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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中

国平均寿命也在稳步增长，在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同时，也

为养老服务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目前的养老事业正从

个体养老形态向群体养老形态过渡，与此同时就伴随着养老

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出现。其中，景观设计是养老社区建设的

重要方面，而循证设计在适老性景观设计方面的应用，可以

很好地为设计人员提供理论指导，让设计者更好地把握老年

人的需求，因此对于该课题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

要想实现循证设计原则下的养老社区景观设计，就要

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其中，循证设计

的概念诞生于医疗建筑设计中，是指基于实证研究进行目标

设计，如现场考察，社会调研等等。中国学者于 2009年引

进这个概念，并应用于医疗领域的康复建筑设计。之所以称

之为循证设计，一方面基于其实证的基础，另一方面指的是

它的循环特性，循证设计包括实证分析、设计优化和反馈完

善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优化循环体系，可以不断地对设计

目标进行改进 [1]。

适老性原则

养老社区景观设计的重点在于养老，突出景观设计的

适老性特点。设计目标是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

悦。第一，需要考虑到老年人存在的生理缺陷，避免由此引

发的行动不便。第二，需要考虑到老年人记忆力、辨识力衰

退，景观必须有更为明显和简单的标识系统。

安全性原则

安全性原则主要应用于细节层面，由于老年人在身体

机能方面于年轻人有很大差距，如行动能力、平衡能力、判

断能力，等等。因此，在日常锻炼中很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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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社区的景观一定要配备相应的保护设施以及辅助工具。

此外，视野开阔的环境可以让老年人更有安全感，这一点设

计人员也要引起重视。

治愈性原则

老年人的身体器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健康状况

要比年轻人差得多，很多已经出现一些慢性疾病。因此治愈

的景观环境对于患病老人的康复有着很多的辅助效果。近年

来，环境治愈也被医学界广泛关注，很多医院都开始采取行

动，营造温馨、舒适的环境来帮助患者康复。因此，养老社

区的景观设计也要融合这一思想，运用治愈性原则来进行设

计，为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慰藉提供支持 [2]。

文化性原则

文化是精神的桥梁，是把人紧密联系起来的媒介。人

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交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缺乏

社会交往的人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营造养

老社区的文化氛围可以将素不相识、相互孤立的老人联系起

来，形成一个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相互照顾的团体，这也

为老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策略

设计依据

适合性景观设计是一项极具复杂性的工作，一方面是

由于景观的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设计，另一方面则是老人需求

的多元化。这就对设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设计师

进行实地考察，对文化氛围进行探究，为合理的设计提供现

实需求和实证基础，也就是运用循证原则进行设计 [3]。

案例调研

循证设计的基础是实证调查，这就需要对目标群体发

起社会调研。通过锁定目标区域进行抽样调查，制作科学合

理的问题结构，对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进行采集，并整理成

信息。

本次研究以书面调查问卷形式，在实地展开调查，针

对不同类型特点的老年人发放了近百份问卷。此外，调研人

员还进行了一对一地交流，以更好地把握老人的想法和需

求。调查问卷的内容设置为基本信息、目前社区景观使用情

况、老年人对社区景观的满意程度、社区服务状况、文化氛

围、社交状况等。

结果分析

通过汇总问卷，并进行信息统计，我们得到下面的数据：

61%的调查对象对现有社区条件较为认可，39%的人则认

为需要改善；大部分人对于生态绿化、环境色彩比较满意，

少数人不太满意；80%的调研对象会在晚上散步，剩下的

人则表示夜间照明不足；超过半数的调研对象认为绿化及设

备布局不合理，少数人指出缺乏水上景观；85%的人对社

区养老服务满意，77%以上的人会主动加入社区组织的文

化活动。综上所述，调研对象整体上对于现存的养老社区执

认可态度，但仍然有一些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就是我

们下一步改进的方向。

基础设施布局和设计不合理

表现为以下这些方面：第一，一部分基础设施的应用

率较低，导致资源浪费的情况；第二，照明设施布局不合理，

导致夜晚局部照明不足，对老年人的行动带来安全隐患；第

三，社区标识体系不够突出适老性，造成老年人行动不便，

容易出现迷路等现象。

社区生态环境绿化有待提高

一方面，绿化植被过于单一，形成单调的视觉感受，

缺乏多样性、多彩性。

另一方面，部分植被具有刺激性气味，对老人嗅觉造

成影响。一些带刺或有毒植被的存在为老人的活动带来了安

全隐患。

社区景观后续维护工作不到位

社区存在严重的管理缺失，很多景观建成以后，无人

管理维护，甚至年久失修，非常不安全。另外，水质处理、

植被修剪等工作都有一定程度的疏忽。

设施分布合理化

上文提到一部分基础上设施应用率较低的情况，究其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设施本身设计不合理，不适合老

年人使用；二是设施布局不合理。针对这个问题，设计人员

可以从调查研究入手，对老人的行动轨迹进行了解，根据实

地考察将设施布局进行优化，以更好的供给使用者。例如，

将偏僻空间的桌椅和器械搬到人流聚集的地方，如棋牌室、

乘凉区域、健身区等等。光照方面，由于老人对于光线变化

的适应性不够，所以照明设施强度应该恒定。

另外，对于不同的活动区域和空间用途，照明设计也

应当区别对待，例如休息区域光线应当温和，锻炼区域光线

应当较强，社交区域光线应当均匀，等等。对于标识系统

不够突出适老性的问题，需要考虑到老年人视力和思维的退

化，不应当设立复杂的标识体系，必须进行简化，同时运用

鲜明的色彩来绘制图案和文字。同时，根据标识牌重要性的

不同应对内容进行区分，可以设立分级标识牌 [4]。

植物配置适老化

针对老年人的观赏需求，植被的配置应当在色彩上注

重多样性，因此需要进行季相搭配，让植被呈现出季节性的

色彩变化，同时进行层次化种植，增加视觉上的层次感。对

于植被种类的单调问题，可以适当增加植被类型，选购植物

花卉时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①嗅觉方面，选取芳香型花卉，

这样可以帮助老人愉悦身心、排解忧愁、提神醒脑，有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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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老井试油作业中的技术难点，老井重新试油是一项投入

低、产出高的项目，如果能充分利用，可以节约投资，获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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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愈性；②触觉方面，要遵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尽量选

取柔软无刺无毒的植被，以免造成安全隐患；③味觉方面，

可以选取一些中草药类的植被花卉，以供老人食用，但必须

以质量为前提。在植被种植的过程中，社区可以发动老人参

与，通过这些园艺活动可以让老人收获自己喜欢的植被的同

时得到身体锻炼 [5]。

养护体系完善化

管理体系的建设首先要注意到景观的后续维护工作，

不能一经建成就不管不问，必须定期对景观和设施开展检

查工作，一方面对失效的设施进行维修以保障正常的使用，

另一方面对风化的建筑进行及时维护以免引发安全事故。

为了节省人力物力，社区工作人员可以推进智能管理系统

的建设，运用物联网工程将社区设施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

运用数据库对一部分设施进行智能检测，这样可以大大提高

工作效率，并节省开支，是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

项目。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养老工作日益成为重要的社

会问题。加强养老社区的优化是养老需求攀升的必然结果，

也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论文基于循证设计提出了养老社

区景观的优化策略，尤其突出适老性原则，希望为工作人员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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