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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当前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的发展为启示，分析了现阶段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设计的概况，进而论述了

当今老年人卫浴空间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交互设计的全新理念运用在老年人无障碍卫浴

空间设计中，从视觉、听觉和触觉上的交互入手，探寻最适合老年人卫浴空间的设计方案，从而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

优质方便快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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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urrent elderly barrier-free bathroom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lightenment，it analyzed the

overview of the elderly barrier-free bathroom space design in present stage，and then discussed the existence problems

and inadequacy in the elderly bathroom space.On this foundation，it put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interaction design

applied in the elderly barrier-free bathroom space design from the visual，auditory，tactile designdesign proceed with，to

explore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bathroom space design，so as to the lives of older people to provide quality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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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国60岁以上

的老年人已超过总人数的10%，并且以每年3.2%的速

度增长。按照联合国的规定标准，我国已经迈进了老

龄化国家。随着都市老龄化趋势日渐突出，人口老龄

化，特别是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关爱问题，已成为社

会大众关心和必须应对解决的重要课题。卫浴是与

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空间，其安全性尤为

重要，也就是要为老年人提供无障碍的生活环境，而

将人机交互运用在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设计中，不

仅能够保障老年人卫浴的安全，也能为老年人的生活

提供更加优质方便快捷的服务。

1 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身体机能也在慢

慢地退化，疾病疼痛的困扰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不便，因而老年人对生活环境空间的舒适性和安

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老年人在卫浴发生

事故的报道频繁出现，老年人的卫浴安全问题更成为

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1]。卫浴空间是老年人频繁活动

的场所之一，也是极易发生跌倒、滑倒以及各种突发

性疾病的高危地点，由此看来，老年人的卫浴空间设

计显得极其重要，而要安全舒适就必须把设计尽可能

地做到人性化、无障碍化，从而才能更加保障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

当今卫浴市场主要针对的消费群体还是青年大

众，虽然产品的种类繁多，也逐渐向智能化、节能化发

展，可是产品的结构层次却很单一，缺少专为老年人

群考虑的舒适用品[2]。现阶段国内市场上常见的老年

人卫浴产品基本多为如床用便壶、塑料便盆、坐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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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带有温度计的可识别性变色洗漱盆

Fig.1 Identifiability discoloration wash basin with a thermometer

淋浴凳等这类低端设施，而这些设施大多未经过合理

安全的设计，质量问题繁多，外形也缺乏科学性和美

感，更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虽然也有像

开门式浴缸、可调节高度的洗漱台、自动升降坐便椅

等这种高端产品，但是基本依赖于国外进口，缺乏自

主创新设计，价格昂贵，并不能普及国内广大老年消

费群体。由此看来，引入一种新的设计理念并对老年

人无障碍卫浴空间设施进行细致深入地研究，具有重

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 交互设计的基本概念及提出的意义

美国 IDEO公司早在1984年比尔莫格里奇提出了

交互体验的概念，将交互命名为“软面”，后来又更名

为交互设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交互方式也日新

月异，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交互的体验。交互设计是让

产品更易用、更有效，并且让人更愉悦的新型技术。

致力于了解用户以及他们的期望，目的是增强人们工

作和通信的交互方式。

卫浴是人类居住环境中必不可少的场所，在这个

空间里发生着人与产品的相互作用。将交互设计理

念运用在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设计中，不仅可以增

进老年人与产品的交互体验，增强老年人生活的自主

独立性，也可以使老年人通过与产品的交互而产生不

一样的乐趣，从中找到自我价值和存在感[3]。但是没

有无障碍设施的交互设计，会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行动

非常不便，然而即使一些无障碍设施按照规范设计

了，却由于不易于使用而成为摆设，造成资源浪费。

这些可达性不高的环境设施，让人有种被拒之门外的

感觉。由此看来，将交互设计运用在老年人无障碍卫

浴空间设计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3 交互理念在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的设计研究

将交互设计的全新理念运用在老年人无障碍卫

浴空间中，可以从视觉上的交互、听觉上的交互、触觉

上的交互这 3个方面入手，探寻最适合老年人无障碍

卫浴空间的人机交互模式。

3.1 视觉上的交互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视网膜分辨影像能力

不断下降，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也越来越差，在老年人

的无障碍卫浴空间环境中，视觉上带来的感受是最直

接的，因此，卫浴的设施要尽可能地使老年人易理解，

易识别。卫浴环境是私密性很高的个人空间，而老年

人由于身心状态的下滑，对卫浴设施的要求和依赖也

远远超过年轻人，将交互理念运用在老年人的无障碍

卫浴空间中，让老年人能通过自己的能力进行卫浴活

动，不仅能尊重老年人的个人隐私，而且能让老年人

在与卫浴产品的交互体验中找到自我实现的价值[4]。

带有温度计的可识别性变色洗漱盆，见图1，在洗漱盆

上安装 2个水龙头开关，用红色和蓝色分别区分出热

水和冷水，以便于老年人识别和操作。将水龙头的末

端安装一个温度计，当老年人打开热水开关时，温度

计上会显示出当前的水温，随着温度的变化水管会慢

慢变为红色，而当老年人打开冷水开关时，水管会随

着水温的变化逐渐改变成蓝色，这种视觉上的交互体

验，不仅能为老年人的日常洗漱带来方便，也能给老

年人的卫浴生活增添不少乐趣。

3.2 听觉上的交互

当今的卫浴产品虽种类繁多，但大部分都只考虑

到产品的表象，忽略了人与产品之间的交流，而相对

于老年人的卫浴设施更是少之甚少[5]。在老年人无障

碍卫浴设施中，大部分的产品只单单从老年人的生理

角度出发，忽略了老年人心理上的需求。特别是在浴

室里，洗浴的过程中雾气笼罩，环境闷热，而老年人由

于身体的限制，行动上的不便，在洗浴的过程极有可

能因为视线不清而发生摔伤或者因为洗浴时间过长

而产生窒息。因而可以将浴室设计成有声的环境，但

由于老年人对声音的敏锐度也有所降低，听到的声音

频率范围逐渐减少，若要从听觉的角度着手，可以将

交互理念这种新的设计思潮运用在老年人无障碍空

间设计中，让老年人在洗浴的同时不但能和产品产生

互动，而且也能让老年人在洗浴的过程中更加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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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得到满足。装有定时器的老

年人无障碍洗浴设施，见图 2。在老年人的无障碍浴

缸或淋浴的设备上装上定时器，在沐浴之前可以根据

自身的需求先设置好洗浴的时间、水温和水流的大

小，这样在洗浴的过程中就不必老年人自己去调节水

温和控制时间，当预定的时间到时，洗浴设备会发出

悦耳的铃声，并停止供应热水，这样一来，卫浴外的人

也可以知道老年人在浴室内的情况，既尊重了老年人

的隐私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安全[6]。

3.3 触觉上的交互

老年人在无障碍卫浴环境中触觉上接触最频繁

的就是座便器，由于老年人对冷热的敏感度低，特别

是在寒冷的冬天，坐在座便器上会让他们感到冰冷不

适，因此许多老年群体都会选择在座便器上放上马桶

垫，虽然可以帮助他们暂时避免身体与座便器的直接

接触，但马桶垫拆洗不方便也不卫生，同样也会给老

年人的生活造成困扰；而在炎热的夏天，细菌繁殖快，

身体与坐垫的长时间接触会产生汗液，抵抗能力弱的

老年人很容易受到病菌的感染，危害身体健康。从触

觉感知上的交互设计入手，运用红外线感应控制装

置，当老年人接触到座便器时，马桶座的感应系统会

根据老年人的体温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老年人的

身体状态，见图3。当老年人起身时，座便器不仅自动

冲洗污垢也会将身体留下的汗液烘干并进行消毒。

通过这种交互式的体验，不仅确保了老年人的身体健

康，同时也增进了老年群体的生活乐趣。现今，变温

原理、定时装备、红外线技术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在

日常生活中，在对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进行交互设

计时，完全可以将这些先进的交互技术运用到其中，

使老年人的无障碍卫浴空间操作更加便捷，这能有效

地减少操作障碍，增强老年人卫浴活动的交互性，让

老年人的卫浴生活更加安全舒适。

4 结语

交互设计是一种新型的设计理念，成功地将交互

理念运用在老年人无障碍卫浴空间中，不但要顺应现

代的科技发展趋势，而且也要符合老年人身心健康的

要求，良好的交互设计能够帮助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安

全、便捷、舒适，同时也能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充满活力

而富有乐趣的生活环境[8]。结合老年人的感知特征，

不断探寻更符合老年行为习惯的交互方式，关爱老年

群体，才是当今设计师的社会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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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装有定时器的老年人无障碍洗浴设施

Fig.2 Elderly barrier-free bathing facilities equipped with a timer

图3 红外线变温感应座便器

Fig.3 Infrared temperature sensing 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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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使产品的商业模式网络化、集中化，如淘宝商

城、京东商城、当当网等，电商企业运用互联网平台将

成千上万的商品，以相对于传统商业模式更便宜的价

格出售。这种商业模式无疑大大促进了人们的购买

欲望，满足了个性化需求。其次，信息时代是科学技

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计算机的使用是“三维打印”的物

质保障，“三维打印”技术无需机械加工或制作任何模

具，直接运用计算机图型数据生成任意形状的产品或

零件。与传统的制造工艺相比，“三维打印”技术成型

快，生产周期短，生产方式灵活而快速，适合小批量

化、多样化、个性化生产。因而，这种柔性的生产方式

为日用陶瓷产品的个性化设计提供了物质保障。

5 结语

信息时代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日用陶瓷产品设

计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前提，拓展了日用陶瓷产品设计

的视角与表现空间，为日用陶瓷产业提供了更加广阔

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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