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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 3 类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厨房操作行为，发掘并融合其差异性需求，提高老年人对

厨房操作的适应性。方法 对厨房行为和用户行为的研究现状进行相应映射匹配，建立老年人的厨房用

户行为研究模型，并以储存区（地柜）为例详解整个研究过程。结论 获得了老年人对厨房操作的行为

移动量、行为动线、行为时间和行为结果。基于用户行为的老年人厨房设计有利于在厨房与用户间建立

更自然的互动，操作更便利，研究结果有望为用户行为理论提供新思路，为老年人厨房设计提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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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and integrate their differences in demand, to improve the kitchen operation of the appro-

priate age through the study on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the elderly in the kitchen opera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kitchen behavior and user behavior is mapped and matched, and the user behavior research model of the aged kitchen 

is established. The storage area (floor cabinet)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whole research process. In this study, 

we obtained the behavioral movement, the behavior line, behavior time and behavior results of the elderly on kitchen op-

eration. The elderly kitchen design which is based on the user behavior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na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the kitchen, making the kitchen more convenient ope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user behavior theory, and to provide new ways for the elderly kitch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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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持续加快，老年人口数量居

世界首列[1]。厨房使用频率高、设施密集，是家居生

活中重要的活动空间之一。我国老年人厨房交互方

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如交互行为不便利[2]、操作过程

不流畅[3]、辅助器具不匹配[4]、人机环境不适宜等[5]，

难以满足老年人独立生活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厨

房行为和用户行为的研究现状，提出老年人厨房的

用户行为研究模型，并以储存区（地柜）为例，分

析行为移动量、行为动线、行为时间和行为结果，

进行归纳与设计实践，以提高老年人厨房的舒适性

和操作性。 

1  研究背景 

1.1  现状 

在厨房中，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外在活动，如打

开柜门、清洗餐盘、弯腰前倾等肢体动作，受到烫、

冷等外界刺激的而引发的被动反应，自豪、沮丧、动

机等内在心理活动等。 

目前，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针对老年人厨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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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和设计思路进行探究。王昀碧[6]模拟高龄

者使用厨房过程中的行走路径、时间分配、动作类型，

发现其在使用厨房时的行为障碍。Agata Bonenberg[7]

通过分析不同区域位置的操作对用户动作的影响，实

现了用户移动的减少和连贯。法兰克福厨房以用户的

行为习惯为研究依据，实现了合理的厨房操作流程、

简短的操作动线[8]。  

1.2  用户行为的研究方法 

心理学定义了行为是人体器官在内外部刺激影

响下产生的反应形式[9]；Lewin[10]认为人的行为取决

于内在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提出“行为=函

数（个人因素·环境）”。社会学则认为行为是人在一

定的内外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11]。行为主

体、客体、环境、手段、结果等 5 个要素共同构成了

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行为[12]。  

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对用户产品间行为的分析

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一方面，分析内部需要、思维、

目的等内在因素；另一方面，分析环境、刺激等外在

因素，以行为分析结果优化产品设计。 

2  老年人厨房用户行为的研究 

2.1  研究思路 

老年人厨房行为的动作和动线是复杂、不规律

的。基于社会学定义的行为构成要素以及、王昀碧等 
 

的厨房行为研究思路，本文主要通过绘制行为分析

图，可视化分析行为移动量和动线，再依据视频分析

计算行为时间 终获得行为结果。老年人厨房的研究

思路见表 1。 
表 1  老年人厨房行为的研究思路 

Tab.1 Research observation on the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kitchen 

研究内容 内容描述 

行为主体 用户 

行为客体（环境） 厨房某区域或产品 

行为移动量 
（1）单个基准点的通过次数 

（2）两基准点间的移动次数 

行为时间 
（1）单个基准点的停留时间 

（2）两基准点间的移动时间 

行为动线 两基准点间的轨迹 

行为结果 行为完成结果和难度 
 

2.2  研究模型 

受试者头部和手部为主要研究对象。头部运动体

现了受试者整体活动范围，手部运动体现了厨房作业

的操作过程。从行为客体或环境角度，将从厨房 4 大

功能区域及区域间动线轨迹 6 个方面进行研究。从通

过次数和移动次数研究行为移动量，从单个基准点停

留时间和两基准点间的移动时间研究行为时间，从行

为距离和移动轨迹研究行为动线，从行为完成结果和

行为难度研究行为结果，研究框架见图 1。 

 
 

图 1  老年人厨房的用户行为研究模型 
Fig.1 Research model of user behavior in the elderly kitchen 

 

2.3  研究过程 

归类剥析受试者行为不仅耗时短，也有利于分析

研究结果间的差异性。因此对受试者、准备阶段、实

验阶段、分析阶段 4 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依据《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老年人划分类

型[13]及厨房用户人群，将受试者划分为自理老人、助

行器老人和轮椅老人；年龄为 60~70 岁，逻辑思维能

力良好，厨房使用经验丰富。其次在准备阶段中，受

试者应提前熟悉厨房布局和物品摆放，研究者应提前

准备视频录制设备，以记录透视、俯视角度。然后在

实验阶段中，受试者需完成“进入厨房、多处取物、

清洗、切配、烹饪、端出厨房”任务，研究者应确保

受试者任务内容相同，厨房摆放一致。 后在分析阶

段中，研究者一帧帧分析视频中的典型行为的移动

量、行为时间、行为动线。 

为进一步解释老年人厨房的用户行为研究模型，

在此针对用户行为研究模型中的储存区（地柜）为例，

详解该模型的研究过程。 

3  用户与地柜的交互行为研究 

以自理老人、助行器老人、轮椅老人为行为主体，

地柜（受试厨房）为行为客体（环境）。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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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到 2017 年 2 月，在江苏无锡共邀请 36 名受试

者进行实验，要求他们完成同一项任务（番茄炒鸡

蛋），其中自理老人、助行器老人、轮椅老人各 12 名。

所有受试者中 短用时约 6 min， 长用时约 18 min。

部分受试者的操作截图见图 2。 

3.1  行为移动量和行为动线分析 

分析图以俯视和正视两个角度，在图中标注开始

位置、打开柜门位置、拿取物品位置、完成位置、路

径和活动范围，见图 3。 

 

 
 

图 2  部分受试者的操作截图 
Fig.2 Part of the subject's operation screenshots 

 

 
 

图 3  头、手部的地柜交互行为分析图 
Fig.3 The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behavior between heads, hands and wall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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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部交互行为分析图可以获知，自理老人的头

部移动量和活动范围在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均为

大，拿取物品时头部靠近右手开门位置，略低于操作

台面。助行器老人取物时头部左右移动距离较小且在

操作台面以上。轮椅老人弯腰取物时，需要多次调整

位置，且头部高度大多高于操作台面，其中 3 名受试

者向前俯身取物，轮椅后侧翘起，险些翻倒。 

根据手部交互行为来分析，自理老人下蹲后右手

打开柜门，左手取物至于地柜台面后，左手扶住地柜

边缘起身，同时右手关上柜门，左右手配合灵活。助

行器老人操作缓慢，左手主要用于平衡支撑，取物和

开关柜门等操作主要依靠右手进行。多数轮椅老人采

用前侧取物，其中有一位老人差点翻倒；从行为时间

来看，侧向取物耗时更短，且更为安全。 

3.2  行为时间分析 

3 类用户的行为时间分析结果见表 2。自理老人、

助行器老人、轮椅老人完成一个完整的地柜取物行

为，平均用时分别为 3.75，8.75，13.75 s。其中，自

理老人取物为 1 s，移动为 2.75 s；助行器老人取物为

2.25 s，移动为 6.5 s；轮椅老人取物为 4.75 s，移动

为 9 s。 

 
表 2  3 类用户的行为时间 

Tab.2 The behavior time of three types users 

受试者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取物时间/s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自理老人 

移动时间/s 3 3 3 2 2 3 3 3 3 2 3 3 

取物时间/s 3 3 2 2 2 3 2 2 2 2 2 2 
助行老人 

移动时间/s 6 6 7 6 6 7 7 6 6 7 8 6 

取物时间/s 6 5 4 4 5 6 5 3 5 6 3 5 
轮椅老人 

移动时间/s 10 9 12 6 9 9 13 4 10 7 13 6 

  
从地柜取物的总时间可知，对自理老人、助行器

老人、轮椅老人户而言，其完整地柜取物行为难度均

呈递增趋势。从取物时间、移动时间两方面来看，取

物、移动行为难度同样呈递增趋势。另外，助行器老

人的移动时间是取物时间的 2.89 倍，约占总时间的

3/4，轮椅老人的取物时间是移动时间的 0.53 倍，约

占总时间的 2/3，由此可见对助行器老人而言，移动

行为比取物行为更为困难，而对轮椅老人来说，取物

行为比移动行为更困难。 

3.3  用户行为结果分析 

根据视频分析，自理老人、助行器老人和轮椅老

人的地柜取物典型动作见图 4。 

通过研究 3 类用户地柜取物操作的行为移动量、 

 

 
 

 

图 4  头、手部的地柜交互行为分析图 
Fig.4 The analysis of interactive behavior between heads, hands and wall cab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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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动线、行为时间，得出行为分析图，可建立以下

地柜设计原则。 

1）高度适应原则，地柜高度除了受使用者身高

影响，不同障碍类型老人的操作高度也有所不同。助

行器老人地柜高度应略高于自理老人，轮椅老人对地

柜把手高度有一定要求。 

2）空间容脚原则，轮椅老人地柜取物时间较长，

取物过程中存在侧翻和前倾危险，不适合使用普通地

柜，应为其设置容脚空间。 

3）置物分类原则，根据物品特征和使用频率，

地柜上层应放置常用、较轻物品，地柜下层放置不常

用、较重较大物品。 

4）柜体多样原则，为减少自理老人和助行器老

人弯腰下蹲的幅度，可将普通隔板柜替换为拉篮、旋

转柜等，以方便拿取高度低、位置深的物品。 

5）把手易拉原则，地柜把手形状明显，凸起并

易于拉开；可在地柜侧面安装竖向的扶手，或沿操作

台面侧面安装扶手。 

3.4  可行性分析 

整个研究过程为行为定性研究和数据分析，通过

研究分析 3 类用户地柜取物行为中头手部的移动量、 
 

动线、时间等，可以获知 3 类用户的厨房操作行为差

异，提高了厨房设计准则的可靠性。受受试者本身自

理能力存在差异性，性别、数量限制，地域环境差异性

等因素的影响， 终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4  老年人厨房地柜设计实践 

根据前期的用户行为移动量、行为动线、行为  

时间、行为结果等分析，设计了老年人厨房地柜，见

图 5。 

柜体台面和内部置物架上设有轻触式开关，可实

现置物架高度升降调节，以适应不同障碍类型老人的

操作高度需求，见图 5a。柜体下方设有容脚空间，降

低轮椅老人取物时身体倾斜幅度，避免发生前倾危险，

见图 5b。柜内物品按照使用频率及种类分别存放在不

同柜体和层架上，常用、较轻物品放于上层，不常用、

较重物品置于下层，见图 5b。地柜包含拉篮、旋转柜

等多样化柜体形式，实现柜体上下升降、左右旋转，

减少用户弯腰、下蹲、前倾的幅度，见图 5b。柜体台

面边缘处加设了安全扶手，帮助取物者保持身体平

衡，柜门上设有凸起的竖向长把手，方便下蹲者拉开

地柜，也方便轮椅老人侧向取物，见图 5c。 

 
 

图 5  地柜设计效果展示 
Fig.5 Renderings of floor cabinet  

 

该厨房的地柜设计基本满足了高度适应性、空间

容脚性、置物分类性、柜体多样性、把手易拉性等原

则，通过厨房运动来减少用户运动，自适应多种用户

类型，以提高安全性、提升操作性，增加舒适性。 

5  结语 

本文基于用户行为理论，构建了老年人厨房的用

户行为研究模型，以储藏区（地柜）为例，获得了自

理老人、助行器老人、轮椅老人的行为移动量、行为

动线、行为时间，并总结设计原则，应用于老年人厨

房地柜的设计实践。整个过程，从需求层设想前瞻

化、到行为层贴合 大化，逐步实现使用层的交互自

然、合理化，既能够吻合老年用户的生理心理特点与

操作习惯，又能够引导用户行为，建立用户与地柜之

间自然的人机交互，极大地增强厨房地柜的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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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内容及方法也有望为用户行为相关设计研究

提供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与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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