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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居民需求的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设计模式研究 

付  知  刘丽娟  史  策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老旧社区适老化改造已成为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重要议题。文章通过分析当前老旧社区的空间环境

及居民需求，探讨了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设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案例，提出了基于居民需求的

适老化更新设计模式，旨在提升老旧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居住环境。该研究以武汉市江岸区汽发社区为例，详细阐述了设计实践的过程

与成果，验证了所提设计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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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1 世纪，全球老龄化现象普遍，中国尤为明显。预计到 205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为此，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了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

见。这一变化对城市居住环境，尤其是老旧社区提出了挑战。这些

建于上世纪的社区，其设计标准和功能布局已无法满足现代老年人

需求，存在建筑老化、设施不全、安全隐患多、公共空间不足等问

题，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因此，基于居民需求的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设计模式研究至关

重要。这需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同时兼顾社会文化、经

济技术等因素，以全面优化社区环境。目标是创造一个安全、舒适、

便利、包容的居住环境，使老年人能独立、尊严地生活，并促进不

同年龄层间的交流。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为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

提供了新的可能。如何结合现代科技与传统社区更新，提升社区服

务效率和质量，是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随着绿色建筑和可

持续设计理念的普及，老旧社区更新设计也需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

节约，实现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适老化视角下老旧社区的现状分析及改造策略 

老旧社区是指 2000 年以前建成，功能空间不完善、配套设施

不齐全、环境品质欠佳、公共设施陈旧、影响居民生活品质的住宅

小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老旧社区作为城市发展的历史遗产，

承载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记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变

迁，这些社区逐渐暴露出与现代社会需求不相符的问题，特别是在

适老化方面的需求。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实地调查，发

现当前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存在诸多不足。 

2.1 现状分析： 

（一）设计理念的滞后：老旧社区的更新设计往往缺乏以用户

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未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生活习惯和特殊需求。更

新设计中缺乏对节能、环保材料和绿色技术的应用，这不仅影响社

区长期运营成本，也不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 

（二）基础设施的老化：由于老旧社区建筑年代久远，许多房

屋存在老化、破损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居住安全，也增加了维修和

改造难度。特别是在适老化改造方面，由于建筑结构的限制，往往

难以实现一些必要的改造措施。老旧社区更新设计往往忽视对老年

人感官体验的考虑。尽管有些老旧社区提供了基础座椅和健身器

材，但由于对设施的不当选择和缺乏有效维护，这些设施并未得到

老年人的广泛使用。 

（三）无障碍设计不足：很多老旧社区在道路和交通设计上存

在显著问题。首先，社区内车行道与步行道的界限模糊不清，这种

混杂布局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在行走时遭遇跌倒事故的风险。其次，

坡道和台阶的设计未能充分适应老年人的实际使用需求。社区内的

道路铺设和出入口的高度差异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增加了老年人跌

倒受伤的可能性。同时，道路铺装材料未经防滑处理，使得老年人

在户外活动时滑倒的风险增大。随意停放的车辆不仅造成了空间的

拥堵和杂乱，还使得社区内的动线变得复杂，增加了交通安全事故

的风险。缺乏足够的照明、不防滑的地面材料、没有设置扶手和抓

杆等，这些都增加了老年人在社区内活动时的安全风险。 

（四）缺少适老化的智慧设施：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新技术

和智能系统可以应用于适老化设计中，如智能家居系统、紧急呼叫

系统等。然而，老旧社区的更新设计往往未能有效利用这些技术，

错失了提升社区功能和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机会。然而，在老旧社区

中，有些智慧设施往往存在对老年居民不友好的问题。例如，操作

界面复杂、字体过小、语音提示不足等。这些问题导致老年居民在

使用智慧设施时感到困惑和不便。 

（五）缺少适老化的社区文化活动空间：在老旧社区中，由于

空间有限，往往缺乏适合老年居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这限制了

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许多老旧社区

公共活动场所缺乏或不足，导致了老年人活动空间的局限性。主要

仅供居民进行简单的休憩和棋牌活动，有些区域常常被车辆停放或

杂物堆放所占据，使得老年人难以进行集体健身和社交活动。这种

情况导致了一些老年人不得不在道路或人行道上进行广场舞和打

牌等活动，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局限于自发的简单活动，如晒太

阳和散步。 

（六）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忽视：大多数老年人住在老旧社区主

要是因为他们年老体弱，对原有熟悉环境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感和信

任感，不愿意重新适应新环境，也没有精力和能力置换新房产。另

老旧社区往往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在适老化更新设计中，

这些价值有时会被忽视或破坏，导致社区失去了其独特的身份和魅

力。 

2.2 改造策略 

针对老旧社区的问题，未来的适老化更新设计需要更加注重以

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路，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采用创新

的设计方法和技术，以实现老旧社区的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和

可持续性。 

（一）强化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适老化更新设计应以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深入调研和用户参与，了解老年人

的生活习惯、活动能力和偏好。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可

访问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确保更新后的社区空间能够满足他们的

日常生活和社交需求。 

（二）基础设施的更新：这是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基础。老

年人作为社区中的脆弱群体，他们的生理机能和活动能力相对较

弱，对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高。而老旧社区原有的公共设施往往难

以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老旧社区的公共设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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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破损的路面、不合规的照明等，这些都可能增加居民尤其是老年

人受伤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老旧社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和增

设。 

（三）加强无障碍设计：老旧社区应遵循无障碍设计原则，消

除物理障碍，提供安全的通行路径和使用空间，如设置无障碍厕所、

休息座椅、紧急呼叫点、宽敞的出入口等，以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

求。在老旧社区中增设坡道、扶手、电梯等无障碍设施，提高老年

居民的出行便利性。同时，优化道路设计，提高照明亮度、使用防

滑材料，确保老年居民的安全出行。同时，考虑社区的紧急响应系

统和监控设施，以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 

（四）提升智慧设施的适老化水平：社区可以举办智慧社区专

题讲座邀请居民进行集体的现场学习与指导，增加他们使用相关设

施的兴趣。对智慧设施进行优化改造，使其更加适合老年居民使用。

例如，简化操作界面、增大字体、增加语音提示等。同时，加强智

慧设施的培训和推广工作，提高老年居民的使用率。同时，可考虑

将智能化技术融入公共设施设计中，如智能照明系统、紧急呼叫按

钮等，提高管理效率和居民的使用体验。引入智能化设施，如智能

家居系统和远程医疗服务，提高老年人生活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并

建立长效的维护和管理机制，确保公共设施的持续更新和良好运

行。 

三、项目案例——武汉市江岸区汽发社区老旧社区设计实践 

2022 年，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环境设计系经武汉市江岸区汽发社

区之邀，荣幸地参与了该社区环境改造设计工作。在实践环节中，

我们首要任务便是进行细致的居民需求调研工作，紧密结合社区现

有各项条件精心设计；其次根据调研成果进行目标设定；最后实施

项目改造。最终的实践成果表明，这些改造项目不仅显著提升了社

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同时也极大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一）项目背景与需求调研 

汽发社区，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21 号，是以职工宿舍为

主的居住区，其居民中约 65%为原单位职工。此社区地处武汉市的

核心地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历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内部环境逐渐暴露出亟待解决的问题，

导致这一曾充满活力的社区略显黯淡。 

首要问题为社区的绿化状况。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

绿化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为居民提供宜人的休闲空间。但在汽

发社区，绿化状况却不尽如人意。社区内绿地稀缺，树木分布稀疏，

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这不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的整体发展。 

其次，社区公共设施的缺乏亦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公共设施对

于居民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关联到居民的日常出行、休

闲娱乐等方面。然而，在汽发社区，公共设施明显不足。公园、图

书馆、体育设施等公共空间的缺失，使得居民难以享受到便捷的生

活服务，同时也制约了社区的文化发展。 

此外，文化特色的缺失也是社区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一

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社区，汽发社区理应展现出独特的文化

魅力。然而，现实中社区内缺乏文化活动的场所和平台，居民难以

感受到社区的文化氛围。这不仅导致社区的文化特色难以得到传承

和发扬，也影响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设计目标 

在武汉市江岸区汽发社区的老旧社区设计实践中，我们的核心

目标是为社区打造一个适应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康养宜居环境。通过

深入调研和细致分析，我们发现社区内存在诸多与老年人生活息息

相关的问题，如交通不便、公共设施缺乏、绿化空间不足等。因此，

我们的设计目标集中在提升社区环境的适老化水平，确保老年人能

够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到安全、便捷、舒适的生活。 

（三）项目改造实施 

1.无障碍环境优化：社区设计中，交通动线规划至关重要。优

秀的规划确保居民出行便利安全，提升社区活力。分析地形、人流、

车流后，我们制定了详细规划方案。主要交通轴线连接社区内外，

注重宽度、坡度、转弯半径等设计，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需求。次

级动线服务于社区内部，实现交通便捷高效。 

2.公共空间适老化改造：社区公共空间功能划分优化，增设多

功能活动广场和绿化景观带，满足老年人休闲、社交和健身需求。

植物种植区合理布局，美化环境，提供休闲散步场所。晾晒区考虑

居民习惯，设置足够晾晒空间。车辆停放区根据需求规划，设置不

同类型停车设施，注重通风、照明、安全等设施完善。 

（四）实践成效 

汽发社区于 2022 年底改造完毕，得到了居民的好评。增强社

区文化特色和活力。为其他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更新提供宝贵经验和

参考。 

四、结语 

本研究对基于居民需求的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设计模式进行

了深入探讨，并借助汽发社区实际应用案例，验证了该模式的实际

效果与可行性。经过细致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居民需求是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在进行老旧社区的适老

化改造设计时，我们必须深入且精确地理解并把握居民，特别是老

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这要求设计者进行详尽的现场考察和需求分

析，以确保设计方案能够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 

（二）综合性改造策略的必要性：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更新并非

单一空间或设施的简单改造，而是一个涉及空间布局、公共设施、

环境质量、文化特色等多个方面的整体性改造过程。因此，我们需

要采取全面的改造策略，以保证社区更新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在适

老化更新设计中，我们应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积极采用绿色

建筑材料和技术，提高社区的能源效率和生态友好性，以实现社区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经过对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设计模式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我们

验证了所提出的设计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展望未来，我们将继

续关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旧社区的持续发展问题，探索更加多元

化和个性化的设计策略，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同时，我们

也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推动更多老旧社

区的适老化更新，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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