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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区道路空间适老性研究 

——以徐州市国基城邦住区为例 

刘聘 南楠
1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在中国老龄化快速发展和以居家养老模式为主的背景下，城市住区环境逐渐成为我国老年人生活的

主要载体。国家提出了“9073”养老模式，关注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作为生活圆点的社区道路的适老性问题也成

为室外环境设计的关注焦点之一。本文以徐州国基城邦社区为实例，在提出道路布局适老性理念的基础上，对道路

布局、设计相关元素进行总结归纳，提出更为优化的具有适老性的社区道路空间设计，为同类研究提供新思路与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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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年）》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老龄产业的指导性文件，里面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迈入老龄社会初

始阶段。现阶段，我国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60-70岁的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9073”养老模式的概念中 90%的老年

人由家庭自我照顾，这就对居住区的整体设计环境提出了适老性的要求。但从实际居住社区的设计和建设及使用情况来看，多

数社区的配套包括空间、道路设计、标示系统等远远不能达到适老性标准，无法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需要，这一现象使居家

养老的难度增加，并对老年群体的健康与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1 国内外研究进展 

居住区道路空间适老性研究，对于景观设计专业是一个一直在讨论，但落地较少的概念，同时我国对“适老”的研究始于

21 世纪，起步相对较晚研究成果和落地项目也相对较少，但近年来适老设计的研究增长趋势明显，成果逐年增加，但大多数研

究只针对行动不便或有部分功能丧失的老年群体，例如朱恺群（2016）适老建筑设计探析及启示，李辰琦（2019）等通过微环

境分析模拟，来优化老年人的户外运动空间等等，但以目前的医疗和生活水平而言，大部分的老年群体普遍身体健康且具有活

力，针对社区中环境设施的主要使用者的研究反而不足，对居住区道路空间适老性的体系研究更是处于探索阶段，对于老年人

口本身，国外住区环境适老性的研究最初是从“全民适用性”展开，如 Ronald L.Mace 提出住区公共空间环境“通用设计”

（Universal Design）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用设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适老性设计”。魏钢等（2014）推荐采用小

街区、密路网、窄断面模式。即缩短老年群体到达各个生活必要设施的距离，这与新修订的《城市居住区设计规范》的居住街

坊概念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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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现有研究成果或针对住区环境某一单一元素进行定性分析，或对住区环境适老性问题做出经验式的列举或总结，

但对体系性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在借鉴上述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徐州市国基城邦小区为研究对象，对城市住区道路

环境适老性综合评价体系进行探索。 

2 研究对象概况 

徐州市国基城邦小区于 2008年建成，位于徐州市南区中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区域，北侧衔接云龙湖、泉山森林公园，东侧紧

邻龙腰山脉，占地约 551 亩，建筑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内有 4000 户居民（图 1）。小区建设以小高层、高层为主要形态，辅以

联排和叠加，建筑以地中海风格为规划蓝本，将天际线的设计与周边山体相结合。小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格局，景观空

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环境空间呈“两心两环多组团”式布局，即两个核心景观区，两条环状道路，多片宅前景观组团。 

 

通过初步调查发现，该社区的户外空间的主要使用群体为老年群体和和学龄前儿童，且在活动区域的选择和外出时间上有

明显的生活作息规律性。对开场空间和场地休息设施的使用频率较高，主要的活动诉求为交流、简单锻炼和休息等。 

3 道路交通适老性 

小区内流线呈“一带两环片网状”体系，交通较为简明、清晰、便捷，但由于住区面积较大，小高层、高层建筑较多且风

格极为统一，个别道路由于缺乏有效的连接性与整合度而无法形成回路，降低了住户对空间的可识别性，因此住区空间的识别

性较差。调查表明，根据老年人户外活动的基本诉求，简单身体锻炼活动和休息交流为老人使用户外环境设施的主要方式，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8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68 份，有效率高达 93.33%。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该居住区的老年群体对社区道路空

间环境的舒适性、安全性较为关注；当前的建设困境和老年人的活动习惯也显示使用者更加青睐于户外空间；这些需求特点直

接影响着老年人的日常活动。从调查结果出发，社区适老道路空间环境形态上的设计策略应体现在完善住区道路流线、改善道

路空间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引导性等方面的内容。 

3.1道路引导功能适老性设计 

通过对该小区的调查发现，机动车等快行交通会对老年人群的活动及安全性产生较大干扰，人车分行的住区环境则更加宜

居。老年人群慢性交通出行的难易程度极大影响了住区环境适老性水平，其与老年人群的生活息息相关；动态交通对城市住区

环境适老性产生的影响比静态交通更加突出。道路的引导功能对老年群体不够友好，阻塞多于引导，小区中随处可见的阻隔机

动车的障碍物对老年人的出行和轮椅或儿童车的通行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同时由于建筑的设计统一性，对于道路引导的依

赖就会增强。但目前该小区中的道路设计未从颜色、材质或种植设计等方面进行明确的分区引导，增加了老年群体的识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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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住区道路空间适老性设计 

住区道路空间设计包括交通布局设计、道路照明设计、高差设计等。其中对老年群体而言，道路照明设计、高差的梳理及

交通标识设计与其出行的便捷安全及使用的频率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3.2.1交通布局设计。交通组织上应考虑安全性和舒适性。安全方面应做到人车分离，步行道避免穿越停车场、机动车道，

形成步行体系。其宽度与纵坡等设计指标，应注意满足老年群体无障碍通行要求。因为部分老年人的身体活动不便并有很多老

年人承担着照顾孩子的任务，所以轮椅及儿童车等均需要无障碍的通行设计。在住区内部，道理布局以网络式组团模式最为符

合这一养老需求。考虑到老年群体的方向感差、体力不佳等身体情况，尽可能将必要生活设施如社区附近的超市、诊所、社区

公园等高频率使用的空间进行重新整合并将其规划成新的路线，同时做好沿途的标示系统。 

3.2.2道路照明设计。对于住区照明的适老性是很多项目都会忽略的问题，因为老年群体视觉的特殊性，要求给住区照明设

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设计时应考虑照明的适老性。住区照明对老年群体而言，首先考虑其基本的安全性，由于大部分老年

人随年龄增长导致视力下降并且对户外空间的感知和高差的辨别能力也都有所减弱，所以照明设备应该确保充分的亮度，同时

安装位置也应精心设计，避免灯光直接射入眼睛。并且在光源色彩的配置上要尽量考虑心理感受，研究证实，冷色光源的透明

感更强，更易给人清静的感觉，所以目前小区中普遍采用金卤灯来照明，在营造层次感的同时，不会影响底层住户的视感体验。

在建筑物的出入口如停车场、单元门以及有踏步、斜坡等有高差变化的危险地段宜设置重点照明区域，让老人能清楚分辨台阶、

坡道的基本轮廓和高度，可以配置高度不等的照明灯光可形成重叠的阴影，有利于减少眩目的强光，增强老年人的辨别力。此

外，在特别需要灯光的位置，应有备用照明。 

3.2.3高差设计。国基城邦小区依山就势，高差处理是设计关键，场地内高差变化大，依山而建的高低起伏的地形环境是把

“双刃剑”，营造丰富空间层次的同时，也带来了急剧变化的坡度难题。例如，小区中心核心景观之一——景观广场，由于地

形高差多变，有的地方虽然设计了坡道，但其坡度远大于 1：12 的无障碍坡道设计规范的要求，有的地方因为空间有限，就直

接省略了坡道的设计；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在户外活动场地的必经道路中如果出现台阶、踏步需要布置带扶手的坡道，

满足轮椅通行的需要。独立设置的坡道的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1.5m,室外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 1/12,当坡度≥8%时，并且坡道与出

入口平台的转折连接处可以通过地面材质的变化加以强调，或贴加色带，以起到警示作用。 

4 结语 

通过对城市住区环境适老性综合评价及其应用研究分析，可以看出交通空间适老性对整个住区环境的影响是具有领导作用

的，在满足交通空间的前提下，公共空间和环境设施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例如：如果住区内道路交通适老性较差，

那么老年人群去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或者是在公共空间内停留的时间就越少，公共空间利用率过低，则可能会出现机动车或非机

动车蚕食公共空间的现象。同时，环境小品及相关设施适老性越好，从而会吸引、引导更多老年人群前往公共空间，那么这个

过程中就需要道路交通适宜老年人的通行。优化照明系统和指示标识不仅可以提升环境意向，还可以让老年人群有较强的方向

感和定位感，还有助于实现从私密到公共空间的良好过渡。本文对住区道路的环境设计分别总结其老性设计要点，但仅覆盖了

较为基本、普遍的道路环境空间，在住区设计动态使用的过程中，仍有很多亟待补充和完善的细节。并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

的进一步加深，更多适老性住区设计的出现，可以以丰富的实践动态地调整住区道路空间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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