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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模式下的老旧住区景观
适老化改造研究

谢雨纾ꎬ林　 娜ꎬ黄启堂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为了应对严峻的老龄化趋势ꎬ国家提出了“９０７３”的养老布局ꎬ即 ９７％ 的老

年人要依托家庭或者社区进行居家养老ꎬ住区的环境是我国老年人生活的主要载

体ꎮ 老旧住区是城市住区的重要部分ꎬ也是城市中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区域ꎮ 在借

鉴国外相关环境适老化改造理论并进行案例调查的基础上ꎬ分析了老龄人口的行

为特征、心理需求以及目前老旧住区环境存在的问题ꎬ以老年人活动为主要切入口

提出了相应的住区景观改造策略ꎬ以期为今后老旧住区的景观适老化改造提供相

应的借鉴与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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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５. 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据报道ꎬ２０００ 年中国已经正式迈入了老

龄化社会ꎬ６０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 １ ３ 亿

人ꎬ占总人口数的 １０ ２％ ꎬ成为了拥有最多

老龄人口的国家[１]ꎮ ２０１５ 年我国老年人口

数已经达到 ２ ３２ 亿ꎬ根据预测ꎬ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老年人口增速加快ꎬ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增速最

快ꎮ 老龄人口在 ２０３０ 年时将达到 ３ ９８
亿[２ － ４]ꎬ２０３０—２０５０ 年将会成为中国最严重

的老龄化时期[５]ꎮ 针对老龄化问题的社会

学研究及适老化住宅设计的建筑学研究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但是目前从景观环境的

角度对老旧住区景观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及评

价尚未能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ꎮ 对于老年人

来说ꎬ住区景观环境的质量已经成为老年人

晚年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ꎮ 基于此ꎬ笔者结

合景观学和社会学的角度ꎬ重点关注城市中

老年人居住比例较大的老旧小区ꎬ借鉴国外

适老化改造的相关理论并选取福州市的 １０
个老旧住区进行调查ꎬ尝试据此提出国内老

旧住区景观适老化改造理论ꎬ以期为国内的

老旧住区适老化改造提供相应的指导及理论

支撑ꎮ

一、老旧住区适老化改造背景

１. “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

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ꎬ国家

提出了“９７０３”的养老布局ꎮ 即居住在家里

进行养老或者依托社区进行养老是老年人主

要的养老方式ꎬ住区环境将是 ９７％ 的老人进

行养老生活的主要载体[６]ꎮ 老旧住区的环

境已经不符合老年人的养老需求ꎬ但是ꎬ老人

对住区所形成的恋地情结以及稳定的邻里关



１１８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１ 卷

系是新建小区所无法比拟的ꎬ老年人更倾向

于在居住过的老旧住区内进行养老ꎮ
２.老旧住区景观适老化改造的诉求

２０１５ 年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表

明ꎬ全国老旧住区的老龄化程度大多在

１８ ６％ ~ ２１ ３％ ꎬ普遍高于全国的平均老龄

化程度(１５ ５％ )ꎬ老旧住区中老年人的增长

速度也高于新建小区[６]ꎮ 老旧住区绿色空

间及活动场地的缺失ꎬ卫生环境差、缺乏无障

碍设计和健身设施种类单一等问题严重影响

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ꎮ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

出了要进行“城市修补和生态恢复”ꎬ并以此

为手段来解决城市中老城区环境品质下降、
空间秩序混乱及卫生条件差等问题ꎬ改善人

居环境[７]ꎮ 因而ꎬ对老旧住区环境的适老化

改造也满足了城市存量更新的规划诉求ꎮ

二、国外住区环境适老化改造概述

国外对住区环境的适老化改造研究已经

形成了成熟的理论ꎮ «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

设指南»一书以“健康、参与和安全”为主题ꎬ
在世界 ３３ 个城市根据老年人在城市生活中

的户外空间、公共建筑、住房、社会参与、卫生

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建立了相应的指

标ꎬ用于指导各国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ꎬ并
在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环境适老化改造实

践ꎬ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ꎮ
１.倡导居家养老ꎬ完善社区照顾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ꎬ国外的养老模

式由专门机构养老向居家养老转变ꎮ 英国于

１９５０ 年就开始推行“社区照顾”的理念ꎬ社区

应该为老年人创造自主活动的空间并提供支

持和照料ꎬ 延长老年人在社区居住的时

间[８]ꎮ 日本在 １９６３ 年就颁布了«老年保健

法»ꎬ主要关注老年人的居家养老和看护ꎬ针
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住宅改造提供预防补助

和住宅设备改造补助[９]ꎮ 可见ꎬ住区环境的

适老化改造及提供相应的社区照顾服务已经

成为国际上对居家养老的共识ꎮ
２.注重包容设计ꎬ鼓励活动参与

社区在进行适老化改造的时候ꎬ并不只

考虑老年群体ꎬ而是将社区内的其他群体也

考虑在内ꎬ设计共享的设施和环境ꎬ鼓励不同

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参与活动ꎮ
３.营造景观环境ꎬ提供适老设施

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早已得到了

相关的验证ꎬ在户外环境中活动时间越长的

老年人往往健康状况越好ꎮ 研究表明ꎬ细致

的景观环境改善及适老设施的增加可以让老

年人提高 ３ 倍的户外活动时间ꎮ 基于此ꎬ很
多国家将景观环境营造、社区照顾和护理服

务有效整合成有机整体进行适老化住区户外

环境改造ꎮ

三、住区景观调查及老年人需求分析

１.研究对象的选取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福州的老龄化

程度较为严重ꎬ人口基数大ꎬ老龄化形式严

峻ꎬ各个区县发展不平衡ꎬ老城区内的情况最

为严重ꎬ此外ꎬ福州市是典型的沿海高密度城

市ꎬ老旧住区的情况较为复杂ꎬ这种复杂性使

得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ꎮ
由于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不同ꎬ对

于老龄人口的居住特征有所影响ꎮ 因此ꎬ笔者

根据空间分布差异性的原则选取了福州市不同

区域的 １０ 个老旧住区为调查对象(见表 １)ꎮ
表 １　 调查住区基本概况

名称 建设年份 绿化率 / ％ 户数 面积 / ｍ２ 名称 建设年份 绿化率 / ％ 户数 面积 / ｍ２

万安新村 １９８７ ２８ ６７９ ３３ ４５４ 连辉新村 １９９７ １８ ４２１ １３ ００４
北江新村 １９９１ ２５ ５００ ２６ ６００ 济安新村 １９９８ １６ ２３６ ８ ４２１
湾里新村 １９９２ １８ ４０２ １８ ８４０ 金晖新村 １９９８ １８ ３５２ １０ ０６９
建设新村 １９９２ ２２ １８６ ６ ２１５ 淮安新村 １９９８ ２６ １ ２００ ４６ ０３２

２.研究方法

调查中主要选取 １０ 个住区内 ６０ 岁以上

的居家老人为调查对象ꎬ随机抽取不同年龄

段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ꎬ问卷内容

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等人口基本特征ꎬ最喜欢

的休闲运动类型、最常去的场所及对当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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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景观环境评价ꎮ 访谈的部分内容主要涵

盖了老年人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变化以及对住

区景观环境的需求ꎮ
调研过程中共发放了 ２５０ 份问卷ꎬ共收

回 ２３６ 份有效问卷ꎬ其中ꎬ男性占比 ４８ ７％ ꎬ
女性占比 ５２ ３％ ꎻ低龄老人(６０ ~ ６９ 岁)占

５３ ４％ ꎬ中龄老人(７０ ~ ７９ 岁)占 ３０ ９％ ꎬ高
龄老人(８０ 岁以上)占 １５ ７％ ꎮ
３.结果分析

(１)住区景观环境的主要问题

针对 １０ 个住区景观环境的调查ꎬ总结归

纳出以下几个问题:①住区的绿化率太低ꎬ远
低于现行的绿化标准ꎮ 如表 １ 所示ꎬ许多住

区只有 １６％ ~ １８％的绿化率ꎮ 绿化效果差ꎬ
树种单一ꎬ缺少层次以及色彩上的变化ꎮ ②
机动车占道问题严重ꎬ导致步行道路受阻ꎮ
如元洪小区的人行和车行道路并没有明显分

开ꎬ不适宜行动缓慢的老年人使用ꎮ ③公共

活动空间缺乏ꎬ一些架空层的空间没有进行

合理利用ꎮ 如金晖新村里的绿地由绿篱进行

围合形成封闭的空间ꎬ导致空间利用率低ꎮ
④设施的包容性与适老性不足ꎬ住区的健身

设施及活动场地缺乏无障碍设计ꎮ 淮安新村

的健身设施陈旧并且以儿童使用的为主ꎬ缺
少儿童和老人都能够使用的场地及设施ꎮ ⑤
缺乏公共厕所ꎮ 老年人由于生理变化ꎬ上厕

所频率会增加许多ꎬ缺少公厕给老年人的活

动造成了很大不便ꎮ
(２)老年人休闲运动的时空特征

根据问卷的结果可见ꎬ老年人最喜欢的

运动为散步(见图 １)ꎻ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

散步以及休闲聊天等(见图 ２)ꎻ从活动的空

间来看ꎬ老人们在住区中经常去的地方有步

行道、绿地空间和节点广场(见图 ３)ꎻ从活动

的时间来看ꎬ主要集中于 ７ ∶ ００—１０∶ ００ 以及

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 两个时段ꎻ从年龄来看ꎬ越高龄

的老人活动方式越趋向于单一ꎬ外出活动的次

数减少ꎬ对于住所的依赖性变强ꎬ而且活动的

时间也集中于气温较高、阳光较好的时段ꎮ

图 １　 老年人最喜欢的运动类型

图 ２　 老年人最喜欢的休闲活动类型

图 ３　 老年人最常去的运动休闲场所

　 　 (３)老年人生理心理变化及其景观需求

通过访谈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变化及

其对住区室外景观环境使用的独特需求ꎮ 从

问卷以及访谈中得知老年人对于住区内绿化

环境的敏感度最高ꎬ其次是道路系统ꎬ对于空

间的大小以及环境的氛围关注度较小ꎮ 为了

研究方便ꎬ根据老化程度将不同年龄的老年

人划分成低龄老人(６０ ~ ６９ 岁)、中龄老人

(７０ ~ ７９ 岁)和高龄老人(８０ 岁以上)ꎬ对应

的生理状态则可以划分成完全自理期、生理

机能转换期和半失能及失能期ꎬ生理机能转

换期是个比较关键的时期ꎬ需要通过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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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使老年人适应生理的转变并延长自理

期ꎮ 通过访谈得出的不同年龄老人的特征及

其环境需求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需求特点

不同年龄段的老人 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 主要活动空间 住区空间环境需求

低龄老人 完全自理期
对退休生活的适应ꎬ
乐观心态的建立

住区外的活动空间较广ꎻ儿
童活动空间、住区内的休憩

空间、活动服务场所

通畅的交通、各类休闲活动场

所ꎬ丰富社会活动的引导ꎬ建立

交流空间ꎻ安全无障碍设计ꎬ便
捷的服务设施ꎻ适合全龄的健

身空间

中龄老人
生理机能转

换期

身体机能退化带来的

心理上的不安

活动场所集中在住区内ꎬ宅
前空间、熟悉的行走路线、
附近的活动场地

积极向上的环境暗示ꎻ丰富的

适老化服务设施以及康复健身

空间ꎬ吸引老人更积极地参加

活动ꎬ以延长完全自理期的时

间

高龄老人
半失能、 失

能期
情绪不稳定ꎬ易怒 宅前空间、固定的活动场地

出行需要护理人员的陪同或借

助于介护设施ꎬ需要能够满足

轮椅老人出行的环境ꎻ考虑到

老人活动的可参与性设置可观

望的活动空间

四、住区景观适老化改造策略

根据老年人的活动特征、对住区景观环

境的需求特点及现有老旧住区景观环境存在

的问题ꎬ从植物绿化、道路系统、休闲活动空

间、服务设施、照明与标识设施 ５ 个方面提出

住区景观的适老化改造策略ꎮ
１.植物绿化

老旧住区的景观绿地往往强调观赏性ꎬ
而忽略了绿地的可进入性ꎮ 在改造的过程

中ꎬ应该充分发挥植物对老年人生理心理的

积极影响ꎬ主要遵循的原则有:①确保绿化的

安全性ꎮ 对现有绿化植物进行分析ꎬ清除现

有绿化中有毒性的植物ꎬ并对易引起过敏的

植物进行无毒脱敏化处理ꎮ ②提高可亲近

性ꎮ 破除绿篱对人与绿地之间的隔离ꎬ提高

绿地的可进入性ꎬ同时可以设置采摘园等来

促进老年人与植物之间的互动ꎬ有条件的住

区还可以设置园艺操作区ꎬ以提高老年人参

与的积极性ꎮ ③增加乡土植物的运用ꎮ 乡土

植物体现了地方的区域特征ꎬ往往具有地方

认同性ꎬ运用乡土植物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

对住区的场所认同感ꎬ从而加强老年人的场

所归属感ꎮ ④增强住区绿化的可识别性ꎮ 可

以利用不同种类和颜色的植物进行搭配以提

高住区景观的可识别性ꎬ降低老年人由于生

理衰退而造成方向迷失的几率ꎮ 绿色是整个

环境的基调ꎬ对人的视觉疲劳和心理疲劳有

缓解保健作用ꎬ注重植物的色彩和层次搭配ꎮ
２.道路系统

道路是社区活动的最重要通道ꎬ影响着整

个住区功能的发挥ꎮ 住区道路系统改造可分

为步行道路、车行道路和停驻空间 ３ 个部分ꎮ
(１)步行道路

①建立至少一条完整的步行环路ꎮ 整理

既有的步行道路系统ꎬ将老年人经常去的场

所串联起来形成环线ꎬ并在地面设置相应的

标识进行引导ꎮ 不宜将步道设计得过于曲

折ꎬ容易引发老年人的疲劳ꎮ ②保证步道的

安全性和无障碍性ꎮ 由于老年人腿脚不便和

视力下降等因素ꎬ铺装着重考虑使用防滑性

能好、表面平整的材料ꎬ考虑到轮椅使用者的

出行需求ꎬ应避免使用过于粗糙的铺面ꎬ如卵

石铺面、碎石铺面等ꎮ 针对高差较大的路段则

应设无障碍通道ꎬ保证轮椅使用者的通行ꎮ
③增设休息设施ꎮ 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退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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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步行 ４５０ ｍ 左右就容易疲劳ꎬ因而ꎬ在步

道的相应距离内应该增设休息设施ꎬ使老年人

行走到一定距离即可转换到休憩空间ꎮ
(２)车行道路

对车行道的改造ꎬ首先应明确主要的车

行路径ꎬ并清除占用车行道路的违建物或杂

物ꎬ保证应急救护车、消防车的通行ꎮ 加强道

路标识的清晰性ꎬ加强照明ꎬ设置老年人停车

位ꎬ为老年人开车出行提供便利ꎮ 在空间允

许的情况下ꎬ尽量实现人车分离ꎬ以保证老年

人的行走安全ꎮ
(３)停驻空间

划分老年人专用的停车位或轮椅停放

位ꎮ 对现有的停车空间进行整合ꎬ明确停车

区域中的轮椅停放位ꎬ空间充足情况下可对

老年人的助力车、轮椅进行集中摆放ꎬ以方便

老年人使用ꎮ

３.休闲活动空间

老旧住区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ꎬ活动空

间一般是居民自发活动而形成ꎬ且经常被车

辆占用ꎬ造成活动空间混乱无序ꎮ 在改造时

应尊重现有的活动类型ꎬ并配置相应的设施ꎬ
形成动静不同的多样化的活动区域ꎮ 对场地

内的铺装、高差等都应进行处理ꎬ与步道合理

衔接ꎬ提高场地的可达性ꎮ 设置至少一处全

龄性活动空间ꎬ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使

用需求ꎮ 对住区中停车空间严重不足的情

况ꎬ还可以针对活动空间进行纵向的功能复

合ꎮ 由于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在时间上不具有

重叠性ꎬ可以利用这一特征对同一空间进行

分时段使用ꎬ以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ꎮ 例如ꎬ
在晚上可以将部分的公共空间开放ꎬ以供居

民停车使用ꎬ并要求其在次日 ７∶ ００ 左右开走

(见图 ４) [１０]ꎮ

图 ４　 空间与时间的复合

　 　 老人处于生理机能转换期时更需要依靠

环境的适老性来延长老人自理期的时间ꎬ并
且帮助老人适应生理上的转变ꎮ 住区内应设

置康复健身活动空间ꎬ促进老年人的参与ꎬ增
进老年人的健康ꎮ 康复健身空间的设置应该

符合老年人的行为规律ꎬ在空间的分割以及

健身设施的形状上要避免尖角ꎬ在康体区域

外围应设置软质休息设施ꎬ并且和具有疗养

因子的植物结合起来ꎬ选择有利于肺部的植

物如木芙蓉、罗汉松等ꎮ

４.服务设施

从人性化的角度对服务设施进行改造ꎮ
住区中的休息座椅、棋牌桌等服务设施应注

重座椅的舒适性ꎬ尽量选择有靠背和扶手的

休息设施ꎮ 将垃圾筒的高度提高到 ９０ ｃｍꎬ
使老年人活动时不必弯腰同时也方便特殊群

体的使用ꎮ 由于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疾病较为

常见ꎬ结合垃圾筒设置相应的痰盂ꎬ以保证环

境卫生ꎮ 另外ꎬ应该增设住区的公共厕所ꎬ可
以利用闲置的架空层空间进行改造ꎬ条件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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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话可以设置轮椅专用卫生间ꎮ
在社区内设置植物种植池ꎬ分为轮椅患

者使用的可调节高度的种植池以及非轮椅患

者使用的固定种植池ꎬ方便老人在达到健身

效果的同时保持心情愉悦ꎮ 植物的选择以低

矮植物为主ꎬ生长快、周期短能让老人切实地

体会到植物的变化ꎮ
５.照明与标识设施

由于老年人视力的下降ꎬ其对住区环境

内的照明设施要求较高ꎬ主要反映在照明亮

度和环境色彩上ꎮ 研究表明ꎬ老年人对于红

黄橙 ３ 种颜色的辨识度较高ꎬ因此在住区主

要出入口、地势变化较大的区域以及车流量

大的路口处应提高照明的亮度ꎬ并采用颜色

鲜艳的标识提醒ꎮ
标识主要分为公告栏和信息标识ꎮ 标识

字体的大小和色彩应简洁明了ꎬ以帮助老年

人更好地辨识ꎮ

五、老旧住区景观环境适老化改造分级

为了明确当前老旧住区的适老化改造标

准ꎬ落实住区环境各个部分的适老化改造内

容ꎬ将上述改造措施分成基础性、完善性和提

升性 ３ 类措施(见表 ３)ꎮ 基础性措施主要关

注老年人室外活动的安全性与便捷性ꎬ完善

性措施则是在基础性措施的基础上ꎬ更加关

注环境的舒适性及老年人的活动积极性ꎬ提
升性措施则更加关注环境的康复性功能及对

老年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ꎮ 老旧建筑没有保

温层的要重新做外保温设计ꎬ宜采用轻质高

效、耐火性好、收缩率小的保温材料ꎬ施工方

便ꎬ便于老旧建筑的改造ꎮ 根据不同住区的

实际情况ꎬ可选择相应的措施进行老旧住区

景观环境的适老化改造ꎮ
表 ３　 老旧住区景观适老化改造分级

改造类型 基础性措施 完善性措施 提升性措施

植物绿化

清除有毒、有害、易过敏的植物ꎻ减少使用
围篱ꎬ提高绿地可进入性ꎻ见缝插绿ꎬ提高
绿化率ꎻ加强管理ꎬ提高绿化管护水平

设立园艺操作区ꎻ利
用芳香性植物营造怡
人的绿色空间

运用乡土植物和水体等营造康复
性花园ꎻ条件允许下进行屋顶绿
化ꎻ为轮椅老人提供高台种植区

步行道路系统

建立一条联系主要活动场所的步行环路ꎬ
并设置地面标识ꎻ步道要满足无障碍设
计ꎻ防滑铺装满足安全性要求ꎻ步道宽度
至少大于 １ ２ ｍꎬ满足错身要求ꎻ步道两
侧要有相应的休息设施

步道结合铺地、照明
等创造不同感官体验
的空间

设计多条不同长度和难度的步行
道路

车行道路系统

住区及附近行车道设置醒目的人行道、安
全道等ꎻ主要出入口保证足够的夜间照
明ꎻ清理占道物品ꎬ保障应急救护车、消防
车的通行

优化道路结构ꎬ尽可
能实现人车分流

车行道与人行道运用植物进行隔
离

停驻空间
划分老年人的车位及轮椅车位ꎬ并有醒目
标识ꎻ 轮 椅 使 用 者 车 位 宽 度 不 小 于
３ ５ ｍꎬ并与人行道衔接

住区出入口增设专门
的助力车停车空间

将停车位进行生态化处理

休闲活动空间

与步道相衔接ꎬ保证易达性ꎻ场地内有高
差要设置无障碍坡道ꎻ宅间增设交流空
间ꎬ便于老人随机交流ꎻ场地保证铺装平
整、防滑ꎬ保证安全ꎻ有效整合和区分ꎬ保
证空间类型的多样性

健身器材区宜采用软
质橡胶铺地ꎻ设置至
少一处全龄活动空间

创建“Ｌ”型、“Ｕ”型等微型围合
空间ꎬ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感ꎻ注重
场地周边的绿化和水景布置ꎬ提
高空间的复愈性

服务设施

座椅进行适老化改造ꎬ增设靠背和扶手ꎻ
凉亭、游廊应与步道无障碍衔接ꎬ保证通
畅性ꎻ增加公共厕所ꎬ设置老年人专用卫
生间

设置至少一侧可活动
的棋牌桌ꎬ方便轮椅
老人使用

增设可休息的移动花池ꎻ花坛选
择木质材料ꎬ可给人温暖的暗示ꎻ
调整垃圾桶的高度至 ９０ ｃｍ

照明与标识设施

增强标识内容与背景的对比度ꎻ增加夜间
照明ꎬ标识材料采用漫反射材质ꎬ避免眩
光刺激ꎻ道路两侧保证足够的照明度ꎬ避
免灯光直接射入眼睛ꎻ在重点照明区域 (
建筑物出入口、停车场、有高差变化的危
险地段 ) 应增强照度

针对标识及信息牌进
行色彩更新ꎬ尽量多
用红黄橙等老年人易
识别的色彩ꎻ更新标
识的字体大小

可增加标识的声音及触觉感应ꎻ
可采用 ＬＥＤ 节能灯

　 　 注:根据参考文献[６]进行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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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在借鉴国外相关环境适老化改造理论并

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ꎬ以居住区的老年人

为主要研究对象ꎬ分析了老年人的行为特征、
景观需求及当前老旧住区环境的主要问题ꎬ
并从适应老年人的需求角度提出了老旧社区

的景观改造优化策略ꎬ以期加强社会对老年

人居住环境的关注ꎬ也希望能够为今后相关

的公共空间景观适老化改造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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