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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中日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差异性，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的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通过

比较研究中日两国在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的发展历程、服务理念和功能应用，总结日本先进养老经验，提

出符合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发展的构想。结论 日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相对完备，而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在设计理念、无障碍设计等方面存在不足。借鉴日本先进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

情的社区居家养老设施设计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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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ome Care Facilities Design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ommunity 

LIU Cun, DONG Bin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of home care facilities in communit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care facilities in community in china.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y of home care fac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service concept and function application and anal-

ysis, it sums up the experience of Japan's advanced pension and propose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home care facilities in china.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community home care facilities in Japan is relatively complet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design of Chinese community home care facilities, such as design idea 

and barrier free desig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raw o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establish a design sys-

tem of community home care facilities suitable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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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基数

大,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养老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由

于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多数老年人会选择居家养

老，因此居家养老设施设计尤为重要。相对于较早步

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居家养

老设施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居家养老设施的规划设

计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中日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的差异比较 

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居家养老设施在采光通风、设施配置和无障碍设计等

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采光通风问

题表现在部分住宅由于布局或楼层原因，卧室采光不

好；卫生间多没有窗户，依靠排风扇进行空气循环，

污浊空气不易排出。设施尺度问题表现在日用品设计

不符合老龄群体的人机工学，床、沙发相对较低，起

坐较为不便；灶台、厨具位置相对偏高，洗漱台和灶

台缺乏相应进深设计，乘坐轮椅的老人难以使用。无

障碍设计问题表现在卧室、卫生间缺乏相应的扶手设

备和辅助装置，老年人容易摔倒；起居室、卧室没有

完全铺设防滑地面材料；厨房、卫生间和室内过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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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狭窄，轮椅活动有足够的回转空间。 

日本大力推进相关养老机构及设施建设，推行养

老服务产业化，同时实行新型的小规模多功能社区养

老模式，营造良好的居家养老氛围。养老设施配置齐

备，实行单元式护理模式，能充分满足老龄群体的生

活需求，老年人可以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按照使用

方式的不同，日本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可以大致分为两

类：住宅型模式和复合型模式。 

1.1  住宅型模式 

住宅型模式是指在老年人住宅内展开日间照护

服务，主要包括医疗护理和机能训练两部分，有着独

立的起居室、浴室和卫生间等设施。在日常生活中，

老年人有着比较独立的生活空间，可以按照自身需求

选择多元化服务，容易形成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日

本本州岛东北部秋田县的鹰巢街是该模式的典型代

表。鹰巢街居住人口约两万余人，该街区住宅有着较

为完善的居家养老设施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在居家养

老设计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居住需求和使用便利

性。起居室的空间设计宽敞明亮，与卧室、餐厅等其

它区域不做错层处理。地面使用防滑板材。走道充分

考虑到轮椅的回转空间，并安装扶手。家具设计重视

细节处理，采用圆角设计，不采用易划伤的直角或尖

角，见图 1。沙发高度、硬度适中，便于老年人起身，

不采用过低、过软的坐垫设计。整体空间色彩多采用

白色、米色等浅色系，营造出温馨柔和的居家环境。

在厨房设计方面，空间布局多采用开放式设计，便于

乘坐轮椅的老人进行操作。地面铺设防滑瓷砖。操作

台面高度适中，约为 80 cm，台面下方有进深设计，

便于轮椅进出。厨房内安装有燃气报警器，以防因遗

忘关掉燃气而引发的安全事故。 

在卧室与卫生间设计方面，卧室房门采用推拉门

设计，房间隔音效果良好。房间向南朝向，设置有阳

台，房间内采光充足。室内家具简洁实用；睡床高度

适中，约为 45 cm，床边安装有扶手，便于老年人起

身。对于使用轮椅的老年人，床面高度则跟轮椅高度

一样。床垫有一定硬度，以便于老年人起坐与翻身。

床头装有易于开关的床头灯，灯光色彩柔和。考虑到

老年人晚间如厕较为频繁，卧室设有内部卫生间。卧

室、卫生间装有紧急呼救按钮装置，便于在突发情况

下使用。室内色彩以黄色、白色等暖色系为主，营造

出静谧祥和的环境空间。卫生间宽敞，便于轮椅活动，

房门采用推拉门设计，地面铺设防滑瓷砖，器具高度

适宜，洗脸盆高度为 80 cm，马桶高度为 40 cm，卫

生间马桶、洗浴设施旁边均设有扶手装置，见图 2。 

1.2  复合型模式 

复合型模式是指老年人在集中区域生活，设有起 

 

图 1  拐杖夹设计 
Fig.1 Walking stick design 

 

图 2  淋浴设施 
Fig.2 Shower design 

居室、餐厅、厨房和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全天为老年

人提供餐饮和护理服务。其它功能性机构如医疗机构

或幼儿园也设立在此，既可以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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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又便于共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在此居住的人

群是自理能力较弱的老龄群体，生活设施配备相对完

善，对老龄群体的照护及协作方面周到细致，日本琦

玉县的所沢看护中心就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该中心

位于埼玉县所沢市，占地面积约为 1700 m2，与幼儿

园呈流线型平面布局分布，通过走廊相接，见图 3。

中心和幼儿园有着各自独立的出入口，餐厅和仓库作

为中间过渡区域，这样既能彼此联系，又不会互相干

扰。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办公区在一楼，疗养室在二三

楼。该中心与幼儿园共享活动设施和空间资源，相似

的餐饮和作息时间，但有着明确的位置及功能区分，

实行分开管理。 

 

图 3  走廊设计 
  Fig.3 Corridor design 

在养老设施设计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使用便

利性。首先，开放亲切的空间环境。整体空间环境设

计简洁明了，可识别性强，营造出温馨宜居的环境氛

围。门厅服务台设有低位和高位柜台。低位服务台便

于乘坐轮椅的老人与工作人员交流，高位服务台供正

常人使用。服务台一侧设有商品架，售卖食品、饮料

等日常生活用品。服务台与办公区域毗邻。办公区域

是宽敞开放的空间设计，便于老年人和工作人员及时

沟通交流。其次，多样化的空间设计。与国内养老机

构千篇一律的空间与家具设计不同，该中心的空间设

计细致周到，见图 4。为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活动

需求，中心分别提供了不同功能类型的座位设计，包

括普通桌椅、沙发座椅、吧台座椅与榻榻米设计，普

通桌椅供就餐时就坐，沙发座椅是聊天或看电视时使

用，吧台座椅供饮酒时就坐，榻榻米坐席可供举办聚

会活动。最后，营造温馨的家居氛围。居室整齐划一，

在每个居室入口装饰不同颜色的饰物，便于老年人识

别。房间尺寸参照民居标准，采用单间设计。老人有

着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门窗设计使用日本传统住宅

中的木制推拉门、推拉窗等。家具及饰品也都按照家

居生活特点进行设计。老年人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布置

房间，放置自己的家具物品，从而营造出浓厚的家庭

氛围。此外，老年人可以参与照顾孩子们的日常活动，

同时满足喜爱孩子和喜欢热闹的心理需求，是有效利

用社区资源、进行功能整合的良好典范。 

 

图 4  起居室设计 
Fig.4 Living room design 

2  影响中日居家养老设施差异性的原因 

2.1  法律政策比较 

关于居家养老设施方面，我国的法制建设相对薄

弱。国内关于老龄群体的养老规定，多集中在养老政

策和权益保障方面，当前相关的法律是《老年人权益

保护法》。该法规从宏观方面对老年人权益进行界定，

有着广泛指导意义。其它关于老年人保障的内容多见

于政府文件，缺乏法律的强制性和保护性，具体到居

家养老方面的法律文件更是寥寥可数。日本关于养老

设施方面的法律政策较为成熟完善。从 20 世纪 60 年

代至今，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老龄

群体福利法》、《老龄群体介护保险法》和《福利人

才保护法》等 10 余部，构成了完备的养老服务管理

和养老设施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日本政府提倡居家

养老服务，具体分为居家护理与设施护理两大类，其

中居家护理种类 10 余种；大力兴建相关养老设施，

尤其是低收费的养老院和以日间照顾为主的养老设

施如日间护理中心等。在维护老龄群体权益时，日本

先立法后施行，所有措施建设都有法可依。 

2.2  发展历程比较 

我国养老设施发展起步于 20 世纪 40 年代，政府

实行福利措施，兴建养老院，照顾革命老人，对丧失

劳动能力者和孤寡老人进行“三保政策”。1956 年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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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养老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多数城市与乡镇普遍兴建养老院。进入 80 年代以

来，养老市场发展迅速，并逐渐形成养老服务体系。

2000 年后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养老政策法规，养老服务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生活

型、康复型、养老型建筑纷纷兴建，有敬老院、老年

公寓和老年社会福利院等。日本在 20 世纪较早步入老

龄社会，相关的设施政策也较为成熟完备。1945 年出

台《生活保护法》，对失能老人等弱势群体按照最低

生活标准进行补助。1962 年日本政府实行居家护理服

务，小范围在老龄群体家庭实行上门服务。1963 年出

台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人的护理范围从需要照顾的特

殊人群扩大到一般群体。70 年代，日本政府鼓励居家

养老，开展短期护理和全天护理服务。80 年代，日本

政府修改福利政策，医疗和保健进行分离，同时加强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相关设施建设。90 年代后，日本

政府推行黄金计划，实行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相结合。

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政府颁布护理保险法，推行较为

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成熟。 

3  日本居家养老设施设计给我国的启示 

中日在养老文化、家庭养老方式等方面较为相

似，借鉴日本居家养老设施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

建立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养老设施设计体系，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视觉环境设计 

在家居色彩方面，古朴典雅、柔和大方的色彩较

为适合老年人的需求。客厅和卧室的天花板宜采用白

色或低纯度色系，墙面采用浅黄、白色等浅色系，家

具和其他装饰物的色彩可较为活泼。地面与墙面的颜

色最好形成深浅对比，视觉层次感会更强烈。餐厅与

厨房应选用洁净的色彩，以助于增进食欲。卫生间的

墙面宜采用浅白、浅黄等浅色系列，扶手则用深色，

以便于老年人识别使用。在居家环境里，卧室照明较

为重要，宜采用相对柔和的筒灯光源，避免强光直射。

床头位置要安装台灯或壁灯，功率为 25~40 W。在床

头对面可设二级吊顶，安装筒灯。为便于老年人夜间

活动，可安装低照度长明灯。此外，自然采光也很重

要。窗帘宜采用遮光布帘与纱帘双层设计，可适当调

节自然光源。老龄群体在室内活动时间相对较长，要

有良好的通风设计。卫生间和厨房的窗户尺寸要大，

同时安装排风扇，以保持空气清新通畅。卧室为南向，

有充足的采光照射。此外，在阳台、房间适当摆放绿

色植物。 

3.2  听觉环境设计 

老龄群体的家居环境需要安静，噪杂吵闹的声音

会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龄群体居家养老

环境的空气隔音需高于 50 dB，噪音要低于 45 dB。

居室的临街外墙要进行隔音处理，安装双层窗户，可

有效降低噪音给老年人带来的不适。房门、窗户、楼

板和墙壁的隔音效果要好。房间之间也要进行隔音处

理，最好不通过衣柜或橱柜进行空间隔断。此外，随

着年龄的增长，大脑机能开始逐渐衰退，健忘症成为

困扰老龄群体的顽疾，如炒菜、洗澡后忘记关闭煤气

阀门，这都给人身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因此，语言

提示设计装置在居家养老设计中尤为必要。当老年人

做饭操作有误时，系统会进行语音提示。做完饭或洗

澡后忘记关煤气阀门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当老年人

说话或做事时，会给出提示，避免老年人因遗忘而反

复赘述或操作，提供老龄群体的生活质量。 

3.3  触觉环境设计 

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老龄群体容易摔倒，因此

室内地面要使用防滑材料。厨房地面使用防滑瓷砖，

卫生间采用防滑釉面砖，客厅、卧室及其它房间使用

木地板、石英地板砖等防滑材料。在地面材料选取方

面，以不打滑为首要原则；如果使用地板，不要进行

打蜡处理。此外，还要考虑材料的吸音性。老龄群体

会常使用拐杖，如果地面材料较硬且不吸音，那么容

易产生噪音，会影响家庭其他成员休息。厨房墙面宜

采用光滑的瓷砖，会给人以活泼轻松的感受。厨卫的

地面材料使用防滑地砖，触摸有微小纹路的凹凸感，

给人以静谧、稳重的感受，又能增强走路时的摩擦，

增加安全性。厨房的操作台宜使用光洁的人造石，便

于卫生清理。此外，我国南北不同的气候差异，对老

龄群体的家居环境设计有着不同要求。南方冬季较为

湿冷，住宅内多没有安装暖气，在寒冷环境中老年人

的抵抗力会逐渐下降，所以南方住宅应该安装相应的

驱寒保暖设备。 

3.4  无障碍设计 

无障碍设计对于老龄群体来说尤为重要。在起居

室设计方面，通风采光条件要好，宜设有阳台，最好

不与餐厅混用。如果合用，面积应大于 14 m²。对于

乘坐轮椅的老人，要留出 1500 mm×1500 mm 的回转

空间。起居室不与厨房、卧室等其他区域做错层处理，

如果有高差变化，则做找坡处理。厨房门宜设计为自

动式推拉门。加工台面的宽度与深度大于普通家用台

面，台面高度约为 760 mm；放置灶具的台面高度约

为 620 mm。按照顺序依次设置洗池、操作台与灶具，

以便于使用。卧室门宜采用推拉门，空间大小适宜，

对于乘坐轮椅的老人，门的宽度宜为 800 mm。室内

主通道宽度不小于 900 mm，并有 1.5 m×1.5 m 的回转

和局部通行空间。由于身体原因，老年人如厕相对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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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卫生间应靠近卧室位置。洗脸池宜采用悬挑式设

计，池底距离地面高度约为 640 mm。池上的水龙头

把手开关宜为杠杆型或掀压式。为缓冲下蹲时的腿部

负担，坐便器距离地面高度约为 430 mm；对于乘坐

轮椅的老人，尺度约为 500 mm。如果需要放置浴缸，

长度约为 1500 mm，进深约为 500mm。浴缸靠背做

缓坡处理，内应设有台座。浴缸的出入处设有竖向扶

手，内侧设有水平扶手，以便于起身出入。 

4  结论 

相比较日本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

活习惯不尽相同，但是日本先进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经验可以给予参考。日本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将不同健

康状况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融入设计中，满足了老年人

多样化的需求，避免了养老院将老年人与家人分离而

产生的心理及健康问题。目前我国正在形成居家养老

服务格局，充分发挥社区作为基础单位的服务作用，

适应未富先老和发展不均衡的老龄化现状，真正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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