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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长,老龄化人口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性,传统的老龄化社区景观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如

何满足老龄化人口的精神诉求,如何提高老龄化人口的生活品质,如何打造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人性化景观,是目前阶段亟待解

决的问题。从老龄化人口的生理与心理诉求入手,在常规社区景观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康养景观设计探讨,对老龄化社区景观设

计进行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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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常态下的世界养老现状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已经到来。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60 岁以上人口的占比为 13.26%,按老龄化国际标

准衡量,这一比例已经宣告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近 10

余年,中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进程也随之不断加速。

据预测,2050 年,老年人口数量约 4.34 亿,约为少儿人口数

量的 2倍,其比重将占总人口的 33.6%,这意味着每三个人中

就有一位老人。 

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 多,增速较快的国家,随着

老龄化进程加速,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大幅增加,中国青年

一代的养老事业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与日俱增,传统的养老模

式会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2 中国的养老政策和养老建筑类型 

根据“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传

统居住文化的特点,中国现行的养老居住政策确立了以家庭

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基本

养老方针,即“9073”,意为 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

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购买社区服务养

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由此可知,中国的养老模式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养老

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中。“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传统居住

文化特点。以及养老相关方针政策法规等各项因素导致目前

的养老建筑功能类型单一,不能很好地满足各个层次的老年

人的需求。综合分析,养老建筑整体可分为居家养老、社区

养老、机构养老三种类型。 

3 老年人的变化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老年

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变化,才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研究

出我们的设计策略,找到我们设计的密码。 

3.1身体功能的变化: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运动能力下

降。 

3.2心理功能的变化:老年人普遍恋旧,需要时间来适应

新事物。 

3.3感觉功能的变化:视觉和听觉衰退表现显著,对温度

冷热的感觉也逐渐衰退。 

3.4 生活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独居时间普遍高于与子女

生活时间。 

4 养老社区的景观设计原则 

基于老年人特有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我们明确地提出了

养老景观设计的设计原则。 

4.1 保障老人的使用安全：在花园空间中,老人们要有

被保护的感觉,这种安全感必不可少,同时又不能有束缚感,,

各类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也要被充分考虑,如果提前采取必要

的设计措施,那么老年人户外活动中发生事故的几率就会被

大大降低。 

4.2 支持老年人独立生活：通过适老化、无障碍设计,

为老年人的独立生活提供支持,减少对子女及社会照顾的依

赖,提高独立生活质量,并保持自由的生活状态。 

4.3 加强老人对场地的控制感：人体免疫系统会因丧失

控制所产生的抑郁引发负面影响,所以在花园设计中所体现

的功能必须多样化,既适宜独处又方便聚会；在可享受阳光

的同时兼具遮阴纳凉的功能；在开阔的视角中体现方寸景

观；固定式和移动式座椅兼备；道路系统四通八达,从而巧

妙的增强老年人对于花园景观的整体控制能力。 

4.4 广泛运用自然元素：自然景观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

感,花园内的自然景观应占有至少 70%的比例。自然元素—

—植物、阳光、水体、动物、香味可以缓解压力、降低血压,

给人们带来幸福感。 

4.5鼓励锻炼活动：花园设计应该具有便捷性和独立性,

并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们紧张的情绪,比如可以设计供老年人

锻炼的步道和供儿童玩耍的游乐场地。 

4.6 积极干预： 为理想的花园是能够为人们带来各种

感官体验的花园,我们提倡自然采光和自然的声音,让老年

人与自然更亲近从而能够感受到自然所给予的积极影响。 

5 养老社区的景观设计要素 

5.1 步行系统：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步行路段的休息停

靠区、轮椅通行及停靠、材料的安全性、防滑防摔以及色彩

的识别；园路应综合考虑轮椅、辅助步行器具的尺寸以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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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及家属共同步行的空间,材料应以弹性路面为主,避免采

用过碎的材料铺装；坡度：在专属康复训练的区域,应设置

一定坡度的园路,用于专门的康复训练；色彩：为协助视障

人士,建议通道边缘应以颜色、光度、质感和竖柱边显示。 

5.2 植栽系统：四季分明：绿化具有明显的季相变化,

使老年人在花园中看到一年的更替,感受生命的意义；多选

择草叶纤细的品种：感受树影婆娑的自然氛围,融入自然的

感受更直观；园艺劳作：促进老人间交流,增强活力,体现老

人自我实现社会认同感的需求；运用芳香与保健植物：芳香

植物具有保健医疗作用,能提高人体生理机能,改善情绪。 

5.3 引导系统：色彩感知：在需要有色彩变化的地方采

用 容易被察觉到的黄色、橙色和红色；保证夜间照度：避

免夜间照度：避免炫光造成视线干扰,室外光线 好有

75-1150 勒克斯；导视牌设置考虑老年人生理特点：离地距

离、牌面照度及对比色等方便老人查看及辨认；有声指导、

地面指引：结合老年人生理特征,帮助视障老人指引方向。 

5.4 室外场地配置：就近布置原则：户外的社交用地安

排在市内活动区域附近,并提供足够的空间；强调社交的公

共空间：通过景观设计形式的围合感,营造社交向心空间；

注重私密的独处空间：私密性小空间给老人提供独处的场合,

有效舒缓情绪；无障碍的亲和性：花坛的高度,座椅的设计

都充分考虑轮椅的局限性。 

5.5 水景设计导则：听觉刺激：便于有视觉障碍的老人

能够自我定位,对环境产生特定认知；循环的水系：有利于

生态循环恢复,也赋予“生命循环”的寓意；古朴的风格：

使观感接近自然状态下的水景形式。 

5.6 加强无障碍设计：养老社区应设身处地的为老年人

着想,积极创造有利残障老年人活动的景观空间,提高他们

户外活动的自主能力。可以设计一些便于行动障碍的老年人

触摸和使用的种植床、水池等设施,也可搭配出不同高低层

次的植物供他们观赏。例如：美国芝加哥植物园中有许多高

低错落的植物种植床,可以让不同身体状况的人都能享受此

空间。乘坐轮椅的人可以在浅盘种植床的活动区域近距离的

抚摸和观赏花草植物;身体不适或有腰腹疾病的人可以去触

摸和感受抬升的花床。让行动障碍的老年人参与这些园艺活

动不仅能平静心情加强社交还能延缓疾病。同时在养老社区

户外空间应为有视觉障碍的老年人设置盲道和盲文标识牌,

以协助他们感知和确定方位便于行走。总之,无障碍设计应

深入到养老社区空间组织和细部设计的方方面面,如老年人

休闲活动场地的设计应尽可能做到平整,尽量不用或少用陡

斜的坡道和踏步等。这些人性化的设计能让老年人真正的接

触和感受自然。 

参考案例：阿姆斯特尔芬 Zonnehuis 养老院： 

城市住区需要用高品质的绿色空间来提升居民的生活

体验。HOSPER 的设计将位于阿姆斯特尔芬的 Zonnehuis 养

老院的公共地面打造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绿色步行区。建筑

通过地面铺装别具一格的广场联系在一起。在环形的基座围

合成的空间内,HOSPER 设计了一座富水的庭院花园。 

场地东侧护理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座种植着多年生植物

的花园,花园中有一个温室,住在这里的老人可以在此从事

喜爱的园艺。广场上还有以一块露天平台和游乐场地,以及

一条用于锻炼走路的坡道和台阶。这两处景观在设计时都非

常注意照顾到罹患痴呆症的老人。新旧护理中心之间,通过

一条长廊相连接。这条长 40 米的长廊起伏的顶面由玻璃和

钢架构成,造型如同一片“漂浮着的树叶”,同花园中的植物

相呼应。值得一提的是,除专为老年痴呆症患者建造的区域

外,护理中心所有的地方都免费对周围的居民开放。而且,

匠心独具的花园设计为周围的建筑提供了良好的景观。 

我们所要营造的设计就是在传达一种价值观,一种全龄

都被关注的价值观。 

通过营造生活、学习、交流、运动和治愈的场所来影响

和改变老年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对人的关怀和对自然的可持

续建设,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幸福就是独立自由的生活；幸福就是身体健康；幸福就

是归属,家的安全； 

幸福就是北尊重,被认可；幸福就是自我实现。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认真的年轻,

优雅的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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