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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老年人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日趋多样化。尽管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支持，西南地区

的旅居养老居设计仍然未能满足适老要求和体现地域特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旨从建筑设计、老人需求、社会发展等多个层

面对西南地区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的设计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必须强调去孤岛化，提倡依托城镇资源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共享，加速

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建立小而集中的居住组团规模，以及聚合形态下过渡区域设置，以清晰化、层级化的总图结构为设计目标；在建筑设

计中，注重空间秩序的层次化，融入地域特征，针对点簇和井院布局进行详细探讨，同时在空间设计上注重邻里交互，利用合院空间的聚

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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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旅居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自

主选择型养老模式已经应运而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意见》（2019 年）提出了全面探索解决养老资源分布不均、

区域失衡的方案，引入“康养”概念，促进以“旅游+养生养老”

模式的发展。尽管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支持，西南地区

在旅居养老居所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现有养老居所在设

计上存在极大的分化，部分项目过于追求高端化，而另一部分则未

能满足适老要求。此外，西南传统民居的地域特征在养老居所设计

中也未能得到有效融合。 

针对旅居养老居所，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研究。金红

霞[1]和刘佼[2]对异地旅游养老的可行性、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他

们指出候鸟式养老可以作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有效措施，然而

这种养老方式在实践中仍面临老年人自身条件、思想观念、行业规

范、政策引导不足等多重困境；在养老建筑的规划和设计方面，傅

悦[3]、姚余[4]等对成渝两地的旅居型居所的规划和空间层次进行了全

面归纳，对典型度假养老目的地的适老化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王可

丹[5]受国外“合作居住社区”的启发，提出了适合老年群居的“合

院居住模式”，研究了老年人居住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组织关

系；郑晓曼和宫一路[6]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合院形态在养老居所中

的应用；王越、张炎、徐含成等[7]对地域特色与养老居所设计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结合地域特色的合院型空间不仅能突显地

域文化，也更符合老年人的养老活动需求；在老年人居住空间的研

究中，刘楠[8]强调了居家情景对于营造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性，

这对旅居老人尤其关键；周燕珉[9]等则从户外景观的角度出发，探

讨了居住区户外环境的适老化设计；李永涛[10]则关注集合休闲度假

居所的公共空间，认为创造公共院落是重要的设计原则之一。 

本研究旨从建筑设计、老人需求、社会发展等多个层面对西南

地区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的设计进行研究。本研究将聚焦于解决西

南地区养老居所空间环境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平衡，提升居住品质。

尤其关注合院群居空间特性如何保障老人隐私的同时，实现资源的

合理利用。 

2 西南地区旅居养老居所发展状况研究 

2.1 西南地区旅居养老发展概况 

西南地区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较低的生活成本以及中医药资

源，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旅居养老目的地。尽管经济基础相

对落后，西南地区因其优越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成为全国旅居目的

地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从“旅游+居住”模式到休闲群体的短期居

住体验，再到以农家乐、民宿等多样化产品满足大众游客需求，西

南地区的旅居养老模式经历了丰富的发展变化。在国家“康养”政

策引导下，该地区促进了城郊养生养老住区的发展，并通过美丽乡

村建设，优化了自营性度假居住产品。 

西南地区的养老居所类型多样，具体包括城郊型、村镇型和景

区型。这些居所形式从小型到特大型，由商业地产型、福利机构型

到个体自营型不等。特别是农家体验型、医养园区型和旅游住区型

居所在城镇郊区普遍存在。居所形式上，从点式、一字式、塔式到

围合式，每种模式都有其独特优势和局限性。合院形式的居所，以

其内向型公共空间的过渡性和模糊性，为促进良好的邻里关系和适

应老年人群提供了优势。 

此外合院型居所对抱团旅居养老模式具有显著的契合点。与传

统民居院落不同，现代的合院空间在西南地区表现出特有的模糊性

和自由性，能够承载一定的公共功能。这种空间形式对抱团旅居老

人来说，具有以下优势：一是邻里共享性，既满足老人对私密性的

需求，又促进集体活动；二是互助监护性，其围合性空间布局增强

了视线可及性和活动的内聚性；三是景观共建性，通过共建共享院

中景观设施，增强老人的责任感和内聚力。因此，合院型居所在西

南地区的旅居养老模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2 老年人心理行为特征与需求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老年人的需求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呈

现多样化，这反映在从个人生活到公共交往的变化上。旅居老人的

心理行为特征需求研究表明，他们对居所空间的私密性和公共性有

双重需求。环境心理学表明，人类的交往是公共性与私密性的矛盾

统一，与空间领域密切相关。个人空间的私密保障提升老人安全感，

活动空间的公共性增加社交机会。合院形态特点能实现从私密空间

到公共空间的双重需求，为老年群体提供适宜的居住环境。 

2.3 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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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的设计，应充分考虑西南地区的地域特

点，包括自然环境、地域文化及社会背景与老龄特征。具体应该： 

（1）适应自然环境：设计时需考虑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生

态资源，避免直接照搬国外模式，而应进行本土化的创新和适应。 

（2）适应地域文化：传统院落民居在设计中有重要启发作用。

需结合地域文化审美和生活观念，融入本土文化元素。 

（3）适应社会背景与老龄特征：考虑地区经济水平和老年人

口结构，设计应符合当地老年人的生活消费习惯和需求。 

此外针对选择抱团旅居的老年人群体，设计应满足他们特殊的

生活需求，平衡私密性与公共性，同时考虑自助性与互助性。具体

应该： 

（1）保障个人生活空间的私密性，增强老人的安全感和归属

感，同时通过公共空间的设计，促进老年人的社交交往，满足他们

的社会属性需求。 

（2）鼓励老年人参与养老活动的自主规划和社交活动，使他

们在新环境中感到有用和被需要，同时设计应支持老年人间的互助

和监护，增强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和自我认同。 

3 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调研分析 

3.1 调研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聚焦于西南地区，并参考江浙地区的典型案例。这种

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借鉴东部城市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全

面理解并解决西南地区的养老环境问题。西南和江浙两地在自然条

件、老龄化问题上存在共性，但在经济条件、地域文化与思想观念

上有显著差异，影响着当地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养老选择和建筑形

态。其中自然条件上，两地气候相似，均属与亚热带季风气候，有

利于旅居养老发展；在老龄化问题上，两地均面临人口老龄化，但

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相比西南地区，江浙地区的低龄老人较多且消

费要求较高；在基础设施与养老资源分布上，两地的交通设施和养

老资源分布均比较发达，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不同，影

响老年人的居住选择和消费模式。 

本次调研共涉及 14 个案例，主要集中在云南、成都、重庆及

杭州周边（如图 1）。调研内容包括： 

（1）问卷与访谈。针对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包括基本信息、

空间使用舒适度等；对老年人进行日常行为活动调查，了解其生活

模式和社交需求。 

（2）实地调研。研究养老居所的选址要素、布局模式、建筑

功能配置等，为后续建筑策略提供依据。 

3.2 旅居老人情况分析 

经过调研分析发现，旅居老人具备以下特点： 

（1）在旅居生活中，年龄并非划分旅居老人群体的唯一标准。

多数旅居老人虽年龄较高，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显示出不服老

的特质。这些人群通常在日常生活能自理，并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和文化水平。设计中应更加关注这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同时考虑

到可能存在的高龄旅居老人，确保必要的医疗配套。 

（2）旅居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普遍较高，他们倾向于保持原

有的生活习惯和与亲友的共居。然而，他们的社交活动相对较少且

单一。设计中应使居室空间延续城市居住模式，同时公共活动空间

的设计成为旅居建筑的重点。 

（3）旅居老人在居住空间中既寻求私密性，以保护个人生活，

又希望有公共性空间进行社交互动。他们倾向于与固定的交往人群

保持联系，尤其是亲友之间的互动，以增强归属感。因此，在旅居

养老建筑设计中，处理好私密性和公共性的平衡至关重要。 

（4）尽管与不同年龄层的人交往对老年人心理和精神状态有

利，但日常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与同龄人交流，特别是在消除孤

独感和合群思想方面。灵活可变的空间设计可考虑引入旅居养老居

所中，借鉴国外混居模式的经验。 

3.3 旅居养老居所问题分析 

通过对养老居所的实地调研，目前的养老居所存在以下普遍问

题。 

（1）选址规划 

在西南地区的旅居养老居所中，主要问题是“孤岛化”现象和

区域适老规划的缺乏。由于缺乏资源的统筹规划，许多养老居所与

城镇相隔离，导致老年人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缺乏归属感。此外，

适老化设计在建筑本身和与外界的连接方面均存在不足。 

（2）总图布置 

总图布局存在功能使用率低或过饱和现象，以及聚合性弱的问

题。点簇式和井院式布局普遍存在向心性和过渡区域缺失、交通结

构混乱、居住组团之间活动场地多为消极空间等问题。 

（3）建筑设计 

养老居所的建筑设计问题包括功能配置不当、形态组织缺乏层

次性和灵活性，以及建筑风格未能充分体现地域性和适老特点。点

簇式布局下的居所私密性强但邻里封闭，井院式布局组织缺乏灵活

性导致功能使用相互干扰，且建筑风格单一，尺度空旷。 

（4）空间环境 

合院空间与周围空间的联系性差，公共用房空间封闭且与合院

空间脱节，居室空间缺乏适老的精细化设计。合院中心功能单一、

布局缺乏灵活性和层次性，围合边界的围合性与通透性失衡，降低

了空间使用的舒适性。公共用房分布偏远且分散，缺乏适老交往设

计。居室空间缺乏缓冲空间，空间功能秩序不合理。 

4 合院型养老居所设计策略 

4.1 基本原则 

在西南地区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的设计中，适老性和地域性构

成了基本的设计原则。这两项原则旨在确保居所设计满足老年人的

需求，并且与西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人文习惯相协调。

基于这两个原则，提出了以下具体的设计原则： 

（1）共建性与共享性原则 

设计应促进老年人与外界社会的共建和共享，解决“孤岛化”

现象，增强老人的社会融入感和归属感。此外，设计还应促进老人

与合院住户之间的交互共享，通过视线、听觉和交流动作的支持性

空间，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强化邻里关系。 

（2）聚合性与兼顾性原则 

聚合性原则强调总图布局和居所空间的内向形态，以及固定的

交往场所，以保持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和公共活动的联系状态。兼顾

性原则要求设计不仅满足不同使用功能的需求，同时也要保障个人

隐私和促进群体交往，实现空间的功能相互转换和层次秩序的过

渡。 

（3）层次性与多样性原则 

层次性原则要求从宏观到微观层面上有清晰的结构和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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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从外界环境到合院空间再到私人空间形成开放到私密的秩序

关系。多样性原则则体现在空间的组合多样性，能够满足不同环境

和多元人群的需求，通过灵活的空间组合形式，实现合院型居所的

规模和形态多样性。 

4.2 选址策略 

西南地区的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解决

“孤岛化”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选址策略： 

（1）城镇资源联动 

选址要素应综合考虑核心资源、城镇配套、交通路网和生态环

境，其中城镇配套为依托，确保生活便利度和旅居停留时长。通过

依托城镇资源，可以快速实现养老资源的共享，避免养老居所与城

镇脱节造成的“孤岛化”现象。生活圈的确立应聚焦宜居性空间的

构建，以 15 分钟生活圈为基础，探索城镇公共资源供给，实现服

务全生命周期。 

（2）圈层式规划布局 

养老居所的生活圈应按照使用率和可达程度划分为不同的圈

层，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通过层级划分和资源共享，可以有

效利用资源，促进老人与当地社会的交流互动。用地规模与尺度的

合理控制，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恰当配置，将有助于解决老年人日

常出行的需求，增加社交机会。 

（3）交通体系适老优化 

区域道路交通体系的构建应适度控制道路交通密度，采取“小

街区、密路网”的交通组织方式，同时注重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接

驳关系。街道的适老优化要以安全性、舒适性和促交往性为原则，

确保老年行人的安全，调整人行街道的长度和宽度，改善老年人在

城镇空间中的交流体验。 

4.3 总图布置策略 

合院型旅居养老建筑的总图布局是实现“聚居”特点的关键。

以下是根据调研和国外混居养老模式与西南地区传统布局形态提

出的总图布局策略。 

（1）居住组团的户数应限制在 6-34 户，以小型而集中的形式

最适宜，便于形成紧密的邻里关系。 

（2）考虑老人的日常生活范围和步行能力，居住组团应控制

在半径为 300m 的基本生活圈内。 

（3）以公共用房为核心，围绕其布置公共活动功能，注重与

居住功能的互不干扰和到达公平性，以及居住组团与整个旅居养老

地的关系。 

（4）总图布局中应进行层次性划分，从公共到私密区域布局

主次层级分明，实现居住功能的自然过渡。 

（5）将流线划分为对外联系型（机动车体系）、内外过渡型（慢

行系统）、对内联系型（步行系统）三个层级，优化老年人的出行

体验。 

（6）建立层级化的交通体系和精准的接驳点，以支持从公共

到私密的顺畅过渡。 

4.4 节能设计策略 

针对西南地区环境特点，对旅居式养老家居所提出了以下节能

策略： 

（1）在建筑的墙体内外层添加保温层，如聚苯板、岩棉板、

聚氨酯泡沫等，这些材料具备出色的隔热性能和防火性能，能有效

降低墙体的热传导，减少能量损失。 

（2）采用双层墙体结构或空心砖可以显著降低墙体与外界环

境之间的热传递，提升建筑的整体保温性能。双层墙体间的空气层

和空心砖的孔洞都能有效减少热传导。 

（3）在屋顶表面施加具有高反射率的材料，如白色涂料或铝

箔，这些材料能反射太阳辐射，减少热吸收，降低屋面温度，进而

减少对空调系统的依赖和能耗。 

（4）在屋顶建立绿色植被层，不仅能美化环境，还可以改善

微气候，通过植物覆盖降低屋顶的热吸收和传导，提高建筑的保温

隔热性能，同时降低室内冷暖系统的能耗。 

（5）采用低辐射涂层玻璃和双层或三层玻璃窗，以及保温性

能良好的窗框，可以显著提升窗户的保温隔热性能，减少热量的流

失或进入，保持室内温度稳定。 

5 总结 

在探索新型养老模式下，合院型旅居养老居所作为一种重要的

居住形态，不仅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养老理念的结合，还凸显了对老

年人精神层次需求的深度关怀。本文基于西南地区的城郊抱团旅居

模式，融合国外合作居住社区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设计策略，旨

在为老年人营造更加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本文研究发现： 

（1）必须强调去孤岛化，提倡依托城镇资源发展的同时，实

现资源共享，加速老年人的社会融入。 

（2）建立小而集中的居住组团规模，以及聚合形态下过渡区

域设置，以清晰化、层级化的总图结构为设计目标。 

（3）在建筑设计中，注重空间秩序的层次化，融入地域特征，

针对点簇和井院布局进行详细探讨，同时在空间设计上注重邻里交

互，利用合院空间的聚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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