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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旨在设计一款面向中国家庭的失能老人洗浴椅。方法 结合失能老人辅助器具的文献与实地

调查，分析在洗浴过程中，洗浴椅、失能老人、护理人员、洗浴室彼此关系间存在的问题，并通过逐步

推导洗浴椅的功能、结构以及外观造型，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结果 完善与再设计了扶手、座位、座

面、脚踏板、底座、材质、尺寸 7 个基本构成部件，完成了新款洗浴椅方案。结论 新方案提升了失能

老人洗浴护理的安全性与舒适度，提高了护理效率，能够较好地满足中国家庭对洗浴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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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sign a bath chair for disabled elders in Chinese families. It analyzed the problems with 

each other's relationships of bath chairs, disabled elders, nursing staff, bathroom in the bathing process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of assistive devices for disabled elders, and proposed suitable solutions by step 

deducing the function, structure and form of bath chair. It improved and redesigned the six basic components, including 

armrest, seats, seat surface, footboard, pedestal, material, size, and completed the new bath chair. The new design im-

proves safety and comfort of disabled elder bath care, and increases the nursing efficiency, and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Chinese families for bath ch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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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因年纪增长或伤病引

起的失能老人数量显著增加[1]，失能意味着他们日常

活动能力的受限甚至丧失，需要长期接受照料、帮助。

目前，家庭护理被视为各国老年人生活护理的重要模

式之一[2]，此种护理模式既满足了老年人需长期照顾

的要求，又具备了费用较低等优点，得到了各国的积

极鼓励与支持[3]。然而，由于中国家庭观念、政策、

经济等方面的原因[4]，未受过专业护理培训的家属，

将更多地承担起照顾和护理失能老人的任务 [5]，因

此，老人及其家属既需要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又需

要有简单、易用的辅助器具用于协助护理工作。 

1  辅助器具简述 

辅助器具被定义为一种可用于维护、支持、改善

自我功能，实现以维持独立能力并增加生活质量的技

术或设备[6]。辅助技术能减少对护理者的依赖，减轻

护理者的负担；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并

保护使用者安全[7]。对帮助失能老人克服行动、听力、

视力、智力、吞咽五大障碍，提高进食、排泄、洗浴

三大功能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此外，辅助器具

还具备阻止或延缓残疾失能的加剧，对他们的康复起

到积极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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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生活条件、居住环境和公共卫生体系等

因素的大为改善，中国老年人余寿有了大幅度的增

加，但同时也导致了老年人照料负担的日益增加[10]。

当前，我国有 2.3 亿老年人、8500 万残疾人，已成全

球康复辅助器具需求人数 多和市场潜力 大的国

家。基于失能状态的评判标准分析与推测，中国现有

城乡老年人的失能率已高达 10.48％~13.31％[11]。而

老年人失能程度越大，对辅助器具的依赖程度也就  

越大[12]。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辅助器具产业经历了由

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3]，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自主产品在适用性、种类、新

材料应用及可靠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14]，因

此，坚持和发展辅助器具，既是国家政策，又是市场

需要的必然体现[15]。从研发趋势来看，具备自动化与

智能化的家用专业护理设备，将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

向。这些新型产品能够进一步改善失能老人的自我照

顾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考虑到家庭收入情

况以及老年人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 [ 1 6 ]，更加简单 
 

实用，价格合理的辅助器具仍然会占有较大的市场  

需求[17]。 

2  洗浴类辅助器具研究及设计 

沐浴不仅可以清洁老人的身体，还可以预防疾 

病[18]，但给失能老人沐浴的护理工作却是一项技术性

高，难度大，且耗时、耗力的工作，因此，面向失能

老人的沐浴护理器具应当功能合理、设计简洁、“零”

学习、安全可靠、定价合适[19]，这样才能缩短护理时

间，降低操作难度 [20]，顺利完成给失能老人洗浴的  

任务。 

洗浴类辅助器有洗浴椅与洗浴床两类，见表 1。

洗浴椅是一类用于辅助失能老人沐浴的椅子，具有功

能合适、设计简单、定价较低、占地面积小等优势，

适用于健康或轻、中度的失能老人；而洗浴床则是一

类可以为中、重度失能老人提供平躺洗浴的辅助器

具，具有专业性高、功能性强的特点。从表 1 中可以

看出，洗浴椅更加适合在中国普通家庭中使用。 

 

表 1  两类辅助器具属性比较 
Tab.1 Comparison on properties of two types of assistive devices 

 洗浴椅 洗浴床 

外型 

  
用户 普通老人；轻、中度失能老人 中、重度失能老人（难以或不能坚持坐立） 

价格 100~800 元 5000~20000 元 

尺寸/mm 典型尺寸：500×600×800 典型尺寸：2000×700×（500~900）（高度可调） 

结构及材料 主结构：金属+塑料/橡胶（接触面） 主结构：金属+海绵/橡胶（接触面） 

适用场景 家庭；社区医疗站；医院 社区医疗站；医院 

优点 功能合适、设计简单、定价较低、占地面积小 专业性高、功能强大 

缺点 
舒适性与安全性有限， 

丧失坐立能力的老年人不能使用 
体积过大，价格较高 

沐浴方式 淋浴，擦洗 淋浴，擦洗，床浴 

护理难度与技术要求 护理步骤少，难度较低；护理技术门槛低 护理工作量大，难度较高；需要有一定的护理技术

 
目前，日本企业在洗浴椅设计制造行业中占有明

显优势，拥有如特高步、河村、松永、利其尔等多家

品牌，中国虽然产量不小，但是主体以单纯制造为主。

纵观整个行业，洗浴椅设计并未得到太多本质上的提

升，且产品设计彼此趋近于雷同，越来越不能满足我

国社会由于老龄化加剧对洗浴类辅助器具的更高需

求，因此，针对失能老人洗浴椅的研究与设计开发，

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广泛的市场前景的。 

3  失能老人的沐浴特点 

失能的原因有神经性病变（如瘫痪，阿尔茨海默

症）与非神经性病变（如先天或后天残疾、心力衰竭）

两类。其中，瘫痪就是一类兼具典型性与普遍性的失

能类型，在行为状态与护理方式和过程方面，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因此，本文将从因瘫痪失能的老人沐浴

及其护理入手，研究并设计适用于中国家庭失能老人



第 40 卷  第 12 期 李然等：针对中国家庭失能老人洗浴椅的研究与设计 153 

的洗浴椅。 

因瘫痪而失能的老人由于肢体肌力的损伤、减退

或丧失，而无法自己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沐浴必须有

求于护理人员。护理他们沐浴有一定难度，长期瘫痪

不仅使得老人肢体活动困难，还伴有肢体弯曲、僵硬

等生理特点，导致关节处褶皱里容易积尘纳垢，成为

病菌的寄生之地，易造成并发症，因此在洗浴护理的

过程中，需要先对手臂、手肘、手腕、手指等关节处

进行搓揉，使其放松再进行清洗。为此，护理人员将

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失能老人比正常人更敏感[21]，尤其在洗浴

护理过程中，老年人可能会发生由于尴尬、羞愧、反

感所导致的不积极甚至不合作的情况，从而加大了护

理难度，所以，在设计中还应当充分表现出对失能老

人的理解、尊重和关怀，并巧妙结合器具的使用特征、

方式和环境等具体情况，从形态、色彩和材质等方面，

灵活融入情感设计手法[22]，为他们营造一个安全、舒

适的洗浴护理环境。 

4  实际调研与分析 

调研地点：浙江省台州医院、临海市第一医院、

大洋社区、云棠小区等；调研对象：失能老人及其家

属，共计 15 组；调研方法：问卷法，访谈法；调研

内容：老人洗浴护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操作方式、

清洗部位、洗浴耗时、洗浴用具使用频率等问题。 

调查显示，洗浴时有一半家庭（53%）借助洗浴

椅将老人推入卫生间。一部分家庭（27%）虽然购置

了洗浴椅，但是由于椅子缺乏移动性，必须先用轮椅

把老人推入卫生间，再转置到洗浴椅上。剩余家庭

（20%）由于费用和住宅条件等原因，采用了搀扶背

的方式。在所有洗浴护理中，护理人员通常为老伴，

子女护理次数较少，有少部分家庭聘请了专业护理人

员，但费用较高。整个洗浴过程耗时在 30 min 以上，

以 30~40 min 居多。所有被调查者均感到洗浴工作对

体力消耗大，且耗时较长。 

被调查者认为在具体洗浴过程中， 难处理的是

臀部与下体部位的擦洗，这是因为高龄瘫痪者缺乏自

行支撑能力，致使臀部与下体紧贴支撑面，必须将其

搀扶起来才能擦洗。其次，腿部区域也属于护理难点，

需要活络关节，让弯曲的关节处放松后再进行洗浴，

这导致了下蹲洗浴工作时间较长，可能引发护理人员

的不适甚至是安全问题。总之，为充分擦洗老人身体

的各个部位，护理人员需多次调整与其的位置关系，

这是增大护理难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几乎所有

被调查到的老人（93%）都在洗浴过程中产生过不同

程度的紧张和恐惧感，并伴随紧紧抓握手边部件的情

况。而现有洗浴椅虽然设置有扶手等可用于抓握的部

件，但是并不特别适合他们在洗浴中抓握。 

综上分析，失能老人洗浴及其护理的问题主要体

现在：将失能老人转移到洗浴椅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和危险性；全身（尤其是特殊部位）擦洗，要求护理

人员具备一定的护理技巧；家庭沐浴空间普遍狭小，

导致护理难度和工作量增加；扶手等辅助部件对老人

的保护略显不足。由此，研究小组综合文献与实地调

研分析将设计目标 终确定为：设计一款适合中国一

般家庭使用的洗浴椅，新方案相比现有产品，可提升

失能老人洗浴过程中的舒适感与安全感，减轻护理人

员的工作量。 

5  洗浴椅使用关系问题分析 

从系统学的角度看，产品存在于由人、机、环境

3 个因素组成，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且具有特定

目标的系统之中[23]。基于这一思想，研究小组首先提

取了失能老人洗浴及其护理过程中的 3 个因素及其

彼此间的 4 组关系，即“洗浴间-洗浴椅”，“洗浴椅-

失能老人”，“洗浴椅-护理人员”，“失能老人-护理人

员”关系，见图 1；再通过探析各组关系中的问题，

将设计目标进一步分解为更具体的设计任务，并找到

相应的解决方法，实现对洗浴椅功能、结构以及外观

造型的逐步推导。 
 

 
 

图 1  洗浴椅使用关系 
Fig.1 Use relationship of bath chair 

 

5.1 “洗浴间-洗浴椅”关系 

洗浴间是洗浴椅的使用环境，绝大部分护理操作

都是在这个区域内完成的，室内亮度、空间供给、对

比度信息、安全性、隐私都将是影响到产品设计的重

要因素[24]。其中，洗浴椅尺寸与洗浴空间的矛盾是这

一关系问题中的首要矛盾，方案设计必须考虑椅子在

具备良好稳定性和舒适度的同时，还要保证不会过分

挤压其他活动空间。此外，从调研可知，用户希望洗

浴椅是便于进出洗浴间的，这意味着方案应当具备可

移动功能，并设计有便于推拉的把手或部件。 

5.2 “洗浴椅-失能老人”关系 

高龄瘫痪者处于整个系统的核心位置，是洗浴椅

的服务对象和 大受益者。老人与椅子的接触 为紧

密，洗浴椅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安全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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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性。安全性包括物理层面与心理层面，物理层面

要求椅子在移动和沐浴的过程中，能够保持足够的稳

定和牢固；心理层面则重点对高龄瘫痪者的安全感，

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25]，进行设计考虑。如

根据前期的调研可知，老人因为缺乏安全感，会紧抓

某个部件不放，或靠扶某些物件，才能缓解洗浴过程中

所产生的紧张感。根据这一设计思路，可重点关注洗

浴椅抓手、扶手的可抓握性与抓握体验感。舒适性则

要求老人与椅子的接触面积较大，椅面不易积水，身

体接触处采用软质温性材料，以减少入座时的不适感。 

5.3 “洗浴椅-护理人员”关系 

护理人员是整个洗浴过程的操作者，洗浴椅设计

的好坏将对他们的护理质量与效率产生巨大影响。针

对目前护理人员任务繁琐，且易于疲劳的现况，研究

小组基于动作分析方法中寻找 低疲劳获得 高的

效率、 经济的动作时要遵循的 4 个基本原则：减少

动作的数量，双手同时进行工作，缩短动作的距离，

轻松舒适的动作[26]，通过设计减少无效或辅助动素，

并改善有效动素，以达到提高护理人员工作效率，减

轻劳累感的目的。例如，护理人员为清洗老人身体的

各个部位，会变换自己站立的位置或移动、抬起患者

身体部位，以获得更好的操作空间和角度。而此类动

作与洗浴护理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却并非护

理必要动作，包含了较多无效动素，可通过设计降低

或避免。此外，考虑到护理人员多为老年人，对洗浴

椅使用的认知成本要求较低，椅子的使用应当操作简

单，无需过多学习。 

5.4 “失能老人-护理人员”关系 

高龄瘫痪者与护理人员构成了 基本的护理关

系。护理人员为高龄瘫痪者提供包括身体清洗，关节

活络，以及心理安抚等方面的护理内容。通常，护理

人员在为老人清洗或按摩臀部以下部位时，将长时间

处于下蹲状态，这在增加护理操作难度的同时还会对

护理人员造成危害，出现如腿部酸软，脑缺氧等晕眩

症状。另外，护理过程中还要避免患者滑动、晃动或

倾斜等情况，这些不仅不便于洗浴护理，还会带来安

全隐患，因此，通过设计进行结构与功能的优化，为

高龄瘫痪者与护理人员提供良好的护理环境，将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与目标。 

6  洗浴椅设计方案 

基于关系问题的分析结果，研究小组将分别从扶

手、座位、座面、脚踏板、底座、材质、尺寸 7 个洗

浴椅基本构成部件进行完善或再设计，具体方案设计

如下。 

6.1  扶手设计 

考虑到高龄瘫痪者在洗浴过程中可能由于紧张

产生的抓握行为，新方案重新设计了扶手造型，扩大

了可抓握和倚靠的范围，同时，新造型也更容易被老

人所抓握，从而提高他们在洗浴过程中的安全感，缓

解他们的紧张情绪；此外，扶手以靠背边缘转轴为轴

心，使其能够向后旋转，扩大了患者进出椅子的空间，

使进出更加容易、安全，见图 2。 
 

 
 

图 2  新方案扶手的两种状态 
Fig.2 Two states of new design armrest 

 

6.2  座位设计 

新方案将座位安置在轴心水平旋转盘上，通过转

动高龄瘫痪者，让护理人员无需走动就能够洗浴到老

人身体的各个体位，大大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座位下端增加了可调节的升降结构，通过调节座位高

度，减少护理人员的下蹲次数与时间，避免他们由于

下蹲、起身引起的疲劳与不适感，见图 3。 
 

 
 

图 3  身体洗浴 
Fig.3 Body washing 

 

6.3  座面设计 

考虑到高龄瘫痪者臀部及下体部分位置难以被

直接清洗到，新方案设计了两瓣式座面。两瓣式座面

分前后两部分，有开启与闭合两种状态。当按下座面

前方按钮时，下端的卡扣打开，对应的一侧座面向下

翻折，可便于护理人员对老人座面以下的身体部位进

行清洗。洗浴任务结束后，推上即可闭合，见图 4。

另外，座面设计有长条状的排水孔，具有排水功能的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防滑功能。 

6.4  脚踏板设计 

洗浴椅脚踏板连接结构主要有吊挂式和前伸式

两种，见图 5。传统洗浴椅吊挂式的外挂钢管会阻碍

护理人员对下体外侧的清洗，见图 5a，而新方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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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前伸式的结构，脚踏板由底端伸出，减少对洗浴

过程产生干扰，见图 5b。 
 

 
 

图 4  座面结构设计及使用方式 
Fig.4 Design and usage approach of seat structure 

 

 
 

a  吊挂式                  b  前伸式 
 

图 5  两种踏板示意 
Fig.5 Two kinds of footboard structure 

 

6.5  底座设计 

根据调研可知，患者多是在洗浴间外就由轮椅转

移到洗浴椅上，再由护理人员推入洗浴间，因此新方

案在洗浴椅底座上配备了万向轮，使其具备自由移动

的功能，但为了保证洗浴椅在洗浴过程中是静止的、

不可动的，轮子还配置有制动功能。造型方面，底座

设计成 6 个支腿，在能够为椅子提供较好稳定性的同

时，也不会妨碍到洗浴操作。 

6.6  材质选配 

方案中将多采用塑料材质。塑料不仅可以满足轻

便、低价、防水、易于生产制造等特点，还具有温和

的视觉与触觉特性，非常适合洗浴辅助器具类产品。

除塑料材质外，靠背、座面等患者直接接触处，则采

用了软质、温性的橡胶材料，可减少老人入坐时产生

的冰凉感，以达到增强舒适性的目的。 

6.7  尺寸设定 

方案尺寸综合考虑其功能、使用环境、操作方式

等因素，以保证方案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可用、易用，

且有较好的舒适感。在参考标准人体尺寸参数[24]的基

础上，适当加宽与加粗接触或支持部件的尺寸，例如将

倚靠支架宽度由之前的 80 mm 扩展到 110 mm，有助

于提升方案带给老人的安全感。其他主要尺寸见图 6。 
 

 
 

图 6  方案尺寸 
Fig.6 Dimension of design 

7  结语 

结合失能老人护理的相关文献与实地调研，通过

对失能老人洗浴及其护理过程的人、机、环境及其彼

此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中发现问题并引导方案的推

导与形成，设计了一款适于中国一般家庭使用的失能

老人专用洗浴椅。方案设计不仅考虑到产品对于老年

人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还充分考虑到护理人

员在护理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的需求。 

新方案能够降低护理难度，减少护理时间，提升

洗浴质量，简化护理流程，对中国家庭老年人护理产

生积极作用。目前，此款洗浴椅在方案调研评估中，

已得到失能老人、护理人员及相关护理专家的较好评

价，后续工作将会在进一步考虑生产制造、工艺材料、

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前提下，继续对细节、结构、可靠

性做优化处理，以保证方案能够真正地满足国内一般

家庭对简单实用、价格合理洗浴护理辅助器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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