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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的老龄化也步入了加速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养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的一个

时代问题,也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 重要的话题,目前我国的养老服务的业务量越来越大,而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质量要求

也越来越高,对医疗护理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医养结合已成为一种新趋势。本文将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分析目前我国养

老机构的现状,结合医养结合的特点,分析适老化社区所需要的配置,探讨如何设计医养结合的适老化的社区,给老年人的生活

提供安全,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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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在医养结合理念的推动下,目

前国家对医养结合的重视度越来高,养老产业有所发展,但是

实际情况下,现有的养老机构不但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居住需

求,更难以满足老年人就近医疗的需求,大多数的养老机构只

能满足其中一个需要,能养老不能看病,并没有真正体现医养

结合,所以还需国家和多方面的领域共同推动,增加对老年人

医养结合的重视和投入,解决养老的建筑和医疗不健全的的

问题,大力发展医养结合的适老化生活环境。 

1 影响医养结合发展的因素 

我国是人口大国,对于我国养老产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例如传统的赡养观念、国情、人口基数大、家庭因素等等。

在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产生了医养结合的观点。 

1.1 传统观念 

由于传统的观念中,赡养老人的地点是家里,而且从古

至今都把赡养老人的人称之为“孝”的表现,居家赡养是

普遍的现象,但是由于孩子需要工作,实际生活中对老人的

照顾时间非常有限。 

1.2 国家计划生育的影响 

为了提高国民生产水平,爱护环境,国家在 80 年代提出

计划生育政策,有效的对人口数量进行了控制,但是同时出

现了很多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明显的就是老龄化的问题,

由于老龄化严重,再加上我国的传统观念影响,老人的养老

问题基本上是依靠家庭和子女,由于老人的各项身体机能差,

容易生病,造成家庭成员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2 医养结合的适老化社区设计要素 

2.1 设计前期的规划 

医养结合的养老设施是公共性质的服务设施,服务的对

象有很多类型,所以在设计适老化社区的布局时需要考虑到

社区中哪些范围适合老年人使用,考虑到实际应用中怎样实

现“医”和“养”的问题等等,在选址方面,要选择地势比较

平坦的,排水方便交通便利的地段,以便在施工中各种设施

得以实施,另外还要考虑周边环境,通风适宜,交通便利,远

离闹市区等。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利用好现有的便利医疗设

施,养老资源等,提高医疗方面的利用率。在外部的环境上保

证了养老环境。 

2.2 适老化社区的功能 

长期的照护：一个长期稳定的照护体系不管对于介助老

人和介护老人还是老人的家属来说都比较受欢迎的,对于老

人的身体有所好转的可以把床位转给别人,而身体不好的老

人就可以选择长期住下去。 

医疗功能：医养结合下的医疗功能是传统的养老机构所

没有的,医疗功能能为老人提供健康医疗的保障工作。 

日常化照料服务：这个功能是为了能让老人在白天需要

户外活动时提供方便。 

一个适合老人居住的养老环境必须包括以上三种功能,

但是在实际的养老机构中几乎没有包含全部的功能。 

2.3 建筑的策划 

养老建筑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分为医疗、生活、休闲等

几类基础功能,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医疗健康和休闲娱乐。

医养结合下的养老建筑主要更关注保健和康复用房上面,需

要配备诊疗室、康复室、抢救室还要设置临终关怀室等等。 

2.3.1 老人居室的设计 

对于老人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居室内度过,所以

需要足够多的日照时间和窗外的广阔视野,并且可以让老人

自己选择居住的房间。 

2.3.2 医疗室的设计 

护理的环境也会影响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工作人员的工

作效率,因此也诊疗室也需要由足够的采光,也可以考虑把

诊疗室的办公地点设立在建筑之外,多利用自然采光还可以

减少能耗。 

2.4 社区环境设计 

对于医养结合下的适老化社区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

是环境的设计,选择适合老年人居住生活的环境能够让老年

人的身心更加健康,优美清新的环境还可以让老年人的室外

活动更加有品质,在医养结合的基础上塑造出了人文环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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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安全的因素,让一些失能老人能得到更多关爱和归属感。 

良好的环境对老人的身心健康及康复都有很大作用,采

光和通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尽量使用自然光和太阳能,节

约能源,在设计建筑的朝向时,能够保证以 小的成本 大

限度的为老人营造健康的环境。 

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在对适老化社区生活环境进行设

计时,一定要考虑到老人的安全性,可行性还有功能性的设

立,为老年人打造舒适安全安心的活动生活场所。 

2.5 适老化设计 

在适老化社区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了

解老年人的真正需要,并且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进行无

障碍设计,以保证老年人居住的安全性。所有的适老化设计

都是对老年人的关爱。 

2.5.1对于老年人来说,年龄越来越大,各个感知系统功

能都逐渐开始弱化,首先是从视觉和听觉系统开始的,在设

计的时候要重点考虑老年人视觉和听觉功能减弱的问题,在

建筑内设置标志系统对老人进行提示和引导,以保证老人的

健康安全。 

例如,老人的视觉不敏感,降低了对色彩的辨识度的能

力,但是会对红色有比较高的辨识度,因此在设计标记的时

候,需要对文字和图案放大,并且字体颜色要区别于建筑墙

体的颜色,尽量不使用大面积的玻璃面,对于地面图案来说

也不要过于复杂,非常重要的标记需要用红色以达到醒目的

效果。 

2.5.2 由于老人的听觉系统不敏感,如果周围环境嘈杂

很容易引起耳鸣,听不清声音,严重可能会造成短暂性的失

聪,这就需要在设计时对老人的居住环境要求减少噪声。 

2.5.3随着年龄增加皮肤老化导致了皮肤的感知度和敏

感度降低,对温度的感知力很弱,容易使老人出现冻伤和烫

伤的情况,所以老人居室内一定要保持温度的恒定。另外,

老人的嗅觉不灵敏对房间的冷空气或者有毒气体不容易察

觉,因此还要注意通风并且添加防水和烟雾报警系统。 

2.5.4 一部分老人行动不方便,需要借助轮椅、拐杖等

设备,在设计的时候要重点考虑安全性和无障碍性,确保在

走廊、楼梯、门厅等位置,轮椅都能顺利通过,包括轮椅转弯

时需要的宽度和范围都要做出考虑,在设计窗户和洗手台等

时候要保证老人坐在轮椅上就能够的着以确保实用性。 

2.5.5 老年人的关节灵活性有限,在有台阶的设计中要

添加无障碍的斜坡,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注意防滑,另外沿

无障碍通道、楼梯要尽量多安装靠墙扶手,以保证老人走路

过程中出现意外。 

2.5.6 老年人非常容易骨质疏松,所以老人的日常居住

环境要有足够的采光,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另外对床垫

的选择可采用稍硬材质保护老人的腰椎。 

2.5.7由于老年人记忆力普遍下降的原因,容易健忘甚至

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对于卧室的设计一定要简洁为主,

采用一键式的电源开关,对门禁和门窗都要做好多重防护。 

2.5.8另一方面在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老人的心理

健康,比如可以设立老年人公共活动区,提供用餐、下棋、手

工、阅读等休闲项目,并设立轮椅停放区,鼓励老人经常参与

到集体中,提高自我价值感,丰富内心世界。 

2.5.9 很多老人因为子女疏于关心,很容易情绪低落并

且感到孤独,应为老人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设立公共活动

场所,并且在居住室内营造家的感觉,允许老人把自己熟悉

的物品带到房间,让老人减少孤独感。 

3 结束语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老人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也不断增多,传统的养老机构的配备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养

老需要,所以医养结合被越来越多的养老机构所关注,但是

医养结合的养老建筑在我国的发展依然处于发展阶段,还有

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需要社会上的养老机构能够与时俱进,

在养老建筑设计方面继续创新和改进,让老年人的生活能够

丰富多彩,健康快乐,不但是对老年人的一种关爱,更是在为

每个家庭做贡献。我们研究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理想能

够成为现实,希望通过医养结合能够切实满足老年人的晚年

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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