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85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老年人活动场所景观设计研究 
吴凤英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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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年人在身体和心理等方面都属于弱势，当生活环境出现较为激烈的变化时，他们面对问题往往表现得更加无所适从。

随着扶贫搬迁项目的实施，环境因素、家庭因素及个人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搬迁老年人，阻碍着老年人适应新社区的生活。小

区公园等文化活动组织场所都是广大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的一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作为构建安置小区景观和小区居住活动环境规

划的一重要内容组成设计部分,小区公园中老年活动场地的广场景观规划设计成为我们本文设计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重点是室外活

动设施及其与公园人工景观空间的互动关系,设计出更能够符合当代老年人生理、心理变化和活动行为需要的环境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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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深入研究建立适宜安置小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综合性安置小

区公园活动场所景观绿地规划体系设计制度，是当今安置小区绿化

规划建设发展中关系到未来老年人生活身心健康、家庭团结和睦、

社会关系和谐关系较为复杂迫切的理论问题,具有了极其深刻重要

和的现实意义[1]。因此，打造一个环境适宜，场所合理，动线适宜

的景观场所。 

一、老年人生理特征和心理需求 
相较于其他搬迁群体来说，老年人群体对于安置社区的适应速

度和程度都较处于劣势。当生活环境出现较为激烈的变化时，他们

面对问题往往表现得更加无所适从。随着扶贫搬迁项目的实施，环

境因素、家庭因素及个人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搬迁老年人，阻

碍着老年人适应新社区的生活。从老年人群体的自身角度老说，老

年人生理特征和心理需求的特殊性这两个方面也给老年人适应搬

迁安置社区带来了挑战。 

(一）老年人的生理特征 

1、感知信息的知觉能力退化 

知觉能力主要的是一种指人知觉能力中所赋予给人感官对象

以直接刺激感觉或直接意义感觉功能的综合智力水平,它几乎完全

只取决于个人感官系统和对其中某些间接刺激意义信息的知觉敏

感性,经验和间接直觉共同作用决定影响了老人对外界间接刺激和

意义感觉的各种综合判断。五六十岁老年人大脑原有功能的如视

觉、听觉、嗅觉、触觉功能等都将会开始发生或逐渐减弱并衰退。

对他们来说一天内重复感知环境信息能力会逐步的开始缓慢下降,

老年人每天重复刺激的认知和心理活动的能力减弱和与他们自己

每天都对着同一个客观的外界环境发生变化连续的感知刺激过程

之间是没有明显地不对待等的关系存在的,他们每天往往也需要经

过长时间的不断地重复的刺激活动才能重新达到这种生理机能平

衡。视觉的刺激作用和反复刺激的听觉器官都是培养他们快速获取

周围有关或外部客观事物信息能力，需要的另外一种老年人最具基

本的重要价值的一种心理感觉功能。随着老人年龄增长,视力会减

退、记忆力和听力水平就会都随之逐步减弱,老年人大脑的迅速连接

外部或周围所有客观的环境信号能力和快速对客观的周围或客观

的环境信息变化和采取正确行动，获得信息反馈的各种综合感知能

力就必然的会降低。65 岁或高龄以后,老年人视觉系统对感知及周

围与环境明暗变换对比特征的感觉分辨识别能力均有所相应下降,

对外界景物及其明暗变换过程的视觉观察与适应能力需要的时间
増亦相对应明显的 长了。与此同时,老人的角膜逐渐增厚,老年人双

眼的角膜颜色和识别范围变得模糊。区分蓝色和区分绿色的能力都

比区分红色和区别黄色的能力都更为明显。当这些老人们开始"头晕

目眩"时,他们会习惯性地催促自己集中精神,试着环顾四周。听力下

降导致老年人语言识别能力不足。他们甚至听不到自己说的话,他们

就会重复,试图让自己听到，当他们看到别人说话,但听不清时,他们

就会焦虑,一遍又一遍地提问。触觉、味觉和嗅觉机能的逐渐退化也

减缓到了可以通过触摸、品尝感觉和嗅觉来进一步理解事物和重新

评估认识事物价值的过程。他们总是对另一件事的准确定义感到非

常地谨慎,很难迅速做出一个决定。因此他们可能更会倾向于触觉外

部的环境和风味食物[2]。 

2、中枢神经衰退 

60 岁高龄以后,由于感觉神经中枢反射功能显著的迅速下降,可

能又会同时出现多种记忆力机能丧失。反应过程迟缓、注意力极度

不集中、睡眠的时间逐渐缩短、容易引起疲劳、动作逐渐不协调等。

进入中老年社会后,人脑会逐渐开始萎缩,脑重逐步减轻,脑细胞数量

将减少至 20%-近 50%。老年人也容易突然患上脑粥样动脉硬化闭

塞症,血流量也可骤然减少到近至 1/4。此外,老年人神经系统的主要

神经和传导冲动功能逐渐下降,对某些刺激反应的平均反应出现时

间突然延长,大部分感觉反射减少、迟钝而甚至部分消失。这些一系

列变化还表明部分老年人脑力与劳动适应能力大大减弱,只能继续

从事生活节奏一般较慢的重复性活动工作和压力较轻重复性的脑

力工作。随着身体年龄层次的进一步增长,老年人会对各种最近时间

事件信息的记忆理解能力逐步下降,对自己大脑环境中信息的记忆

理解能力有相对一定强度的年龄依赖性,对学习新事物则很少或有

一种特殊形式的学习兴趣。 

3、身体机能衰退 

随着现代人们年龄的迅速增长,老年人身体各方面以及原有身

体的某些健康组织机能均开始发生严重衰退,其中这些变化当中最

具显性突出年龄特点表现的表现即分别是：老年人身体以及与一个

人年龄衰老进展速度紧密相关，各部位健康的骨骼组织肌肉质量出

现显著地下降，肌肉和关节皮肤骨骼功能发生严重萎缩减退。随着

我们身体年龄在迅速发育增大,肌肉弹性随之开始显著降低,收缩肌

腱之力作用随之大大减弱,肌肉纤维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松弛,容易缺

氧导致慢性疲劳,因而容易使得部分老年人耐力功能开始逐步减退,

难以做到连续长时间坚持进行比较高强度、长时间、较剧烈负荷的

无氧运动。骨骼中由于沉积其中的某些大分子有机物成分相对减少,

无机盐成份的增加,致使软骨层上的骨质结构弹性度增加脆性和软

骨韧性指数也有所降低,因此骨折导致继发性骨质疏松现象在骨折

和老人患者过程中所发生的也都相对的较多和可见,容易误诊因此

可导致某些继发性的骨折,且不宜康复。 

（二）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1、安全需求 

安全始终是个人活动的重要要求。随着我国人类年龄寿命水平

的持续且不断快速的健康增长,老年人大脑承载的正常人体的各种

主要神经生理功能逐渐显著程度下降,从而会逐渐严重影响到着老

年人机体功能的，如精神意识及活动的控制机能水平下降和老年人

整个身体功能及协调、运转工作能力,有时中老年人大脑不知不觉功

能过程中下降而会出现工作活动能力不足。老年人们还往往都还在

对着今后自己以及子女的家庭日常起居行为及安排饮食和各种社

交活动安排等都有很多的顾虑,对子女自我和身心健康安全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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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也有着强烈地危机感,对以后生活安全感方面上提出的种

种需求则更是尤为的迫切。 

2、健康需求 

随着现代化国家生产力条件的进一步迅速发展进步和中国人

民生活水平要求的持续不断发展提高,人们逐步意识到生命健康管

理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部分老年人已越来越自觉重视管理自己身

体健康的个人身体状况。如何做到通过正确合理规范的科学生活习

惯去强身又健体,是我国很多地区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大共同心理

追求。物质生活需要的得到满足也让到更多的安置小区老年人主动

走出家中户外,通过采用各种健康方式或积极组织参与户外各类集

体健身休闲活动,从而来达到自己身体健康养生的终极目的。宜人健

康的环境园林绿化和写生,成为都市老年人主动调节与身心健康不

可或缺的基本需求。 

二、小区公园活动场所景观构成要素 
（一）园路 

在园林景观道路设计实践中,园路是将几种不同用途功能上的

休闲活动空间场所区分开,同时它又要将上述各个主要活动空间场

所联系成的一个大整体,起着协调组织和交通、运输联络的作用。 

园林道路广场和广场人流的规模、分布和密度，从客观尺度上

直接反映了广场人流分布的相对密度。人多的地方，规模面积和人

员密度应该稍大一些，而休闲或步行区域的人流量相对较小所以尺

度要相应较小。 

园路设计时,应当遵循这个基本的原则,否则就无法发挥园路的

合理作用。园路的分类一般可根据园路道的基本性质特征和作用功

能又可进一步将路其种类分为主要交通道路、次要运输道路、休息

小路三种类型[3]。 

a.主要联系道路主要联络道路如需联系全园,必须统筹考虑园内

通行、生产、救护、消防、游览的车辆,宽为 7~8m。 

b.次要的道路次要的道路仅需沟通市内各要景点、建筑,以及可

通行的轻型运输车辆或人力车,宽为 3~4m。 

c.休闲小路休闲小路一般又会分为单人的行走休闲步道和双人

的行走休息步道,编号单人单行走道宽 06~1m,双人的行走步道宽约

12~15m,一般均以一条蜿蜒曲折的林园路布局行走于小山上、水边

公园和路边树林中。 

（二）水景 

单独的景观空间为了避免单调乏味的环境感觉，经常使用不同

的水景将每个公园的景点分隔成具有不同环境品味的观赏空间。与

单纯使用建筑围栏隔断等其他方式相比，水面的分隔空间只在平面

层面上限制了景观空间的范围，保证了景观的连续性，特别是在景

观的视觉表现上。例如，利用天然水面可以创造一些迂回曲折的观

光交通路线，越过海岸，遥不可及，从而使人们对观光产生兴趣。 

三、安置小区老年人健身活动的场所整体规划要求与规划
设计注意要点 

（一）构建丰富的景观空间层次 

具有这样多种丰富层次和功能层次基础上构成的室外游憩景

观空间，就应该能够满足基本的老年人生活需要，对于从事各种类

型户外休闲游憩景观活动空间和满足不同社会功能空间环境条件

和老年休憩生活场所景观要求的多样性需求。景观空间层次是指另

一个由外部组成的人类活动的休憩活动场所景观系统中，由各种不

同的空间景观元素组成一个构成完整系统的空间功能体系,也是每

一个大型小区公园建筑中包含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功能结构组成

部分。丰富和多层次的公共室外的景观空间层次除了能达到显著的

提升整个小区公园绿地内景观的整体景观情调、美化了整个户外公

园景观空间的整体视觉环境、提高整个室外休闲活动的场所环境内

景观的整体吸引力,还会分别反映在老人情感态度上、心理行为态度

上、活动的行为方式态度上以及其活动的行为意愿方式上等，这几

个重要方面上都可能对周边其他区域老年人行为会产生影响[4]. 

（二）提供更多样化的老年人娱乐活动休闲场所 

基于研究老年人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变化的一般运动规律，在

一些小区公园户外活动景观布局的实践中发现，为全体老年人提供

丰富多彩的景观空间布局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在老年活动和场地景

观规划设计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老年人独特的身体

条件，那么深入开展老年人户外文化活动就会非常困难。老年人在

公园里通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户外活动形式，所以他们对这些活

动或场所的需求一般都比较灵活和丰富。这些需求可以包括坐在户

外公园里，观赏各种美丽独特的自然风光，散步、锻炼、园艺、私

人交流空间等。例如，在室内慢跑和休闲散步的过程中，老年人经

常可以看到和欣赏花园里郁郁葱葱、美丽的室外地植物、树木和五

颜六色的鲜花；如果他们能在这个具有强烈私人特色的交流空间环

境中相互交谈，他们可以获得一些巨大的心理和情感上的满足等

等。多元化、开放式的老年人户外活动场所，可以让小区老年人更

积极地参与各类户外组织活动。 

四、完善老年人活动场所设施 
完善老人活动场所设施和户外活动器械设施,使老年场所环境

和器械设施中提供到的各项服务能更有年龄针对性,让部分老年人

逐步增加其外出或户外集体活动时间的主动意愿,融入到了社会文

明交往生活当中去。小区公园建设中老年人的主要活动的场所设施

和用品器材等往往主要是对整个小区居民所共同的开放,但同时老

年人的公共场所使用的频率一般是小区最高的。很多已退休的老年

人更喜欢独自在小区户外活动健身散步或者看书下棋喝茶等,设计

公寓时更应能结合小区老年人独居的行为特征去设置其适合自身

的设施[5]。 

总结: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户外休闲、娱乐、休闲健身、以及公

共活动和设施的特殊需求，未来将随着老年人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发

展而不断变化，作为社会与其所处环境进行交流的最复杂、最多样

的特殊群体。一个相对美观、安全、舒适、人性化的家居外部娱乐

设施环境，必将是我国老年人重要的家居生活环境。设计一个符合

老年人需求规律的现代化安置小区公园活动场所时，首先研究分析

一个小区公园其所在特定区域中的老年服务需求范围；综合研究考

虑在不同社会区域的人口和经济文化背景下，适合老年人开展休闲

户外服务活动的各种方式；以及老年人在适当年龄群体中的比例和

在小区公园建设中的发言权。色彩、环境等设计元素对老年人在各

类户外运动场所的老年人休闲文化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综合影响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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