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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老龄化社会是新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下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开始发展起来。就适老家具

设计这一领域，我国在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方面也都处在起步阶段，除了需要学习国外经验之外，还要

结合我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设计以老年人为本的人性化家具。方法 通过对老年家具的市场调研和对

自理老人的问卷调查及用户访谈，总结自理型老人适老家具智能化设计的原则。通过对国内外的适老家

具设计理论研究，得出适老家具行业急需较为全面且严谨的理论、标准和规范来指导设计。现阶段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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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情的自理型老人的适老家具智能化设计的原则和理念，为国内家具企业进行适老家具产品的设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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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理老人；家具设计；适老家具；智能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0)16-0176-07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0.16.026 

Design of Age-appropriate Furniture 

ZHOU Cheng-min, ZHANG Yu-rong, ZHOU Tao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new social formation in which multiple forms of old age care are beginning to take 
hold. And in the field of apartment furniture design for the elderly, our country is also at the initial stag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esign practice.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we also need to integrate the ac-
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elderly people, design humanized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The principles of furniture commer-
cial design of self-care apartment for the elderly were summarized through market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user interview.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suitable furniture design at home and abroa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and rigorous theory,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of the suitable furniture industry wereurgently 
needed to guide the design. At this stage, the intelligent design of furniture of apartments for the elderly can be further 
researched and practic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intelligent health reminder and intelligent adjust-
ment. The commercial design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of self-care apartment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are explored, which 
can provide some design theories and design standards for domestic furniture enterprise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ge-appropriate furniture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 furniture industry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self-care elderly; furniture design; senile furniture; intelligence design 

根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数据显示，预计到 2050 年，

我国老龄人口将从 2017 年末的 2.41 亿增长到 4.87
亿，占全球老龄人口的 1/4，全球每四个老年人就有

一个在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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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出生高峰，根据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2010 年

到 2050 年期间，我国老龄人口将净增加 3.08 亿[1]。

2050 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35.1%，届时，我国

老龄化水平比世界平均值高 13.8%，成为全球老龄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面对如此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仍有

许多方面未做好完全的准备，尤其在适老家具设计方

面，我国仍然处在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的初步探索 
阶段[2]。 

1  自理老人养老模式现状 

1.1  自理老人 

进入老年时期，人的皮肤、毛发、身材和体重等

外在特征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各项内在生理机能也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如感觉系统的衰退、呼吸系统

的衰退、消化系统的衰退和循环系统的衰退等[3]。其

中与家具设计直接相关的主要是感觉系统、神经系统

和运动系统方面的退化。 
通过问卷调查及用户访谈的方式得出自理老人

普遍存在的生理障碍，自理老年人身体障碍情况见图

1。从图中可以发现，自理老人较为普遍的身体障碍

是腿脚不灵活和腰部疼痛，这类身体障碍在老年女性

中情况更为普遍，具体症状表现为肢体的活动幅度减

小，在做起身下蹲等动作时变得较为费力。此外，感

知机能和神经系统的衰退也是对自理老人生活产生

障碍的重要因素。 

1.2  养老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包括机构养老、乡村养老、

异地养老、招租养老及合居养老等多种形式，其中主

流养老模式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以及老年公寓养老。 

1.2.1  居家养老模式 

指老人继续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家里养老，

安享晚年。此类型的养老模式，一般在普通的小区内，

老人有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交往圈子，还可以参加

小区活动。适合有一定自理能力和不愿离开家到外面

居住的老人。该养老模式下的家具设计：首先，生理

机能的衰退使得原来使用的常规民用家具不能满足

老人当前的使用需求，因此可以进行一定的家具适老

性改造；其次，大多数老年人与家人同住，共同使用 
 

家具，呈现“两代居”、“三代居”的居住形式，因此

家具设计应注重通用性设计原则；再次，这种模式下

还需要注意家庭公共空间家具的设计，以增进家庭成

员之间的交流，提升归属感；最后，家具设计还需要

保证对老人隐私的尊重，提升安全感。 

1.2.2  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是国家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式

之一，是指居住在各类养老院和托老所等养老机构的

养老模式。机构养老主要目的是为老人提供养老生活

空间，此外还为老人提供一部分的餐饮、娱乐、医疗

和保健等服务，不仅解决了老人居住需求的问题，也

解决了老人心理需求方面的问题。适合社会孤老、喜

欢过群体生活以及子女工作太忙照顾不到的老人等。

该养老模式下的家具设计：除了独立空间家具的设计

外，还需要考虑公共空间家具和活动空间家具的设

计，如餐厅和活动室等。其中公共空间家具应具有多

样性的特点，营造不同的休息交流空间，老人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区域。此外，在这种模式下，还需

要考虑到老人和护理人员共同使用的特点，将护理人

员在护理过程中的便利性和特殊性列入家具设计的

考虑范围。 

1.2.3  老年公寓养老模式 

老年公寓养老是一种居家养老模式结合机构养

老模式的新型养老模式，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还不长[4]。

老年公寓，不仅具有居家养老的家庭居住特征，还具

有机构养老中完善的餐饮、娱乐、卫生、医疗和保健

等服务体系。适合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思想观念前卫的

老人。因为和居家养老一样，老人都是生活在家中，

所以老年公寓居室内使用的家具类型较为相似，但是

还需要考虑到护理人员在进行工作时的方便性[5]。对

于老年公寓公共空间的设计，其主要作用和机构养老

模式一样都是为了营造不同的休息交流空间，因此家

具类型没有较大的区别。 

2  国内外适老家具市场调研 

通过对我国老龄化背景的分析可见，当前和未
来，适老家具产品在国内都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市
场潜力[6]。通过对市场上适老家具代表性公司的产品
分析，见图 2，分析当前适老家具的发展状况。 

 
 

图 1  自理老年人身体障碍情况 
Fig.1  Physical disorders of the self-car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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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字表示拥有该种产品等数量，圆圈与数字大小相关，数字越大，圆圈越大。 
 

图 2  适老家具代表性公司的产品分析 
Fig.2  Product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company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2.1  国外适老家具市场现状 

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较

早，且近年来老龄化增长趋势逐渐加快，社会老龄化

进程加剧，部分国家甚至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阶段，因此这些老牌发达国家在适老家具设计研发方

面已经做得较为成熟。 
通过对国内外老年家具市场调研，见表 1，可以

发现，国外老年家具企业主要从事某一类具体家具的

设计研发，且偏重于功能器械类的开发，比如电动护

理床和电动沙发[7]。而国内家具企业产品多以实木为

主要材质，且产品种类广泛，针对的目标人群范围更广。 

2.2  国内适老家具研究现状 

国内适老家具调研见表 2，可以发现，国内从事

适老家具设计研发的企业较少，部分企业对老年人的

家具需求的认识还停留在外观造型上，产品以传统实

木家具为主，缺少真正考虑老年人切实需要而研发的 

产品。不过也有部分企业脱颖而出，成为适老家具产

业的创新推动者，例如保利和品、上海沐恒、广东永

爱、壹居壹格和中匠福等[8]。随着我国老年人生活水

平的提高与消费观念的改变，国内适老家具市场将会

迅速繁荣，市场的快速发展必将带来适老家具设计的

进一步细分，例如根据年龄段进行细分、根据行为能

力进行细分以及根据使用场所进行细分等。根据市场

调研情况来看，目前老年家具市场上智能化设计产品

较少，即使有，也多集中在功能上的智能性，随着各

类传感与无线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智能化适老家具将

从以技术交互为中心逐渐趋向以行为活动和社会交

往为中心的复杂交互，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3  适老家具设计分析 

3.1  家具适老化设计分析 

首先在造型方面，适老家具造型设计应先满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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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外适老家具调研 
Tab.1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abroad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国外适老家具 代表产品示例 简要介绍 

英国世道有限公司 

 
护理床 M100 

其产品各种形式、功能和适用环境各不相同的医疗器械及护理

家具，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例如一键式操作床的自动展

开和折叠，方便安装，降低安装人员的工作强度，有利于运输

和节省贮存空间。 

德国 Tekvorcare 

 
护理床 Ecofit S 

围绕人体工程学涉足各个领域，包括休闲，医疗和办公等，产

品远销世界各地。其设计生产的护理床产品舒适度和安全性都

独具匠心，在欧美广受好评。此外还设计生产卡曼杜斯衣柜和

电动升降桌等一系列适老家具。 

日本福介家 

 
德罗科椅 

福介家产品涉及护理工作中的所有建材、家具、用品和消耗品

等。该公司以使用者为基础开发和销售用于看护的家具。产品

种类齐全，功能合理，造型简洁。例如坐面可旋转，靠背和椅

子本身也不会旋转或者移动的德罗科椅，配色温馨和谐，功能

简单实用。 

美国 Newport 

 
功能沙发 N231 

美国 SIG 家具集团旗下的美式家居品牌，引领美国中产阶级家

居行业六十多年。其推出的主要产品是极度契合人体舒适体验

的适老功能沙发，特别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颠覆了人们对

传统沙发的狭隘理解，给老年人带来愉悦的使用体验。 

 
具功能的需求，充分体现功能使用的合理性和宜人

性，具体表现在与身体尺度相适应的家具尺寸的把握

上[9]。同时熟练掌握家具造型要素的点、线、面、体、

色彩和材质等方面的运用。适老家具造型设计还可以

运用装饰手段，提升家具的造型美感，使得家具更能

彰显主人的独特品味与个性。 
在进行适老家具材料选择时，应主要考虑家具功

能、艺术效果与安全环保三个方面。适老家具的材料

首先考虑的是家具所具备的功能。适老家具的材料除

了满足家具的使用功能外，还要具有一定的艺术效

果，展现出材料自身的特有“表情”[10]。最后，适老

家具的材料更要具有安全环保的属性，老年人的体质

和抵抗力都大不如前，对材料中的有害因素更为敏

感，因此应尽量使用天然无害的材料。 
在进行适老家具色彩设计时，应主要考虑老人的

主观因素、家具功能与室内环境三个方面。老人的主

观因素是指老年人因为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与其他

群体的不同，而对色彩产生的特殊需求[11]。一般来说，

老人的性格较为沉稳，比较喜欢暖色系、米色系及暖

灰色系等彩度低和明度低的色彩。适老家具的色彩设

计应与其功能相适应，可以使用互补、对比和渐变等

色彩使用手法与家具的功能相结合，突出家具的使用

功能。适老家具的色彩设计还应与室内环境相统一，

并在统一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变化。 
在进行适老家具功能设计时，应主要考虑老人的

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以及行为特征三个方面对家具功

能的需求[12]。需要提高家具带给人的安全感，注重家

具的稳定性与安全性，给人以安全稳固的感觉。适老

家具还应为老人提供融入到社会和群体当中的机会，

在家具设计中，要注意家具与社交活动区域的结合。 

3.2  适老家具智能化设计分析 

随着传感器与无线技术、物联网计算、云存储以

及 智 能 制 造 技 术 的 不 断 突 破 ，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已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

的各个领域[13]。家具的智能化设计，主要通过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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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适老家具调研 
Tab.2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domestic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国内适老家具 代表产品示例 简要介绍 

珠海和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实木靠背椅 

其中适老家具品种较为齐全，主要产品为功能护理床、

功能餐椅及卫浴产品的设计研发，比如电动护理床、可

调节靠背椅、实木靠背椅和沐浴椅。 

上海沐恒实业有限公司 

 
功能书桌 

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养老整体解决方案集成供应商，其

适老家具产品主要是功能型实木家具产品，包括适老餐

桌椅、书桌和床头柜等，产品结合老人的身体特点和习

惯进行设计，主要考虑家具的舒适性、功能实用、易清

洗、收纳、造型稳定和灵活方便等。 

广东永爱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四功能护理床 

是一家集养老机构的设计、设备配置和适老产品销售于

一体的养老机构配套服务商。其适老家具类产品覆盖面

较广，主要产品为各种形式、功能和适用环境各不相同

的护理床产品，能为老年人在床上提供起背、曲腿和升

降等功能。 

壹居壹格 

 
带轮旋转餐椅 

全国领先的医疗与适老室内解决方案提供商，迄今已为

数百个项目提供过全面、完善的解决方案，产品种类多，

款式多样，从适老和环保等方面入手，全面满足了老年

人对于家具功能、舒适和美观的需求。 

 
在充分利用现代数字信息处理及通讯技术的基础上，
实时采集各种不同类型的信号，接下来由控制器对已
采集的信号按预定程序进行记录、逻辑判断和信息反
馈等处理，控制器对信息进行一定的处理并上报至信
息管理平台，再通过执行装置和传动装置作出对应动
作，满足使用者的需要[14]。智能家具与多功能家具根
本上的不同在于，多功能家具是通过附加一些能够增
强家具舒适性、娱乐性和便利性的功能来实现的。而
智能家具以信息革命和物联网时代为基础，把传统家
具理解为一个像人一样有思考能力的产品，在使用家
具的过程中，实现深层次的人机交互。 

对于居住在老年公寓内的自理老人，家具智能化
设计一方面需要考虑如何弥补老年人在生理机能方
面的缺失，如何方便老人使用；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如
何通过家具这样的系统化产品，对老人的身体进行全
面的健康状况监测。因此，适合于自理老人使用的智
能家具功能主要分为智能识别功能、智能调节功能、
智能健康监测功能和智能提示功能四大类。 

3.2.1  智能识别功能 

智能识别功能是适老家具智能化设计的首要功

能。智能识别一方面是以使用者为对象的识别，如身

份识别、动作识别和语音识别等，为后面的智能功能

提供有效的指令或依据。其中身份识别是指通过人体

的固有生理特征（如指纹、虹膜和掌纹等）和行为特

性（如声音和步态等）进行身份鉴定[15]；动作识别是

指通过跟踪动作并提取特征来获得人体动作特征的

具体参数，可以自动识别人体的动作类型；语音识别

是指通过对语音的识别和理解将语音转变为相应的

命令，主流语音识别系统框架见图 3。 
 

 
 

图 3  主流语音识别系统框架 
Fig.3  Frame diagram of mainstream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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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起夜灯工作过程 
Fig.4  Work process diagram of night light 

 
智能识别另一方面是对除人以外的物品的识别，

主要包括目标的类别、属性的识别与分类。例如智能

衣柜可以对衣服的材质、色彩和样式等属性自动识别

分类，为衣柜内部智能环境调节功能和穿衣搭配的智

能提示功能等提供依据[16]。 

3.2.2  智能调节功能 

家具的智能调节功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功能尺

寸、内部环境、接触面温度和空间位置等方面的自动

调节，提高适老家具使用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

可以对家居生活中温度、湿度、光和电器等进行智能

调节，通过信息交互营造更具有舒适性和个性化的，

符合用户生活习惯的家居环境空间。 
许多老人夜里经常会有起夜等活动，通常情况

下，老人起夜时都先摸索床边的台灯，这样不仅会因

灯光刺激眼睛而且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睡眠，在动作上 
 

也很费力。因此，在床下设置起夜灯装置便是一种很

好的解决方案，起夜灯工作过程见图 4。这种装置采

用光控和人体双感应控制器，黑暗情况下，精准捕捉

老人的下床动作，下床即亮；发光时照射地面，避免

灯光直接射入眼睛，灯光柔和，解决起夜开灯刺眼的

难题；上床后自动关灯，解决关灯后需要摸索躺下的

难题。 
表 3 对适老家具在智能调节功能方面进行了详

细分析。 

3.2.3  智能健康监测功能 

家具的智能健康监测功能是指通过在家具产品

中嵌入传感器设备智能监测老人各方面的身体状态，

比如血糖监测、血压监测和心率监测等，系统可以根

据老人的健康数据做出基本的健康分析和建议，并将

数据传输到合作医院健康数据中心，实现医生对老人

健康状况的实时了解及长期跟踪，并为老人提供医疗

健康咨询及健康指导等服务，智能健康监测系统框架

见图 5。 

3.2.4  智能提示功能 

家具的智能提示功能是在智能识别功能基础上

进行的生活辅助功能。以住宅为核心载体，以智能为

特点，通过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等技术，将环境控制与监测、

智能家电控制和娱乐影音等功能高度集成[17-18]，为用

户打造便捷、舒适、安全和人性化的家居环境，从而

为用户塑造“具有思考能力”的家[19-20]。根据提醒类 

表 3  适老家具智能调节功能分析 
Tab.3  Analysis onintelligent adjustment functio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家具类别 智能调节功能 

床 
床的位置、床面高度、床面温度和湿度、床垫软硬度及角度、床头板角度、床沿扶手或床沿栏杆的高度及

位置和床边照明强度等 

床头柜 床头柜位置、台面高度、台面大小和床边照明强度等 

衣柜 柜内温度、柜内湿度、柜内照明强度、衣架高度和内部空间布置等 

书桌 桌面高度、桌面倾斜度、桌面大小和接触面温度等 

电视柜 电视柜高度和内部空间布置等 

沙发 沙发位置、坐面高度、坐面温度、靠背角度、靠背温度、扶手高度和扶手温度等 

茶几 茶几位置、台面高度、台面大小和接触面温度等 

玄关柜 台面高度、台面大小、柜内温度、柜内湿度、柜内照明强度和接触面温度等 

换鞋凳 换鞋凳位置、坐面高度、坐面温度、扶手高度和扶手温度等 

餐桌 餐桌位置、桌面高度、桌面大小和接触面温度等 

餐椅 餐椅位置、坐面高度、坐面温度、靠背角度、靠背温度、扶手高度和扶手温度等 

备餐台 台面高度、台面大小、接触面温度和内部空间布置等 

休闲桌椅 
休闲椅位置、坐面高度、坐面温度、靠背角度、靠背温度、扶手高度、扶手温度等；小茶几位置、台面高

度、台面大小和接触面温度等 

花架 花架位置和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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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智能健康监测系统框架 
Fig.5  Frame diagram of smart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表 4  适老家具智能提示功能分析 

Tab.4  Analysis onintelligent hint function of  
furniture for the elderly 

提醒类型 提醒事项 

安全提醒 
出门关火、关气提醒；恶劣天气穿衣和出行

提醒等 

健康提醒 
吃药提醒；起床提醒；睡觉提醒；锻炼提醒；

久坐提醒等 

生活提醒 
物品收纳和找寻提醒；天气、时间和日期提

醒；预约活动提醒等 

亲情提醒 生日祝福提醒；节日问候提醒等 
 

型可以初步分为安全提醒、健康提醒、生活提醒和亲

情提醒四个功能，适老家具智能提示功能分析见表 4。 

4  结语 

适老家具的设计不仅要从造型、功能和装饰三个

方面进行考虑，同时也要根据使用环境进行修改协

调。引入智能家具的概念，从智能识别、智能调节、

智能健康监测和智能提示角度总结了适老家具智能

化设计的应用方法。为老人创建一种安全、舒适和便

利的家居环境，从根本上提高老人生活质量。为我国

老年公寓养老模式下的家具智能化设计提供方法，为

家具企业进行适老家具产品的设计开发提供了一定

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标准。随着智能化的普及和对老人

本身需求的深入研究，未来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将会得

到更切实的关照，从而根本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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