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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视域下的养老景观设计探索

●郑　涵　宋凯妮

　　

[摘要]近年来,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多,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一变化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提出

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养老景观设计领域.本研究旨在探索生态宜居视角下的养老景观设计,以提升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通过对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四大设计原则:可达性原则、人文

关怀性原则、私密性和交往性原则、地域性原则.研究结合泰康之家燕园案例,探讨了这些原则在实际设

计中的应用,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建议.结果表明,科学合理的养老景观设计不仅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还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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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

已超过２．６亿，正步入老龄化社会，这种情况对社

会经济、医疗卫生、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构成了严峻挑战。

特别是在居住环境方面，如何为老年人创造安全、舒适、健

康的居住空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此背景下，养

老景观设计作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逐渐受到

广泛关注。 养老景观设计不仅关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与社会交往能力。 一个精心设

计的户外环境，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空

间，增强他们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同时，从生态宜居的视

角出发，养老景观设计还致力于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减

少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此，深入探索

生态宜居视角下的养老景观设计，对于优化老年人的居住环

境、提升其生活质量具有深远意义。

生态宜居视域下的老年人活动空间需求分析

(一)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在生态宜居视域下，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是设计养老景观

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老年阶段，老年人对于自己情

绪的管理控制能力较弱，因而设计时应考虑到老年人对过去

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创造能够激发他们积极情感的空

间。 例如，可以通过设置纪念性景观或者互动式艺术装置

来满足他们对历史的连接和文化认同的需求。 同时，归属

感是老年人心理需求中的核心部分，它与社区凝聚力紧密相

关。 因此，在养老景观设计中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如反映

地方文化历史的材料，以此增强老年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让老年人在文化上产生共鸣，使老年人感到自己是社

区的一部分，愿意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

时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二)老年人的生理需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对环境

的适应能力也随之减弱。 因此，设计时需要考虑到无障碍

设计，确保老年人都能轻松到达景观区域的所有空间。 这

包括平坦的步行道、宽敞的出入口、合适的座椅高度和位

置，以及足够的休息区域。 另外，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

老年人对温度变化更为敏感，因此需要在景观中设置遮阳和

避雨设施。 在设计中还需要考虑照明，保证夜间或低光环

境下的可见性和安全性，从而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舒适、安全

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由地享受户外活动。

(三)老年人的行为特征需求

老年人的活动模式和年轻人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参加低

强度、节奏较慢的活动。 因此，设计时应提供多样化的活

动空间，以适应老年人不同的兴趣和能力。 例如，可以设

置专门的园艺区，让喜欢园艺的老年人有机会参与植物的种

植和维护。 老年人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因此在活动区域

附近必须设置座椅和休息区。 另外，老年人更偏好安静和

私密的环境，因此在设计中应考虑到噪音控制和空间的私密

性，以此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

福感。

生态宜居视角下的养老景观设计原则

(一)可达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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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原则是养老景观设计中的核心，它强调的是所有

设计元素包含的景观区域都应确保老年人能够轻松、安全地

到达和使用。 这不仅涉及物理空间的无障碍设计，还包括

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 物理空间的可达性意味着需要消除

高差、设置坡道、安装扶手以及提供宽敞的通道和出入口。

信息的可达性则涉及标识系统的清晰性，包括大字体、高对

比度的颜色和易于理解的图标。 另外，可达性还应考虑到

老年人的感官需求，如提供足够的照明以帮助视力下降的老

年人，确保老年人能够独立地享受户外空间，提高他们的自

主性和生活质量。

(二)人文关怀性原则

设计始终要将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考虑。 设计应考虑到

老年人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个人偏好，创造能够引起共

鸣和回忆的空间。 这可以通过融入地方历史元素、使用具

有地方特色的材料和植物，以及设计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景

观来实现。 同时，人文关怀还意味着提供一个支持社交互

动的环境，鼓励老年人与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建立联系。

设计中应包含多样化的社交空间，如社区广场、休息亭和花

园，以满足老年人不同的社交需求。

(三)私密性和交往性原则共存

私密性和交往性原则共存强调在养老景观设计中平衡个

人空间和社交空间的需求。 老年人既需要能够独处的私密

空间，也需要能够与他人交流的开放空间。 设计时应提供

多样化的空间选择，包括安静的阅读角、私密的花园座椅和

开阔的社交广场。 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不同的

活动需求，还能够为他们提供选择的自由，使他们能够根据

自己的心情和需求选择适宜的空间。 另外，私密性和交往

性空间的合理布局还有助于减少空间的压迫感，增加空间的

层次感和趣味性，使养老景观更加丰富多彩。

(四)地域性原则

地域性原则在养老景观设计中指的是尊重和利用当地的

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特色。 在设计时应与当地的气

候、地形和植被相协调，同时也要反映当地的文化和历史。

例如，可以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传统工艺，种植本地的植

物种类，以及融入地方的艺术和手工艺。 这样的设计不仅

能够增强养老景观的地方特色，还能够提高老年人对环境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地域性设计还有助于提高景观的

可持续性，减少了对非本地材料和植物的依赖，降低了维护

成本。 通过遵循地域性原则，养老景观设计能够更好地融

入当地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既熟悉又舒适的生活环境。

生态宜居视域下的养老景观设计策略

(一)优化场地资源，缔造复合空间

在生态宜居视域下，养老景观设计的策略之一是优化场

地资源，缔造复合空间。 这要求在景观设计时要深入分析

场地的自然特征、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以创造出既满足功

能需求又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空间。 首先，需要考虑如何

将场地的自然特征融入设计中。 例如，如果场地内有一片

树林，可以围绕这些树木设计步行道和休息区，让老年人在

享受自然的同时进行轻度锻炼。 同时，考虑到老年人行动

不便，设计时应确保所有空间都易于到达，且有完善的无障

碍设施。 其次，需要考虑如何将文化背景融入设计中。 可

以通过融入当地艺术、历史元素或传统符号，增强老年人对

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例如，可以在景观中设置反映当

地文化特色的雕塑或装置，或者利用传统建筑材料和工艺来

构建座椅和凉亭。 最后，需要考虑将老年人的需求融入设

计中。 随着老年人对社交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增加，设

计时应提供多样化的社交空间，如社区中心、图书馆和艺术

工作室，以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考虑到老年

人对安静和私密空间的需求，设计中也应包含一些僻静的角

落或隐蔽的花园，供他们休息和沉思。

(二)加强自然共融，营造康养景观

加强自然共融强调将自然元素融入景观设计中，以营造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康养环境。 一是增加绿地面积是加强自

然共融的基础。 研究表明，绿地环境能够降低血压、减轻

压力，并能改善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设计时可以通过种

植草坪、灌木和树木来增加绿地面积，同时考虑到植物的季

节性变化，确保四季都有宜人的景观。 二是引入水体营造

康养景观。 水体可以是池塘、喷泉或小溪，它们不仅能够

增加空气中的负离子，还能提供舒缓的水声，有助于放松心

情。 设计时需要考虑水体的安全性和维护性，确保它们既

美观又实用。 三是设置花园和种植多样化植物。 花园可以

是蔬菜园、香草园或花卉园，它们不仅能够提供观赏价值，

还能让老年人参与园艺活动，从而锻炼身体和净化心灵。

植物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对老年人的疗愈效果，如薰衣草和茉

莉等带有舒缓香气的植物。

(三)科学规划路径，实现步履畅享

路径规划直接影响到老年人在户外空间中的行动便利性

和安全性。 因此，在进行景观设计时需要设计出既安全又

便捷的步行系统。 首先，无障碍通道的设计。 这包括确保

所有路径都有足够的宽度，以方便轮椅和助行器的通过，在

需要的地方设置坡道和扶手。 同时，路径表面应平整且防

滑，以减少跌倒的风险。 其次，照明设施的设置。 良好的

照明能够确保老年人在夜间或低光环境下的安全和舒适。

设计师需要考虑照明的均匀性和方向性，确保没有暗角或眩

光。 最后，明确的指示标识。 设计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

特征和使用习惯，标识的大小、高度和位置应根据环境和受

众的需要进行调整，以确保老年人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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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四)丰富植物景观，注重植物疗愈

在特定的环境空间中，植物可以将环境与人的关系拉得

更近，带来不同的感觉体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生

理及心理变化。 一是植物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对老年人视觉

和嗅觉的吸引力。 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植物能够吸引老

年人的注意，而带有舒缓香气的植物则能够提供额外的感官

享受。 例如，可以选择开花植物如玫瑰和郁金香，以及具

有香气的植物如薰衣草和茉莉。 二是植物的季节性变化也

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通过种植不同季节开花的植

物，可以确保景观全年都有吸引力。 例如，春季可以种植

樱花和杜鹃，夏季可以种植紫薇和荷花，秋季可以种植菊花

和枫树，冬季可以种植松树和常绿植物。 三是植物的维护

性和安全性也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 选择易于维护且无毒

无刺的植物，可以减少老年人在接触植物时的风险。

(五)优化基础设施，提供适老体验

基础设施的优化包括座椅、照明、遮阳设施、健身器材

等的设计和布局。 首先，座椅的设计应考虑到老年人的身

体特征和使用需求。 座椅的高度、宽度和深度应适合老年

人起坐，背部和扶手的设计应提供足够的支撑。 同时，座

椅的位置应选择在视野开阔、便于社交的地方，同时也要考

虑到隐私和安静的需求。 其次，照明设施的设计应确保夜

间和低光环境下的安全和舒适。 照明应均匀分布，避免暗

角和眩光，同时考虑到能源效率和维护成本。 再者，遮阳

设施的设计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设置。 在炎热的地

区，可以设置遮阳篷或凉亭，以保护老年人免受强阳光的照

射；在多雨的地区，可以设置雨棚或廊道，以确保老年人在

雨天也能活动。 最后，健身器材的设计应考虑到老年人的

体能和健康水平。 器材应易于使用，且能够提供低强度到

中强度的锻炼。 同时，健身区域应设置在易于到达且安全

的地方，以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锻炼。

案例分析

泰康燕园，作为泰康之家旗下的旗舰养老社区，坐落于

北京市昌平区，其地理位置紧邻白浮泉湿地公园与蟒山国家

森林公园，自然风光旖旎。 项目占地约１４公顷，总建筑面

积约３０万平方米。 在设计上，泰康燕园以“医养结合、活

力养老、舒适居住”为主题，旨在营造一个安全、积极、可

持续发展的生活环境，形成充满活力的养老社区。 设计原

则强调可达性、人文关怀性、私密性与交往性的共存以及地

域性特色，确保所有设计元素都能被老年人轻松、安全地使

用，同时融入地方文化和历史元素，创造共鸣空间，满足不

同老年人的社交和独处需求。 该社区尊重和利用当地自然

环境与文化传统，增强老年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空间

布局上，泰康燕园采用围合式建筑布局与医养结合配套体系

相融合的方式，根据不同养老模式的需求和特点进行分区布

局，各区域既可独立运营管理，又能有机融合。 交通规划

上，通过人车分流与健康漫步道路系统，打造适合老年人的

道路体系，确保其在社区内的安全与便捷。 景观设计上，

以水为源，建筑会所作为起点，形成若干主题鲜明的活动空

间，即八趣八景，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户外休闲场所。 总

之，泰康燕园的花园空间设计在安全性、功能性、美观性和

生态性等多个维度上，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舒适、健康、愉

悦的居住环境。 这一设计不仅提升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

生活质量，也为其他类似项目的景观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与启示。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宜居视域下的养老景观设计应以老年人

的需求为中心，综合考虑可达性、人文关怀、私密性与交往

性的平衡、地域性原则等因素，以创造一个既满足老年人生

理和心理需求，又具有地域特色和生态价值的养老环境。

通过创造安全、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老年人可以更好地

融入社区，享受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增强社交互动，提升

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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