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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老年人的社交、娱乐、休闲和休息环境大多处于自

身居住范围，这与老年群体“难离故土”等心理也有一

定的关系。基于此，设计团队需要对社区已有环境进行

重新规划，设计方案应当建立在提高老年人出行安全性

和便捷性的基础上为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创造更多可能性，

促进社区养老的能力。

一、改造策略

1. 改善现有步行环境

大多数老年人腿脚不便，空闲时间乐于进行慢走、

散步等日常活动，其活动空间及范围半径较小、重叠率

较高、活动速度较小。基于此，改造团队应当将改造重

点放在社区内部的步行环境中，并在承受范围内尽可能

配齐无障碍化基础设施，便于老年人出行的同时提升老

年群体日常居住时的安全性和幸福感。考虑到无障碍化

设计的特殊性，设计团队需要将社区内部现有的步行环

境进行重新规划，适当地调整不必要的绿植绿化和使用

率较低的基础设施的位置和数量，为后续建立轮椅通道

和无障碍通道提供更多空间。与此同时，还可以将改造

重点放在社区场地内已有的台阶上。[1] 考虑到老年人上

楼梯时易滑倒、速度慢，设计团队可以在建筑物的出口

和入口、道路存在高差的部位以及进入中心广场等细节

之处将楼梯改为上坡。又考虑到老年人体力下降，如果

坡度过高或过长则应当在两侧路边上设置更多的休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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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方便老年人沿途休息，并提高该群体在通行道路上

的安全性。

上文不断提到“安全性”一词，是考虑到老年人视

力下降、反应力下降等因素。基于此，设计团队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尽可能为社区内部通行道路赋予“人车分

流”这一特点但回归现实，完全地实现这一点有一定的

困难，设计团队只需要达到既定要求的 80% 即可。在实

际改造过程中，可以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提高步行环境

的人车分流的程度：其一，不要将步行的道路和流线及

车行的道路流线混合交叉的设计在一起，两者的重叠率

应尽可能低；其二，在社区内部可以实行分时段行车制

度，派遣专人专组对进出车辆进行管制和监督；其三，

尽可能在出入口设置停车场，缩短车辆进入社区内部的

行程；其四，严格限制进出车辆的行驶速度，在道路两

侧安插限速交通标示，还可以借助绿化带、缓冲带等装

置对车辆进行限速。[2]

2. 为公共空间的使用创造更多价值

除了老年人出行安全、便捷和舒适度以外，提高社

区内部适老性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

福度——可以从为其创造娱乐休闲空间、打造更丰富更

便捷的社交空间等入手。基于此，改造团队可以从以下

几点进行社区内部公共空间的改造：第一，在改造过程

中，秉持尊重和开放共享的原则，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娱乐和健身等划分专属区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充

分倾听社区内老年人的需求，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在为

老年人打造公共空间时，也需要倾听社区内其他住户的

意见，不可牺牲其他住户的正常权益；第二，考虑到现

有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的功能较为单一，改造团队应当

结合心理学和实际需求为老年人交互提供更多便利。在

划分区块功能这一设计工作中，应当考虑到老年人喜爱

“邻里交融、息息相关”的社交方式，尽可能避免在公

共空间中使用过于强调“独立”或过于明显的障碍物、

绿化带等，尽可能将该空间的通透性提高到最大，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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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备兼容、多样化的特性，将棋牌娱乐、武术舞蹈和

喝茶下棋等老年活动和谐地融合在一个环境中。

除此之外，在对公共空间本身的打造工作上，设计

团队需要考虑到环境的美观性、舒适性，利用小品、功

能性的设施以及兼具实用性的绿化带对空间进行分割、

延伸或连接，为公共空间增加视觉和使用的双重交互性

和联动性。[3]

3. 不断完善景观环境设计内容

在重视安全、娱乐和舒适性的前提下，设计团队还

需要考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兴趣爱好。社区中的景观

环境不仅为社区增添一抹绿意，还对调节社区内部微气

候、打造功能性绿化区提供帮助。与此同时，老年人游

走在社区的景观环境内，也会感受到来自自然的力量，

这对于抚平老年人的寂寞、焦虑有着积极作用，景观环

境的美观和氛围感也在某种层面上引导老年人走出家门、

与大自然亲近、与外人社交、敞开心扉。考虑到既有社

区内部环境的实际情况，本文建议对景观环境进行以下

几个方面的改造和更新：

（1）据笔者观察，大部分老旧小区的绿化设计都较

为生硬。每一块绿化之间没有情感交流，也无实际联系，

甚至一些较为突兀的绿化设计还会遮挡行人视线，降低

整个景观环境在设计感上的通透和明度。这些问题都阻

碍了老年人与绿化植被的交流和接触行为。[4] 基于此，

考虑到老年人向往自然、喜爱植物的特点，设计团队需

要重新规划社区内绿化景观的层次性，重新排列或适当

调整一些不必要的绿化，将具有治愈性的植物放置在环

境较容易接触到的地方，提高老年人与自然的融合程度

的同时，也有助于丰富景观环境中绿植的种类和其他要

素。

（2）而与开放性的景观绿植布置有所不同的是，在

景观环境的整体布局上，要具有围合感。这种围合感不

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环境功能划分区块，还能为老年

人带来安全感和踏实感。在场地布置中，使用围合感的

具体方法有：将休息的座椅与大片的、高度与站姿齐平

的绿化带设计在一起；在场地的边角、外围设立美观且

密度较高的景观墙；注意场地布局中应该有一定的私密

性，便于为老年人提供独处的休息空间。

二、案例分析

某小区近日进行区域性改造，改造目的是提高空间

适老性的同时不影响其他群体正常使用。在改造中，设

计团队使用了围墙、外观整齐的植被等元素提高空间的

功能性和分割性，又将建筑结构和社区休闲环境充分融

合，采取多样化手段增加公共空间的交互性和户外性。

但在该方案中最能体现的一点还是对老年人出行安全的

关怀。下列是该案例中较具有借鉴意义的设计亮点：

设计团队在小区围墙上加入了镂空花窗和具有国风

韵味的青砖红瓦，结合现代化的设计方法，利用玻璃立

面展板介绍了该地区的国风元素和传统文化。在围墙上

打造镂空花窗，在不破坏围墙遮挡功能的同时提高了内

外环境的交互性和通透性，避免了行人路过时产生压抑

感。而围墙上的展示内容也蕴含了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

凸显了“人类居住地承载历史”这一特点。

在公共环境中，设计团队使用了围合感较强的景观

布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庭院。庭院中配合凉亭、石制

象棋桌椅等，为老年人提供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交流空间，

同时满足户外闲聊、喝茶下棋、慢走散步等多样休闲活

动。与此同时，在庭院式景观内，设计团队借助青石板、

花岗岩等营造浓厚的国风韵味，配合流线型的布局、和

谐的装饰色彩，缓解了高密度人流和高层建筑带来的压

迫感和压抑感。

考虑到原有小区内部的绿化分布十分杂乱，设计团

队在保留原有高大乔木和低矮灌木的同时适当调整了一

些不必要的绿化遮挡物，在提高空间明度和通透度的同

时，拓宽了步行空间，并在这些空间中设置休息座椅。

与此同时，该社区原有的葡萄架已经十分老旧，具有安

全隐患，设计团队将其拆除，改建木制凉亭，在为老年

人提供交流私密空间的同时创造一个遮阴避暑、小憩的

公共空间。此外，设计团队还将常年无人使用的地灯、

边角的垃圾桶等进行拆除，改为防止休息座椅，凸显人

文关怀的同时也体现了改造工作的中心思想和最终目

标。

三、结束语

对于既有社区公共空间改造工作来说，应当考虑老

年人的出行安全，而非将重心完全放在“改造”二字上。

在改造中，应当凸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结合

现代化的设计手段，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融入工作中去，

不断发掘环境可改造的潜力，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尽可

能使用安全、牢固的材料进行改造。除了上述几点改造

策略外，实际改造中，还可以适当修筑花台、树池、配

备功能性和趣味性兼顾的建设器材、铺设橡胶步道、安

插安全警示灯和上下坡警示牌等。

参考文献：

[1] 谢 青 . 基 于 适 老 化 的 老 旧 社 区 公 共 空 间 微 改

造——以广州市白云区交电新村微改造为例 [J]. 城市住

宅，2019，000（001）：69-72.

[2] 章波 . 城市既有老旧社区公共空间适老性改造设

计 [J]. 工业建筑，2021，51（4）：2.

[3] 谢瑱宇 . 基于 PSPL 调研法的老旧社区公共空间适

老性提升研究——以苏州市滨河花园三期为例 [J]. 建筑与

文化，2020（10）：3.

[4] 黄海梅，郭超宇，杜欣玥，等 . 社区公共空间景

观设施适老化设计研究 [J].2021（2019-1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