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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目前，中国的人口已经到了老年型的状态，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

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

事业的工作格局。在住宅里面养老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

便利的和更愿意接受的养老地方，所以需要对老旧社区

进行合适的适老化改造。武汉的大多数住宅小区是早年

建造的，当初的建设未考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今为

解决老年人的生活居住需求，对社区进行合适且经济实

惠的变更。

注：本文为创新创业项目：武汉轻工大学2022年大学生

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1049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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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2.1 武汉人口老龄化现状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截止 2019 年末，全市户籍总

人 口 906.40 万， 比 2018 年（883.73 万 人 ） 增 加 了 12.67

万 人。 其 中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有 194.25 万， 比 2018 年

（187.94 万）增加 6.3 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21.43%。老龄

化程度比 2018 年（21.27%）增长 0.16%。

表一

城市住区适老化微更新研究
——以武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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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愈渐明显，基于改善老年人居住生活品质，现以武汉城市住区为研究对象，对老年

人的生活居住习惯、环境需求、服务设施需求进行调查和研究，从而进行策略改善，希望营造出更幸福更便捷更适

宜老年人生活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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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武汉社区住宅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四、二、一”倒金字塔的家庭模式发展

趋势，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国家正在加速驶来。老年人的

生活居住问题也成为了近年来探究的热点，无论是传统

的养老院还是老年人公寓，这些养老的方式都不如家中

居住方便，一是老年人习惯了多年居住的房子和周围的

老朋友们，二是老年人和家中子女想要一起居住，共享

天伦之乐。因此在早期社区住宅上通过策略建造出适合

老年人居住的小区就成为了必要。

老旧住区一般是指 20 世纪 50~90 年代之间国家投资

建设的，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居住小区，建筑层数多在

4~6 层 [1]。本次笔者调研地点是武汉市区内的几个老旧的

社区，通过记录观察的结果和询问社区中居住的老年人

的想法进行总结，对老旧的社区住宅环境调查、社区公

共活动空间的使用率和需求率，并且对社区之中闲置的

空间和使用不合理空间进行改造，从而制定出新的适宜

于现在老年人问题的改造方案和策略。

三、调研与适老化更新

3.1 调查结果

通过走访调查武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老旧小区，都

是因为当年的建设从未考虑过老年人的便利以及年久失

修的缺陷我们必须立足老年人的现状去制定出经济实惠

的方法策略去在现有社区上加以改造。笔者基于调查的

情况，将从室外空间、室内空间、场地空间三个方面进

行分析和改造。

3.2 室外公共空间

武汉的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夏季酷热、冬季

寒冷，小区内设计凉亭等避风避雨的设施去为老年人在

室外活动创造条件，让更多的老年人室外活动时更加舒

适安心。

3.2.1 街道空间

街道空间是人群的主要交通空间，具有大量的流动

人群，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老年人的安全性需要我们

去保障。街道空间的熟悉性、易读性、独特性、可达性、

舒适性和安全性是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街道空间应符合的

六项基本原则，可根据现存的缺陷因地制宜。

（1）道路空间的分析整治

社区附近的道路以及社区内的道路均至关重要。社

区附近的道路可以适当地拓宽去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和

老人的安全性，车行道的两边设置合适宽度的人行道让

使用轮椅的老人能安全舒适的通过。

（2）街道环境的整治

对“脏乱差”的环境进行改造，整理社区的垃圾堆

和垃圾桶，增添社区内的绿化，崎岖不平的道路进行修

理，使社区的环境美观整洁。原来的老旧小区多都没有

明显的楼层牌，设置导向牌和指向牌可以更容易引导来

访者去他们要找的那栋楼。

（3）增加道路的休息点

考虑到老年人身体弱，易劳累的状况，每隔一段距

离可以设置凉亭和休息靠椅供给老年人停留和休息。在

有限的空间里合理地分布休息点需要仔细设计。

3.2.2 户外活动空间

社区户外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在室外共同活动、社交、

锻炼等的空间，促使人与人相识、连结、互通和交融的

地方，往往也是社区最热闹、最具生活气息的场所。

（1）停车场空间

对为了规范车辆的行驶让老年人户外活动更加安全，

社区内应有一个停车场的，但由于进行的是老旧小区的

改造，社区内的地上空间一般是无法满足建设一个停车

场的面积，对于没足够空地的旧社区，可发展夜间路边

停车或公共停车场 [2]。

（2）坡道的设置

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住宅的出入口、路边、广场

的边缘等存在高差的地方却没有坡道或者有坡道损坏严

重的现象。坡道的设计最好参考下面几个设计要点：①

节约用地的面积。②顺着人流的路线，在每一个单元与

道路的汇合处设置合适的坡道。③减少行人与住户之间

对视，减少道路上行走的行人和底层楼室内的住户尴尬

的对视 4.、尽量设置坡道，如果空间受限可以增加坡度

去设置坡道。

（3）绿化空间 [3]

原来老旧的小区绿化方面是经常被忽视的，对于老

年人来说，植物可以抚慰他们的心情从而减少他们的焦

虑，让老年人心情愉悦，我们在设计绿化空间的时候既

可以使用常用的绿植又可以种植一些怡人和康体保健的

植物，创建一个温馨、舒适、清香、美丽的空间。

3.3 室内公共空间

适老化住宅中与老人生活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房间

的室内空间，一般室内部分包括门厅，客厅，卧室，厕

所，厨房，餐厅，阳台等七大功能区，而针对不同的功能

区，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特殊设计的适老化处理如下：

（1）门厅方面

在平开门的选择上，可以考虑调节自动装置，由于

老人力气较弱的缘故，应选择较方便容易开闭的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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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了避免老人被绊倒，室内外高差以及门槛高度应

该控制在 2cm 左右，不宜过高。如果门口有台阶，应该

给台阶上下用醒目不同且易于识别明晰的材质和颜色铺

设，防止老人摔倒，而且台阶不能过高，以防老人难以

爬上，且带有扶手。门口区域应保证干爽，采用防滑地

面材料，地砖接缝处不可过宽，而且在进门部放置地毯。

门厅处的鞋柜摆放处，应该放有小矮凳子以及扶手，方

便老人坐下换鞋，鞋凳旁 150-200mm 处应该设置竖向扶

手，方便老人借力。鞋柜可以留出 30cm 用于放鞋，防止

因为鞋子摆放混乱而导致绊倒。门厅宜设置物品暂放平

台，同时给予老人撑扶的 850mm 高度，一箭双雕。其次

进门处应该设置放伞的地方，也应该有放置轮椅的地方，

若有全身镜，那么全身镜的底端应该高于轮椅的轮子顶

部大约 350mm 左右。

（2）客厅方面

客厅的沙发应该硬一点，而且要有沙发扶手，方

便老人站起落座时发力，为了保护老人的颈椎，沙发

的靠背应该高一点，除了沙发外，客厅应该留有一定的

空间，方便轮椅的进出停放，以及专门为老人设计的专

座。客厅的茶桌应该高于沙发座面，可以让老人不必以

弯腰弓背的姿态去倒茶，而且茶桌的下部应该留有空

隙，方便老人放置双腿，茶几以及茶杯，尽量选择不易

摔碎的材料以及可以稳固放置的形状。若客厅有空调，

空调方向不宜可以直接吹向老人常坐的位置，老人怕寒

也怕热。客厅可以多种一些花草盆栽，且客厅的玻璃窗

户方向宜坐北朝南，接收更好的阳光普照，对老人的身

体也好。沙发旁边应该有相应的边几，内有抽屉和柜

子，方便老人存放东西，而且边几的高度要适合让老人

能很方便拿到。

（3）卧室方面

考虑到老人的睡眠很浅，应该加强降噪设计，营造

安静的外部环境。同时由于老人会经常起夜的缘故，应

该在老人卧室内设置独卫，也可以将老人的卧室设置在

卫生间旁边。在老人的卧室和过道处设置起夜灯，采用

比较柔和适应性强的灯光，不伤老人眼睛。根据老人实

际情况，在室内设置低拉开关。为了老人安全着想，在

老人需要用得到的地方，应该设置安全插座，而且也可

以安装紧急求助按钮，当老人发生意外情况时，可及时

将情况反映给外界。

（4）厕所方面

老人应该使用坐便器，更加稳定，在坐便器的旁边

应该设置有 L 型扶手，为了防止老人摔倒，重心不稳，

扶手水平高度应距离地面 650-700mm，竖向应距离马桶

前端 250mm 左右，上端应该高于 1400mm。为了应对老

人临时跌倒摔倒昏迷等情况，为了让其更快速更方便的

被救治，可以将厕所的门向外开，以争分多秒的速度救

助老人。其次，厕所是潮湿地带，应该做足防滑措施，

铺设防滑地板亦或是防滑毛毯。为了方便老人的洗漱，

洗手台应该设置到相应高度，尽量避免台阶。手纸盒应

放在坐便器的前方，方便老人伸手去拿，避免因幅度过

大而摔倒。

（5）厨房方面

使用面积应该大于 6m2，最小短板净尺寸应该大于

2.1m。为了老人安全考虑，应该配置安装告警装置以及

防火装置，方便防火防烟，及时通知外界。其次，地板

应该使用防滑防污性砖面，应该采用浸水后依旧能够防

滑的地面材料。操作台的高度应该方便轮椅的进出以及

摆放，要在操作台下部留出区域空间给老人放脚，操作

台下面留出高度应大于 650mm。由于老人视力不好，为

了防止老人在厨房内看不清楚，可以增设补光效果灯。

可以将洗水池炉灶冰箱放在一起，形成三角区域，方便

简洁。厨房里可在转角处设计圆弧墙面，防止和墙面棱

角处进行摩擦。

（6）餐厅方面

应该更加注重采光和通风，以及营造明亮整洁，舒

适大方的氛围感，而餐桌上部也应该有明亮的灯，让老

人能顺利看清盘子里的菜肴。应使餐桌离厨房近一点，

减少老人端盘子运送的路程，使行动更为快捷和简便。

餐桌可采用折叠拉伸等手法，既减小占地面积，又可在

多的客人光顾后灵活处理餐桌大小布置，餐桌下应该留

出适宜的空间，方便人脚放入的同时，也应该允许老人

的轮椅顺利推入。

（7）阳台方面

应保证 1.5m 的净深，方便老人在种植花草盆栽的同

时方便老人健身，洗晾衣物，轮椅的推进推出以及转弯。

阳台与室内的隔断门，应该满足采光和通风的要求，保

障进出方便。避免阳台与房间内的高度差，要让老人以

及轮椅顺利通过。

以上七点，为笔者一些见解。其他方面，为了老人

安全着想，可在转角处设计圆弧墙面，防止轮椅和墙面

棱角处进行摩擦。各门边也应该都留出相应的轮椅开门

空间，方便轮椅的进入进出。关于橱柜的设计，应该考

虑到老人实际适宜的高度，以及装备一些医药品，如感

冒药，退烧药等等，保障老人健康。老人是以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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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甚至父母，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同时，我

们也确实应该为他们做些事，以他们的需求为需求，为

他们量身定制室内环境。

3.4 场地服务空间

首先，场地朝向应考虑光线、风向等条件 [4]，应该

考虑到大部分的活动会聚集在早上和傍晚，应该注意到

光线影响视线之类的问题。其次，无论是周围的服务空

间还是社区内的服务空间，由于时间以及环境的影响，

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都能够直面地看到不少安全隐患。

（1）户外活动设施改造

老年人的身体需要适度的锻炼去维系身体的健康，

在小区空闲的地方可以设置供给老年人活动的运动设施，

设计一些可以轻松活动筋骨和简单热身的项目，并且所

有的设计要“圆滑”，因为老年人腿脚不便，活动不敏

捷，避免磕碰到身体，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2）房屋的修缮

可以对老旧小区的脏乱墙面进行粉刷，把墙上的前

些年横行的广告贴纸进行的彻底清除，优化小区的整体

环境。旧住宅小区住宅的结构大多数是砖混结构，但是

因为年久失修，出现了外墙涂料脱落、开裂，雨水渗透

等需要修缮的现象。因此必须利用新材料、新构件更新

和替换外墙的外侧面。

（3）楼梯修缮以及电梯安装

楼道间大都设有窗户，但部分老旧小区的楼道都有

窗户严重锈蚀，楼梯扶手破损的现象，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调研过程根据小区内的老人家所说，在晚上，因

为没有楼道灯面对黑漆漆的楼道，只能靠手机屏幕上的

微弱光亮踽踽前行，甚至有的扶手已经损坏只能贴着墙

壁行走，这对本就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来说夜晚出行更

加困难。所以应该在无楼道灯的楼道里安装明亮安全的

灯以及用坚固、耐久的材料去修缮扶手。

（4）地面修缮

地面经历多年的风吹雨打，地面凹凸不平，日常绊

脚，雨天积水的情况经常出现，对于行动困难甚至坐轮

椅的老年人来说安全隐患极大。铺平修缮道路刻不容缓。

如果小区道路有足够强度、足够稳定性、足够的平整度、

足够的抗滑性和尽可能低的扬尘性可以用沥青铺路。无

论是主干道还是小路小径，地面均应保持平坦性。并且

在改造设计中对地面破损和井盖凸起等带来的高低不平

进行整治。

（5）其他设施

老人由于生理上的代谢以及身体上的一些器官的

老化等问题，容易尿频尿急，而且身体虚弱，眼神不太

好。所以应该在较大规模的集中活动场地附近宜设置公

共卫生间 [5]，以方便老人能就近解决后顾之忧。另外的

话，可以在某些地方加重照明力度，安装各种灯，避免

老人摔倒等问题产生，并需要设置恰当的座椅，以便老

人休息。

四、结语

在老龄化趋势极其严峻的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老年

人的生活社区的问题马不停蹄，前前后后发布了若干方

案。虽然当初住进多年前小区的那一大批年轻人已经老

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依旧需要保障。

笔者通过对武汉几个老旧社区的调研，深入了解老

年人生活的不便和生活环境的情况，分析他们遭遇的问

题提出一系列的适老化的改造策略和方案，期望在已有

的小区上进行改善，让老年人有一个更舒适更便捷更适

合他们居住的环境，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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