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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problem of old-age housing 
in old residential areas in China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earch factor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elderly living, and takes three typical old residential areas as examples to 
summarize the problem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aging. The problem raises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which leads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think about the problem of old-age care 
in China, and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humanize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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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我国老旧居住区的养老居所问题逐渐受到关

注。本文以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为出发点,分析了老年人居住生活外部环境的影响因

素,以三个典型的老旧居住区为例, 总结其环境适老化出现的问题以及提出有效的发展对策，

从而引发人们对我国养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致力为老年人缔造人性化的养老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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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面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的局面，我国基本建立了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服务体系模式。

这就需要为老年人提供适老化的居住环境。而目前我国的老旧小区室外环境存在设计呆板、

绿化单一、人性化设施缺失、活动场地缺乏、标识难以辨认等问题，无法满足适老化要求。 
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社会缺乏对于老年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关怀，老旧小区的设

计无法提供适宜老年人活动的硬软环境，因此，本文试图在老旧小区环境适老化改造研究中，

从生理、心理、日常活动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安顺社区、五世同堂、物资局家属区三个老

旧居住区的案例，总结老旧居住区产生的问题，阐述适宜有效的发展策略0。 

2．老年人日常活动分析 

2.1 老人群体健康状况 

人到老年，各种问题随之而来，生理上肌体衰退、五感迟钝、内分泌失调，心理上产生

孤独、自卑等情绪，加之社会角色转变，都给老年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因素。 
2.1.1 生理特征分析 

1) 体表衰老。衰老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各个器官开始衰退 
2）感知能力退化。视力下降，辨色能力下降，听力下降，感知能力的衰退会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老年人之间和外界信息传递与交流。 
3）运动机能退化。老年人动作变得迟缓，又容易疲倦，不能长时间运动。 
4）机体免疫系统退化。免疫功能下降，各种疾病威胁接踵而至，带给老人生理上的折磨。 

2.1.2 心理特征分析 
1）孤独失落感 
由于退休老人所承担的社会职务和责任缺失，同时又因子女成长和独立，老人容易认为

自己不被需要而产生。 
2）自卑感 
老年人的心理特征主要来自于生理特征的变化。生理机能的变化，让他们思维变得迟钝，

行动变得缓慢，在各种活动、运动中已经明显有别于年轻人，在户外的活动中需要借助于外

界的器具才能完成，他们变成被照顾的对象，因此他们的心理会产生孤单感和自卑感。 

2.2 老年人日常活动状况 

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外延很广,例如散步、看电视、家庭团聚、清洁打扫等。不同的日常活

动与老年人的其他多种心理变量相关,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统计访谈内容后，我们发现，

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一半以上的老人活动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老人群体主要集中于下午

和晚间两个时间段进行活动。由于三个社区里社区空间环境配备不同，老年人活动类型多样。 

表1 老年人活动类型统计图 

类型名 内涵 外延 
运动健身 体力相关的活动 散步、跑步、健身、太极拳等 
文化娱乐 脑力相关的活动 看电视、下棋、打牌、打麻将等 
人际交往 与人发生联系的活动 聊天、接送外孙上学等 

家庭生活相关 料理生活相关的活动 打扫、做饭、养花、养宠物等 

2.3 老人群体对住区环境的需求 

衰老带来的老年人的在生理、心理、活动上的转变，使得老年人对于社区中的环境有了

更高的要求。经过对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和社区中各个环境的分析、归纳，总结了老年人对

社区环境需求有六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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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老人群体对社区环境两大              图 2 老人群体对社区环境需求六大特性 

3．居住区环境适老化  

3.1 居住区环境适老化 

3.1.1 入口空间 
适宜的入口空间便于老年人出行交往。调查显示，三个老旧小区都存在入口空间环境失

调的情况，可以发现入口空间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无显著标识系统、无照明设施、存在

雨水堆积、车辆停靠、杂物堆砌等安全隐患、缺乏老人交流互动的交往性设施。 

表2 入口空间对比图 

 
入口空间

数量 
宽度

（m） 
标识

系统 
无障碍设施

入口可识

别性 
照明

设施 
安全

隐患 
通行性

安顺小区 8 1.8 有 部分有 无 无 有 差 
五世同堂 15 1.2 有 无 无 无 有 好 

物资局家属区 6 1.1 无 无 无 无 无 差 

3.1.2 道路空间 
道路是老旧居住区外部环境空间领域的划分，对老年人的邻里交往有重要影响 0。安顺社

区主次干道分布混乱、缺乏规划；五世同堂规划较为合理；物资局家属区道路划分不明显。  
道路狭窄，不能人车分流是老旧居住区的通病 0。水泥材质的路面,防滑程度不高，时间

长久引起路面破损，这样的道路容易造成老人摔倒受伤。 
3.1.3 活动空间 

活动空间要满足娱乐、交流、休憩、锻炼的需要，以及老年人生理、心理及行为习惯的

特点。老旧小区内的户外活动空间多是休闲类空间，健身空间和休憩交往空间较为缺乏，且

设施老旧不全，存在安全隐患。 

表 3 活动空间比例分布图 

 
3.1.4 绿化空间 

良好的住区景观绿化可以通过净化空气、调节住区小气候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生

活环境 0。根据调研情况，安顺小区绿化覆盖率高，种类多样，但有杂物堆砌，观赏性差。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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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同堂景观绿化简单统一，绿化覆盖率较高，缺乏趣味性。物资局家属区主要以院落小菜园

为主，宅间绿化基本空白。 
3.1.5 周边环境 

适宜的周边环境能为老年人日常生活带来医疗、购物、出行的便利，是老年人居住区适

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顺小区周边有大型农贸市场且交通便利，但无大型医疗设施。物资

局家属区临近两家医院，多家超市，利于老年人采购；但公交线路较少，不便出行。五世同

堂附近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出行便捷，但超市分布不均。对比来看老旧小区周边环境中基础

设施配备不齐全，距离分布欠缺合理性，有待规划。 

4．改造建议 

4.1 入口改造 

老旧住宅主要是楼梯间平台下方作为入口空间，这些住区在后期使用中都增加了入口门

禁，出门之后就是室外空间，缺少缓冲空间。楼梯第一段梯段下方往往变成私人储物间，放

置杂物显得混乱并且影响通行。因此对该入口进行清理，可放置耐阴盆栽、置物架或小小告

示牌等有装饰性的物件，门厅地面可以采用防滑地砖 0。 

4.2 道路改造 

在《包容性的城市设计－生活街道》中提出适应老年人使用的街道空间需要符合以下的

基本原则：街道空间的熟悉性、易读性、独特性、可达性、舒适性、安全性 0。可见道路空间

的品质首先影响到老年人的活动品质。 
4.2.1 步行系统的无障碍设计 

由于老年人生理机能下降,应当考虑在老旧小区的步行空间周围设置无障碍设施，例如:设
置扶手、紧急呼叫系统和安全电热源的安装等，让老年人享受步行活动的乐趣。 
4.2.2 道路系统的人车分流 

步行是老人的主要出行方式，而老旧小区道路系统基本以人车混行为主。要提高老旧小

区的安全性，需将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分开设置，在车行道外设置单独的人行通道。人行道出

入口的位置应当考虑建筑主入口和公共活动空间等老年人活动频繁的区域,方便老年人使用。 

4.3 活动空间改造 

调查发现老年人出行主要方式是步行。因此在步行活动区域范围内，活动空间改造旨在

为每一位老年人提供良好的休憩环境、交流环境、运动环境，让老人在停留期间，提高老人

们相互交流的频率，相互见面的几率，从而获得认同感和愉悦感，摆脱孤单感、自卑感。 
4.3.1 治理私占空间 

老旧住区由于管理上的松懈，住区底层的公共空间被私人住家占有，致使空间变窄，清

理私占空间，化零为整，重新还给住区居民一个良好的公共活动空间。 
4.3.2 改造运动空间 

老年人身体素质下降，所以对运动场地有更高的要求：足够的运动空间，充足的日照，

良好的绿化环境，并配合休憩场所共同设计，同时还需要考虑对周边的噪声干扰。 
4.3.3 改造交流场所 

社交活动如棋牌、谈天等能让老年人可以重新找回存在感和认同感。因此可在社区内提

供小型的户外交流场所，结合道路尽端，在宅间绿地，绿地转折等位置设置。 

4.4 景观环境改造 

4.4.1 植物景观改造 
调研显示，老旧住区除了简单的绿植基本无景观可言。运用植物配置、季相设计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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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多种手法创造空间环境，形成随季节转变造成景观变化，使景观真正成为一个四维空间

作品，形成小区改造质和量的变化。 
4.4.2 地面铺装改造 

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以致动作迟缓，为避免危险，他们对地面平整度要求很高。因此铺

装改造应遵循平整、透水、易辨识的原则。如在活动场地使用透水，防滑材料。利用不同拼

花，色彩搭配形成使用区域的特殊标志，让人印象深刻。地面的铺饰与设施设备、休息座椅

很好的衔接，不能形成缺陷区域，以免垃圾污水堆积。做好地面的排水组织，排水沟和集水

井四周要过渡平缓，高差范围控制在 5mm。 
4.4.3 休息座椅改造 

老旧住区的座椅设置非常随意，既缺乏整体布局规划，又缺乏对座椅形态控制，整体面

貌杂乱无章，使用很不方便。在座椅改造上可注意以下几点：在每一处活动空间、休憩空间

都考虑休息座椅的布置；座椅设置宜结合遮阳进行；座椅饰面宜以木质，塑料等界面较为温

和的材质布置；座椅宜有靠背，两侧宜有扶手；老年人喜欢三五成群，设置可供多人坐的座

椅；座椅一侧不可直接靠近绿化，当留出轮椅位置，让坐轮椅的老人参与到社交活动之中。 

4.5 住区配套设施改造 

老旧住区配套设施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如设施不全，设备老化，功能不匹配。从调研结

果来看，老年人对配套设施的改造需求是迫切的，因此建议在社区的周边设置报刊亭、阅览

室、茶室雅座、医疗服务店、心理辅导室等配套服务设施，另外停车设施改造也是重要之一。 

4.6 标识系统设施 

由于老年人感知能力的减弱，单调又重复的住宅建筑导致社区的识别性较差。老旧小区

缺乏必要的标志设施用以提供老年人辨别方向。后期改造可以增加明确的视觉中心、放大字

体，增强色彩对比度，运用熟悉的符号等来增加周围环境的标志性 0。 

5．结语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以三个调研场地为样本，研

究了老旧居住区环境适老化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造建议。以期为众多老旧小区提供适老

化改造的方向与建议，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提高老年人养老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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