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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可持续设计理论，对老旧社区公共设施提出适老性优化设计策略，使其符合老年人生

活及娱乐需求。方法 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 4 个方面，以可持续设计理论为指导，通过实地调研，

提出在研究老年人需求及行为特征的前提下，采用参与式设计、紧凑型设计、人—机—环境和谐设计的

方法来对老旧社区公共设施进行适老性优化，并通过案例进行验证。结论 在可持续设计理念的指导下，

将老年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相融合，保证老旧社区公共设施适老性改造的可持续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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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Old  

Communities in the Sustainabl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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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ut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old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sign theory,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s life and entertainment. From 

four aspects such as society, cultur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sign and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participatory design, compact design and human-machine-environment harmo-

nious design should be applied to optimize the public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old communities and verify the same 

by case, on the premise of studying the elderly's needs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stainable 

design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the elderly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the society, cultur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reconstructed for the elderly in the 

ol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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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城市养老机构负担

加重，社区养老及居家养老成为国家积极鼓励的养老

模式[1]。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逐步出台一系列

扶持、鼓励和规范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但都

忽视了老旧社区公共设施的适老性问题。当前，国内

大部分老旧社区的公共设施多存在设施老化、功能不

适应现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等问题，并且受到

当时的经济和技术的限制，这些设施还存在能耗高、

环境不生态等问题，不符合可持续建设的要求，亟待

进行更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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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旧社区适老性公共设施可持续设计的

背景及内涵 

1.1  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分析 

“老旧社区”是指建造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散

布在老城区的社区，由政府主导开发，具有紧邻道路、

社区规模不一、空间紧凑、绿化率低、配套简单、公

共设施少等特点[2]。老旧社区缺乏对老年设施的建设

规划，大部分现存设施由于其建造年代久远，并且受 

到当时经济的限制，所以普遍存在设计单一、设置不
合理、功能不适应生活需求、不易于操作、安全隐患
等问题。同时，这些设施还存在能耗高、不生态等问
题，早已不能满足老年人差异化的养老需求。一般老
旧社区的公共设施主要分为公共信息设施、公共卫生
设施、公共环境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健身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社区服务设施、公共交通设施等，每
一类型的设施又细分了多种设施项目。是笔者调研了
成都部分老旧小区公共设施，可以发现多数设施都是
较为简陋的，普遍存在的问题见表 1。 

 
表 1  社区公共设施分类表 

Tab.1 Public facilities classification 

设施 

项目 

公共信 

息设施 

公共卫 

生设施 

公共环 

境设施 

文化娱 

乐设施 

体育健 

身设施 

医疗卫 

生设施 

社区服 

务设施 

公共交 

通设施 

项目

细分 

导示牌、LED

显示屏、广告

牌、告示标识

牌 

公共垃圾桶、

公厕、污水

井、化粪池、

污水井 

公共座椅、户

外照明、绿化

带、凉亭、上

下楼梯辅助器

阅报栏、科普

活动室、文化

活动室、教育

中心 

运动球场、

活动广场、

棋牌室、运

动健身器材

居住区医院、

门诊部、卫生

站 

社区服务中

心、志愿者服

务室、养老院、

日间照料室 

停车设施、阻

拦设施 

问题 

导视牌混乱 

 

 

垃圾满地，卫

生状况差 

 

公共座椅数

量不足 

文化设施被

作它用 

设施陈旧、

安全隐患高
卫生设施不足

 

床位少，无专

业照护人员 

 

人、车无分流，

出行不安全 

 

 

1.2  可持续设计理念下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

化设计的内涵 

1.2.1  适老性公共设施设计  

适老性公共设施是指适宜老年人的公共设施，必

须满足老年人对环境的特殊需求。一方面，在生理方

面，要满足老人由于身体机能衰弱对声光热环境、无

障碍环境以及人体工学环境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另一

方面，老年人容易出现孤独、自卑、抑郁等负面情绪，

因此适老性公共设施设计还需要满足他们对安全感、

归属感、私密感和舒适感等方面的需求[3]。 

1.2.2  可持续设计理念  

可持续设计是从设计阶段就考虑环境影响、资源

限制、 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问题的一种综合设计

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协调经济、环境、社会三者之间

的关系[4]。可持续设计的目标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满足

人们对生活与消费的需求，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

谐共存[5]。可持续设计下的公共设施的适老性设计，

一般着眼于以下 4 个方面：（1）从经济的角度而言，

可持续设计的产品应考虑从原料、制造、使用、回收

再利用、附加值方面的成本；（2）从适老性角度而言，

倡导节约、经济的同时，应选用舒适安全的材料，满

足适老性需求；（3）从环境的角度而言，尊重自然，

设计过程中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充分利

用有限的资源，合理结合 4R（Refuse、Reduce、Reuse、

Recycle）原理，降低能耗，维持环境的生态，减少

重复建设节约资源；（4）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充分考

虑操作的安全性，对人类使用的友好性，注重细节符

合老人使用习惯的人机工程性；（5）从文化的角度而

言，充分考虑、尊重且适应当地的地理特征和人文特

色，尤其不能忽略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满足老人的

归属感。可持续下背景的适老性设计模型见图 1。 
 

 
 

图 1  可持续下背景的适老性设计模型 
Fig.1 Adaptive aging model maps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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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可持续设计理念下适老性公共设施设计内涵 

在可持续设计理念的指导下，将公共设施的建设

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相融合，保证老旧社区公

共设施适老性改造的可持续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人与环境、社会沟通的作用。适老性公共设施与老人

的户外生活、娱乐活动关系密切，为老人提供便利的

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人性化的理念[6]。一方面，既可

以满足老年人生活娱乐的需求，避免老年人远离城市

生活与公众社会隔离而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弊端；另一

方面，老人可以充分利用住区公共服务资源，减少重

复建设，节约资源，实现集约化配置。 

2  可持续视角下老旧社区适老性公共设施

优化策略  

2.1  充分考虑老年人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特点  

由于资源限制、经济因素、环境影响等原因，所

以很难按照老年人的需求特点对老旧社区进行重新

建造，只有参照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对

当前的设施进行优化改造，维持老人独立生活的能

力，让老人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活动[7]。 

2.1.1  生理、心理、行为需求 

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社区老人的生活质量密切相

关。步入老年后，老年人出现了生理性老化，表现为

感觉、认知、行动 3 个方面的衰退：（1）老年人行为

举止反应能力减慢；(2)老年人的感觉和认知之间的相

关性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强；（3）老年人的操作技能需

要在特定环境下依赖知觉信息来辅助[8]。心理性老化

表现为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活动范围缩小，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减弱，接受新事物能力降低，容易

缺乏安全感、容易孤独、自卑等。同时，老年人的出

行活动范围和活动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一般来说，老

年人出行频率大，逗留时间短，以 10~15 分钟居多，

通常 50 分钟为上限。以步行为主，活动半径不大于

450 m。老年人出行的活动分布见图 2。 

2.1.2  交往娱乐需求 

老人喜欢与同龄人交流，前往聚集活动的场所，

或在社区广场、绿地、凉亭、活动中心，多半聚集在

现有的自然环境与建筑设施附近，并以露天活动为主

要形式，例如棋牌、麻将和歌舞类的活动。通过这样

的活动，可以增加老人的参与感，有助于其心理健康。

还有些老人喜欢在社区活动室内参与一些书画、阅读

等活动，来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实地调研发现，

老旧社区的广场相对较小，供室外娱乐的桌椅不多，

大部分广场上未设置遮雨设备，大部分社区未设置老

年活动室，多数老人喜欢坐在花台或台阶上进行聊

天、打牌等活动。 
 

 
 

图 2  老年人出行的活动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elders' walking activities 

 

2.1.3  健康安全需求 

由于身体机能衰退，所以老年人对健康、安全的

关注度随之增加。据调查，老年人最担心的安全问题

是摔倒、滑倒，而在老旧社区里，容易造成摔倒、滑

倒问题的安全隐患主要存在于以下设施：（1）社区过

道狭窄，地面凹凸不平，老人容易摔倒；（2）楼梯狭

窄，楼层无电梯，老人在爬楼过程中容易出现眩晕、

跌倒的情况；（3）健身设施老化，使用时容易出现意

外滑倒的情况；（4）公共座椅少，老人喜欢坐在广场

台阶上活动，久坐后起立容易出现眩晕、摔倒的情况。 

2.2  强调老年用户的参与式设计 

参与式设计主要强调设计过程中设计者与使用

者的共同参与，使用者在设计过程中被赋权让使用者

能够加入公共区域的规划与设计，真正影响社区环境

的决策[9]。参与式设计研究的基本流程图见图 3。参

与者被赋予主动参与设计过程的机会和手段，从最初

的基本信息提供到主动参与信息收集过程，以及协助

配合数据处理和概念转化，最终针对已建立的概念原

型进行测试与反馈[10]。 

对于老旧设施而言，老年用户的参与是老旧社区

适老性改造设计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设计合理与否

的标尺[11]。例如社区公共座椅的设计，参与的老年人

与设计师共同界定用户需求及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

并从多个方面提出多种概念，探讨座椅的形态、尺寸、

色彩、材质，在制作过程中，老年人直接介入制作过

程，共同实施设计概念，最后完成制作后，参与者发

挥其作为设计的最终使用者的作用，对座椅的舒适

度、尺寸等因素进行评估和反馈[12]。只有这样才能最大

限度地发挥老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其熟悉的资

源环境，设计出适合老年人需求及文化内涵的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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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参与式设计研究的基本流程 
Fig.3 The basic flow chart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research 

 

2.3  提倡经济环保的紧凑型设计 

旧社区公共空间不足，为了实现更多功能，可以

采用紧凑型设计，在满足老年人生活需要的同时，使

空间规划更为合理。紧凑型设计的特点主要有：空间

利用高效；外表质朴但有人文关怀；强调节制性，但

也注重其舒适性及安全性；具有多功能拆装的灵活性[13]。 

例如自动化座椅电梯的设计，见图 4。“自动化座椅

电梯”由轨道，驱动装置，和座椅 3 个部分构成，驱

动装置和座椅是安装在一起的，老年人只需坐在椅子

上，按动扶手上的按纽，座椅便开始上下移动。座椅

用料环保考究，保证了座椅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可折

叠式设计在保留楼道充足的空间的同时，也给楼道带

来了现代化的气息。 
 

 
 

图 4  自动化座椅电梯 
Fig.4 Automatic seat elevator 

 
2.4  构建适老性人—机—环境间的和谐关系 

适老化的社区公共设施设计不仅要能满足当下

老年人使用要求，更应该给未来预留可持续发展的可

能，使“老人—公共设施—环境”三者之间相互和谐，

人—机—环境的关系见图 5。例如社区里的一件垃圾

箱，无论从垃圾口高度和回收标识来说，都给老人投

掷垃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导致垃圾投掷率低，垃圾

分类不明确，影响垃圾的回收循环，所有消耗都可能

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老旧社区因空间限制，

不能一味采用“缺什么就建什么”的粗暴改造方式，应

观察老年人行为活动的规律性，对于某一块公共空间

或者是某一个公共设施，临时赋予其他的功能，不使

用时恢复其本来面貌。既能实现老年人需求，又保证

实现功能的同时不会影响环境的整体性。 

 
 

图 5  人—机—环境的关系 
Fig.5 Relation graph of "Human-Mach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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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案例——成都水碾河路南社区公共

设施适老性优化设计 

3.1  背景及需求分析 

成都市牛市口街道水碾河路南社区地处成都东

边，该社区是一个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市政改造

拆 迁 安 置 居 民 为 主 的 纯 居 民 社 区 。 目 前 社 区 人 口

18900 人，户数 6530 户，共计 64 个居民院落，低保

71 户、残疾人 103 户。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总人

口的 30%，其中 60—80 岁的低龄老人占老龄人口的

大多数。社区的规模较大，经过后期的不断添加改建，

公共服务设施种类有所增加，但社区以老年人居多，

大部分设施都不适合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生活。可持续

设计指导下的老旧社区公共设施适老性改造首先要 

 

符合以下标准：（1）融入城市，考虑使用者的人机与 

和谐；（2）保证生态不受破坏，合理利用资源；（3）

考虑成本，经济、实用是根本；（4）注重人性与文化，

以老人需求为本，考虑方便老人的同时，注重地域文

化的表达。  

3.2  优化分析 

随机对社区 20 户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并邀请 20 

位老人参与讨论及设计，分析归纳得出以下问题：敞
开式垃圾桶旁垃圾成堆；公共座椅数量较少且椅面陈
旧，摆放不合理，无遮阳蓬，座椅设计无靠背，导致
老人坐着不舒服；停车位置规划不科学，导致老人行
走时与易与车辆抢道。因参与讨论的老人都十分关注
座椅改造，本文将着重对该小区公共座椅进行改造，
公共座椅现状如图 6。 

 
 

图 6  公共座椅现状 
Fig.6 Status quo of public seats 

 
通过对该社区老人的行为特征研究后发现，该社

区老人的活动半径较小，约在 180~220 m 之间，白天

出行较多，逗留时间约为 5~40 分钟，多以步行为主。

聚集活动通常以下棋、打牌、跳广场舞、喝茶、闲聊

为主，根据不同的气候，持续的时间不同。早上午

6~7 时、9~10 时，下午 3~5 时为该社区老人出行最多

的时候，老人活动不久，就会选择临近的座椅坐下小

憩，以缓解双腿的疲乏。 

了解老人的活动状况后，设计参考与公共座椅相

关的老人人体尺寸，在高度上应充分考虑到老年人身

体的状况，太高太低都会造成身体的危害，合适的座

高应设计在 450~500 mm 之间；座深应足够大，才能

保证大腿前部得到足够的支持，合适的座深尺寸为

450~550 mm 之间；座宽也应大于普通类座椅，扶手

的设计可以减轻久坐和站立的压力，靠背的设计常被

设计成直线型或曲线型，来缓解老人背部压力[14]。 

 

 
 

图 7  腰部肌肉活动度 
Fig.7 Lumbar muscle activity 

在公共座椅的位置规划上，利用航拍技术拍摄社

区俯瞰图，经过调查计算发现老年人的舒适步行距离

约为 150 m，在社区主要街道旁设置体积较小的座椅

（紫色标记），最好具有隔离车辆动线及提供临时休

息的双重功能，在空间允许的地方可以设置带棚的座

椅，同时兼具挡风遮雨和照明的功能（绿色标记）。

公共座椅规划设置见图 8。 

 

 
 

图 8  公共座椅规划设置 
Fig.8 public seating planning settings 

 

3.3  优化方案 

针对社区停车区与老人行走区域交叉问题，设计

出一款集停车阻拦功能与公共座椅功能二合一的圆

凳子设施，见图 9。该设施针对街道座椅设置不足的

问题，在每 150 m 处便设置一个圆凳子，方便老人临

时休息，同时它还具有隔离汽车带的作用，保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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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安全。 
 

 
 

图 9  圆凳子 
Fig.9 Round stool 

 

针对老旧社区里的椅子造型单一情况，在设计扶

手时加入了四川地域文化的造型元素——兽面纹；在 
 

材质选择上，底座采用再生水泥制作，绿色环保；经

过防腐处理的木质椅面，材质温和，耐久性强，安全

环保；座椅后方有一个洞口，方便安装遮雨棚，棚下

方为科普宣传栏，方便老人阅读；支柱上设计了四条

灯带，利用顶部的太阳能板发电，在夜晚时可以提供

光源照明，座椅见图 10。 

在完成设计后，进行模型制作，并邀请参与的老

年人进行评价反馈。大部分老年人认为改造后的座椅

更舒适，多功能的设置可以满足不同时间及气候条件

的使用，两款座椅不同的造型及点位设置，可以有效

解决社区内座椅不足的问题，缓解行走时的不适，增

加户外活动时的舒适感和适用性，具有传统风格的造

型，稳重、大气，符合老年人的审美需求。这两款方

案简单易执行，经济节约，目前已经被社区采纳。 

 
 

图 10  座椅 
Fig.10 Chair 

 

4  结语 

可持续设计理念在老旧社区公共设施适老性设

计中的运用，是在考虑多种与人相关的因素后提出来

的，旨在不污染环境、损耗低、可循环利用的情况下，

创造出符合老年人的需求、经济、安全、易操作、舒

适、有内涵的产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思考和审视

公共设施适老性设计，一方面，可以在设计和使用性

等方面考虑到老年用户的真正需求，实现用户体验的

提升；另一方面，在当前老龄化趋势和工业产品设计

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将社会、环境、文化、经济目标

融入到优化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中去，既遵从适老性的

原则，也促进了老年人与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

协调发展，符合可持续设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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