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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江汉油田托老中心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国内外的养老体系、养老政策、医养结合的现状以

及相关理论文献,从而为后续的设计策略研究提供指导与参考。目前国外的“医养结合”模式主要有美

国模式、英国模式和荷兰模式三种。[1-2]国内学者研究分析了“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3-5]养老模式

的实施途径,[6-8]养老建筑的类型特征。[9-17]在此模式下,结合实例对养老建筑设计策略初步探索,进一步在

分析规划策略,建筑策略,单元设计策略,如何在医养结合模式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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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养结合”的理念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18]这

模式普遍存在有养无医的现象,无法提

供及时的医疗服务,影响了老人的生活

质量。养老机构则与医疗机构相互独立、

各成体系,因此,“医养结合”这种新型

养老模式应运而生。[19] 

“医养结合”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即有病治病、无病疗养,养老与医疗相结

合,融合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两部分的

资源,不仅提供传统的生活、心理及文化

方面的服务,还增加了医疗保健康复服

务,配备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20] 

1.1国内外医养结合案例综述 

目前国外的“医养结合”模式主要

有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荷兰模式三种。

国内也有很多文献参考。周国明(2014)

提倡建立健全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

理、康复、临终关怀于一体的全程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纪娇,王高玲(2014)

基于协同理念提出了3个维度的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创新模式。周燕珉教授对养

护单元与医疗单元、公共活动空间中的

适老化处理做出了明确的解析。养老建

筑及老年居住环境专家赵晓征梳理了我

国目前的养老模式、养老建筑现状,并归

纳总结了老年建筑的概念类型。 

1.2研究对象 

现有60岁以上老龄人口2.37万人,

包括离退休人员1.7万人、离岗家属0.67

万人和其他社区养老人员,油田老龄人

口占到油田矿区总人口11万人的21.6%,

比中国老龄化人口13.7%高出近8个百分

点。构建新型养老服务格局,江汉油田提

出了江汉油田托老中心规划与老年活动

中心、托老康复中心改扩建、新建社区

老年综合活动室等单体建设项目。 

2 布局策略  

“医养结合”模式下养老建筑布局

可以采取分散式布局、集中式布局、混

合式布局这几种形式。分散式布局是指

建筑的组合较为松散,集中式布局是在

场地内,基地面积较小,用地受限的情况

下采纳；混合式的布局是将各个功能用

房分区划分、部分集中布置。 

江汉油田托老中心,采取了混合式

布局策略。将养护、医疗、行政、附属

及公共娱乐部分有机联合,构成一个相

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其原则

是保证整个养老设施的医疗与养老资源

能够自成体系,独立管理和经营,并尽可

能的建立室外康复训练和活动的空间。 

2.1流线策略 

完善各类流线的组织,使其互不干

扰。利用周围的医疗资源合理规划设施

内急救诊疗和康复护理功能的运作连

接。在基地内设置室外活动场地、衣物

晾晒场地与停车场。将各个功能的模块

的流线模式、服务人群、使用频率均在

养老建筑在总平面上串联起来。引入自

然景观能够满足老年人在室外休闲活动

时达到心情舒畅、身心愉悦,从而利于其

康复疗养。 

2.2单元功能模块策略 

公共活动。其功能用房分为老年人

用房、行政办公用房、附属用房三部分,

其中老年人用房又包括生活用房、卫生

保健、康复护理、娱乐活动、入住服务

和社会工作这六项功能用房。构成了整

个养老设施医养服务的功能体系,相互

串联,有机融合,从而提高老年人群、医

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日常行为的高

效性和舒适性。 

2.2.1单元设计的策略 

“医养结合”模式下养老建筑是由

不同护理级别的居住空间、护理空间、

活动交往空间及配套服务空间所组合而

成,是构成“医养结合”模式下养老建筑

中标准层平面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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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医疗单元”设计 

“医疗单元”是其区别于传统养老

建筑的核心。将医疗单元放置在二层核

心中部,方便各层使用。医疗单元由卫生

保健用房和康复用房构成,其中卫生保

健承担着老年人群的基本诊疗,而康复

理疗承担着老年人日常机能的康复训练

和手术后期保健恢复。 

2.2.3“养护单元”设计 

“养护单元”其定义为实现养护职

能、保证养护质量而划分的相对独立的

服务分区。将养护单元放置在每层中,

更多空间进行使用。使设计中更注重人

性化、亲情化、居家化的理念手法。  

2.2.4“活动空间”设计 

养老设施中的公共活动空间主要为

老年人提供从入住接待到日常交往以及

休闲娱的综合服务,其功能相对较为开

放,布局相对较为灵活。交往空间的设计

包括交往空间中的接待空间、餐饮空间

及交通空间。  

3 结论 

“医养结合”型养老模式的实施迫

切且必要,基于我国目前趋势背景,“医

养结合”型养老模式在生活照料、心理

慰藉的基础上增添了医疗服务功能,从

而解决了目前“医养分离”模式下养老

设施中不方便就医,医疗机构里不能养

老的问题。“医养”功能的结合是医养结

合型养老建筑的设计核心。突出“医疗”

与“养老”的特色功能,促进医养功能的

融合和特色空间的营造。 

从而实现医养服务的运行模式。构

建出“医养结合”的前期规划、建筑策

划、单元设计、等一体化的技术架构。

打造出适合老年人,起居生活的空间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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