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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老年家具设计的原则与方法，并立足于安全视角展开生理安全与心理安全层面的具体

分析。方法 结合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实际，提出老年群体对家具的现实需求，接着对老年群体的总体特

征进行分析，总结老年人家具设计的功能性与安全设计的关系，提出功能性与生理安全、功能性与心理

安全的相互联系，再深入探究老年家具安全性设计在尺寸、色彩、材料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并独立出人

性化、艺术性等方面的设计细节，对餐饮区、卧室区和会客区的老年家具设计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更高

层面的艺术化创新方向。结论 从老年群体的整体特点进行分析，设计出符合老年人特点的家具，既可

以给老年人的日常使用带来便利，降低因身体不便带来的使用困难，又可以给老年人带来一定的成就感，

创造出舒适安详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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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Security Angle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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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and carry out a 
specific analysis on physiological security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aging society, the elderly’s realistic requirement on furniture was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wer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nctionality and safety desig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was summarized;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functionality and physical safety and that between functi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were proposed; specific practices of safety desig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in terms of size, color, 
material, etc. were explored in depth; design details on human nature, artistic and other aspects were isolated; designs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in dining area, bedroom and meeting room were analyzed; and the direction of higher level of ar-
tistic innovation was put forward. By analyzing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group, the design of furnitu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can not only bring convenience to the daily use of the elderly and reduce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physical inconvenience, but also bring the elderly a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peaceful liv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security perspective; desig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physical security 

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促进了老年消费市场的繁

荣，老年家具消费市场也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并繁

荣起来。这是因为进入老年阶段后，老年群体普遍表

现出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会选择

在家中度过，家具也因此成为了与他们日常生活接触

最多的存在。但是，在具体的使用家具的过程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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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常会因为自身的协调度、灵敏度降低间接导致一

些磕碰现象，给本来就日渐脆弱的身体带来伤害，有 
的甚至会出现骨折等严重后果。可见，从老年人的身

体特点出发设计适合他们的老年家具十分重要且迫

切。鉴于当前市场上针对老年人使用的家具款式单

一、功能少、安全设计不到位等实际问题，有必要

从理论层面和市场层面双向把关，对老年群体的实

际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强化对老年家具的安全性设

计，丰富老年家具的形式和功能，让这类家具真正

发挥效力，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便利，实现人性化

的关怀。 

1  老年家具设计的功能性与安全设计的关系 

老年人口（老年人）的范围一般以国际上普遍认

可的几种特征为标准，如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等。该

年龄层的老年人口一旦达到总人口的 10%或 7%的国

家即表示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1]。我国已经进入老龄

化社会，因此在对待老年群体的问题上必须引起重

视，确保老年人的生活居住质量，提高整个社会文明

程度[2]。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老年人家具设计的功能

性与安全设计的关系，具体如下。 

1.1  功能性与生理安全的关系  

目前，市场上很多的老年人家具设计并没有从老

年人的特点和需求出发，有的甚至仅简单套用了一个

概念，并不能给予老年群体足够的功能性的满足，安

全性更是无从谈起[3]。事实上，功能性与安全性相辅

相成，如果实现了合理的功能性，那么安全性也将得

到更多保证。总体上看，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生

理功能会出现很多障碍和病变，身高、臂力和腿力会

随年龄的增长而呈现降低的趋势，导致整体活动能力

降低、行动缓慢，同时骨质疏松、血管硬化等问题也

开始逐渐出现。如果仍然让老年人使用普通家具是无

法满足其对家具的功能性需求的。比如，老年人手臂

的活动范围减小，为让他们更好地使用衣柜，老年人

家具的衣柜高度就要设计得比成年人的衣柜高度低

些；为了让老年人更好地取用物品，还可以将家具的

最下面一层设计成抽屉并将把手位置上移，方便他们

抽拉。 

1.2  功能性与心理安全的关系 

生理上的安全还不够，老年人的心理也要照顾

到。面对自身社会角色、经济地位的转变以及生活时

间结构和生活空间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单独居住的时

间比例增长，这就在无形中造成了老年人的自我封

闭、情感失落等心理问题，反映到家具设计上就是要

在心理上给老年人以安全感 [4]。在设计老年人家具

时，设计师要尽量避免抽象的几何造型，充分考虑家

具的尺度与功能性，在视觉上营造一种相对安全、稳

定、舒适的氛围，让他们从心理上感到安全、舒适与

放心。 

2  老年家具安全性设计的具体标准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老年家具设计水平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为落后，突出表现在缺乏针

对族群的分类设计，思想认识也相对不够，即便是那

些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家具也不够理想，难以满足老

年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导致老年人减退或丧失

的各种功能难以弥补[5]。这给当前的老年家具设计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使相关的设计标准及原则进一

步明确与完善。 

2.1  尺寸设计 

从老年家具的尺寸设计看，其必须以老年人的身

体状况为重要参考标准，以高度的设计为例，家具高

度必须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避免因为过高或过低

带来不必要的伤害[6]。因此，设计师必须对老年家具

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进行充分的考虑与多样化的尝试。

老年坐具类家具的高度设计就很有代表性，如果过高

会导致老年人腿部供血不足，过低又会加重腰椎的负

担，进而引发疾病，最合理的高度就是让老年人在使

用过程中能够将大腿的中前部和臀部都落在座位上，

减少整体的身体压力，让他们感受到身体的安全与 
舒适[7]。 

2.2  色彩设计 

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总是会产生不同

程度的猜忌、暴躁、焦躁、冷漠等情绪，有的还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抑郁问题，心理压力不断增加。在这一

背景下，老年家具设计就必须最大化地迎合老年人的

情感需求，除了做好材质与功能的选择，还要重视情

感的延伸，成为与老年人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的有效

形式[8]。色彩是情感交流的载体，在家具设计中更是

充当了与老年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主要角色。事实上，

老年家具的色彩选择不必局限于传统的灰棕色系，就

算是当下十分流行的一些色彩，只要是与老年人的接

受心理相符就可以拿来使用，尽力营造温馨、舒适的

气氛。比如，珍珠白、米黄色、棕色等柔和的中明度、

中纯度的暖色就是老年家具色彩设计中的良好选择，

可以有效增添生活环境的舒适感。也可以进行多种色

彩的搭配，但前提是必须做到整体的统一协调，以满

足老年群体追求个性化生活的需求。 

2.3  材料选择 

材料是一件家具成功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良好的材质可以凭借自身特有的“表情”传达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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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感情，带给使用者不同的使用体验。这一点在老

年家具设计中同样适用[9]。比如，选择降低噪音的木

质纤维材料，这样的家具多孔，有很好的吸音作用；

绿色环保材料可以避免传统板材、胶及油漆中某些化

学合成物对人体的危害；选择不反光的材料，避免对

老年人的眼睛产生刺激；选择花纹、色彩统一的材料，

避免老年人因生理机能的减退、反应迟钝而造成的使

用困扰。无论哪一种材料都要秉持迎合老年人对安全

设计的现实追求这一原则[10]。 

3  老年家具安全性设计的具体实践 

有了具体的设计方向和标准，老年家具安全性设

计的具体实践便开始了。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

师必须时刻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结合老年

群体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实际，为他们营造出更加舒适

安详的家居环境[11]。具体来看，主要包含人性化和艺

术性表达两大方面。 

3.1  人性化表达 

人性化设计能够充分照顾到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尤其是对那些正常活动能力明显下降或者身

体有残疾的老年人更加适用。基于人体工程学的老年

人家具无障碍设计就是人性化的良好表达方式。想要

实现人性化的无障碍老年家具设计，设计师必须对老

年群体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12]。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

断增长，身体素质慢慢衰退，活动和操作逐渐变得迟

钝、缓慢，同时新陈代谢功能减退，骨质疏松等问题

频现，脊椎的支撑能力下降，身高随之降低，动作协

调力变差，记忆力出现衰退和健忘等现象。因此，老

年家具的设计无论是造型、功能还是尺寸、色彩都必

须从老年人的身体比例和现实需求出发。坐具要牢固

耐用，色彩要大方稳重，尺度要高低适宜，并根据家

具的不同功能分区进行分类设计，实现人性化的艺术

表达。 
厨房家具设计要以老年人的使用方便安全为前

提，照顾到老年人的特殊使用需求。橱柜的设计要留

有宽敞的空间，方便老年人存取物品；烹饪台下面

可根据实际情况配备暖风和照明装置，水龙头要采

用把手式，整体上减轻老年使用者的负担。地面材

料要选择经过防滑处理的具备一定摩擦力的地砖或

木地板。 
客厅的家具设计要充分考虑老年人活动不便和

行动力迟缓等因素，在沙发的组合上打破保守状态，

严格按照人体工程学理论，给老年人留出足够的活动

空间，以便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 
卧室内的老年无障碍家具设计要迎合老年人的

基本活动需求并进一步满足老年人的使用需求。以床

为例，其尺寸应考虑老年人的身高；色彩应考虑周围

的家具色彩，尽量保持一致；床头材料可选择布艺、

圆木或者舒适软包，让他们使用起来更加舒适；床的

两侧考虑添加储物抽屉，相关的拐角处采用弧形流线

避免磕碰等。这些都是以老年人的安全需求和舒适需

求为基本点慎重选择的。 

3.2  艺术化表达 

老年群体大多已经退休，他们自身的活力阶段已

经结束，但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却难以经常与子女共

处，所以常有自我封闭、情感失落等不良心理反应。

为了帮助他们改变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家具设计除

了讲究实用与舒适，还要适当进行艺术化表达，与老

年使用者的情感共通[13]。 
怀旧情结是老年人共有的情感特征。设计师可以

结合这一特点设计一些仿旧的家具，引领老年人在使

用的过程中找到与过往时光的媒介和情感的寄托，

开启人生的记忆，在精神上感受曾经的青春年华。

另外，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也是老年人普遍的心理

愿望。设计师在对老年家具进行设计时可以选用天

然材料作为家具的主材，让老年人感受到自然的亲

近、融合。 

4  结语 

老年人家具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在这一视角下

还可细分为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最终达到老年人对

使用舒适性的要求。作为老年家具设计师，必须充分

把握老年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结合家具设计的造

型、颜色、工艺、材料等细节以及家具所在的餐厅、

客厅、卧室等室内环境，遵循人体工程学原理，进行

具体的人性化设计和艺术化表达，创造出舒适、安全

且功能齐全的家具，带给老年人安全和自立，为老年

群体营造出幸福、舒心、美好的晚年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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