年人短途出行方便的需求。

2 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设计方案

2.1 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设计方案的提出

对人体下肢运动信息的研究发现 [4]，从坐姿到站

姿的运动过程中，腿部肌肉受到的负荷较大。腿部力

量缺失是老年人不能站立活动的主要原因。实验发

现，使用辅助站立装置可有效降低股直肌等相关肌肉

群的施力[5]，由此提出2种利用椅面运动来实现分担老

年人腿部支撑力的代步车助立座椅设计方案。

老年人起立时，脚掌蹬地，人体重心上升，下肢的

肌肉负荷增大，第 1种方案利用椅面高度的自动提升

来减小此种受力变化，这种设计方案的优点是即使老

年人的下肢力量不足，系统也能提供足够的向上的支

撑力。但是当老年人臀部离开椅面之后，下肢仍然需

要承受较大的支撑力。因此，该方案设计在起立过程

初期能够有效减轻老年人腿部负荷，而起立后期的辅

助站立效果不佳。

老年人在起立的过程中，身体前倾，产生一种向

上和向前的动力[6]，第 2种方案针对这一运动特点，将

座椅椅面设计成绕水平轴旋转一定角度的形式，这种

辅助站立的方式能够形成一种向上和向前的推力。

但是研究发现，这种方式形成的向上的推力不足以平

衡老年人重心上升的膝关节力矩。因此，该方案还应

该在提供向上推力方面进一步优化。另外，老年人脊

柱形态和人体尺寸因人而异，固定尺寸的靠背设计并

不能满足所有老年人对座椅的舒适性要求。

2.2 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方案的优化设计

综合方案 1和方案 2的特点，对老年人助立座椅

的助立功能与结构以及靠背的设计进行了优化，最终

确定了一种老年代步车的助立座椅设计方案。

2.2.1 助立功能与结构的优化设计

人从坐姿到站立的过程可分为 4个阶段：上身前

倾阶段、提升阶段、站立阶段、人体臀部离开椅面 [4]。

因此，将座椅的辅助站立功能分为以下部分来设计：

启动控制装置、椅面随老年人起立升高、椅面随着人

体前倾翻转、靠背跟随椅面的翻转做小角度调整。控

制装置能够使各机构按照一定的顺序运动，具有记录

椅面翻转角度及升高高度的功能，老年人可自行调试

使用状态。座椅椅面的翻转能为老年人起立提供足

够的支撑力，靠背与椅面相分离的设计，能够使靠背

小角度后翻和上移，避免发生椅面翻转带动靠背前倾

而影响老年人站立的情况。助立装置的机构设计已

经申报专利，此机构能够达到辅助站立的目标。老年

人使用助立座椅起立的过程，见图 1。该助立方式不

仅平衡了老年人起立时重心上升对腿部造成的负荷，

随臀部向前运动的椅面还能在整个起立过程中提供

向上和向前的辅助力矩。而且，辅助站立装置操控简

单，老年人根据需要，启动身边的按钮，座椅会通过自

动控制完成辅助站立的运动程序。

图1 辅助站立的过程

Fig.1 The process of auxiliary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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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助立座椅的腰靠优化设计

针对老年人脊柱特点，在脊柱变形较大的腰椎部

位设计可调节位置的腰靠，这种可调节的设计方式能

满足不同老年人对座椅靠背的舒适性需求。在坐姿状

态下，脊柱变形主要发生在腰椎部位。腰靠的设计能

为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力，缓解疲劳。老年人可根据

自己的舒适要求自行调节高度和位置。此装置的结构

设计简单，利用轻质橡胶材料与塑料匹配来实现腰靠

与靠背的连接。腰靠的调节方式见图2，靠背上的突起

小球卡在腰靠后部的球形孔内，转换突起小球的孔位

来调节腰靠高度。总体而言，腰靠的调节方式便于操

作，老年人不需要借助工具就能自行完成调节工作。

考虑到老年代步车是一种小型车，与小轿车的驾

驶姿势存在较大差异。空间较小的车在驾驶时上身

相对直立，头部稍前倾，较高的靠背在驾驶时并不能

完全起到支撑作用。因此，对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的

靠背进行了适当的尺寸调整，既能起到支撑作用又轻

巧适用。除此之外，老年人还常常伴随有腰椎间盘突

出等腰部疾病，在腰靠上附加发热功能，能够减缓腰

部疼痛，体现出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最终设计方案

效果见图3。

3 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方案分析

1）椅面提升高度和翻转角度的确定。助立装置

要依据老年人站立过程严格设计，椅面的提升高度和

翻转角度应符合老年人的姿态和运动轨迹。老年人

的身高影响椅面的升高高度，又由于该机构自身的特

点，椅面升高高度会作用于椅面的翻转角度。因此老

年人在使用助立座椅时，可依据自己身高情况调试助

立座椅椅面升高的高度和翻转角度，有效的实现辅助

站立的过程。

2）座椅坐垫和靠背的尺寸。代步车助立座椅的

坐垫和靠背设计以老年人坐姿尺寸和驾驶姿势舒适

角度[7]为依据，满足老年人的舒适性要求。根据《2000

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8]和正常成年人的人体各部分

尺寸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与代步车

设计相关的老年人坐姿尺寸，见表1。经计算和修正，

图2 腰靠的调节方式

Fig.2 Adjustment methods of lazyback

图3 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最终设计方案

Fig.3 Design of auxiliary seat for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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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老年人坐姿尺寸

Tab.1 Elderly body sitting sizes

mm

老年代步车座椅的高度范围在 214~246 mm之间调

节，座深为 378 mm，座宽为 476 mm，靠背高为 477

mm。

3）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的材料分析。腰靠的内

部填充物主要是软质海棉，后部连接结构采用具有良

好弹性的橡胶，既不影响腰靠的舒适度，也能起到固

定作用，同时还便于拆卸和安装。助立装置中，起支

撑作用的主要杆件以不锈钢为材料，不锈钢具有强度

大，维护简单的特点；辅助杆件和座椅骨架以工程塑

料为材料，质轻，可塑性强，既可以形成美观的造型又

49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3 No.2 2012-01

（上接第38页）

参考文献：

[1] 张宪荣.设计符号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ZHANG Xian-rong.Design Semiotics [M].Beijing：Chemical

Industry Press，2004.

[2] 吴琼.基于符号学的产品设计[J].包装工程，2007，28（9）：

128—130.

WU Qiong.Semiotics-based Product Design [J].Packaging En-

gineering，2007，28(9):128-130.

[3] 马未都.坐具的文明[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MA Wei-du.Desks Civilization [M].Beijing：Forbidden City P-

ress，2009.

[4] 徐恒醇.设计符号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XU Heng-chun.Design Semiotics [M].Beijing：Tsinghua Univ-

ersity Press，2008.

[5] 杨韬．“城市家具”中坐具设计初探[J].家具与室内装饰，

2009（5）：16—17.

YANG Tao."City Furniture" in the Design of Desks [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coration，2009（5）：16—17.

[6] 汪海波.论产品符号设计[J].包装工程，2004，25（3）：83—84.

WANG Hai-bo.Symbol on the Product Design [J].Packaging

Engineering，2004，25（3）：83—84.

[7] 何人可.工业设计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HE Ren-ke.History of Industrial Design [M].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2005．

[8] 胡飞.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3．

HU Fei.Design Symbols and Product Semantics [M].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2003．



具有良好的强度；连接件采用耐磨性和润滑性好的轻

质合金材料。助力装置的材料选用塑料和金属材料

配合使用，能有效减轻座椅重量，达到轻量化的目的。

4 结语

针对老年代步车座椅存在的问题，应用工业设计

的相关知识，从辅助站立和轻便、舒适的角度提出一

种老年代步车助立座椅的设计方案，为老年人代步车

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解决行动不便带给老年人的

困扰，丰富老年人自主出行的活动方式，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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