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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1亿人，占总人口14.20%；我国城镇

常住人口为9.1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城镇化的推进，老年人口的养老

问题愈加凸显。

近年来随着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逐渐完善，带给老年

人更多的选择[1]。虽然城市中的养老设施逐渐增多、养老

系统不断升级，但由于活动空间有限、生态环境污染等城

市相关问题，在中大型城市中生活的老年人，难以在日常

中感受到自然景观的乐趣。由此，重视老年群体的身心发

展，满足其情感需求，不断改善城市养老院景观环境，对

于构建和完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及景观设计要求分析

（一）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分析

大中型城市中的老年群体的生活状况主要表现在家庭

情况、社会活动和身份转变等方面。

1.家庭情况

大城市中的老年人普遍为退休人群，有稳定的社会

关系。据有关调查，相较于农村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受教

育程度较高[2]；且在同一年龄段，城市老年人身体素质和

身体机能高于农村老年人[3]。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部分大城市老年人空巢率为40%～60%[4]。虽然子女大

多在同一城市工作，但由于工作和生活琐事，普遍在闲暇

时间或节假日探望父母。

2.社会活动

与小城镇或农村的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工作获取经济

收入不同，退休后的城市老年人普遍有相应的退休金和养

老保险，大多数会安排自己的时间进行社会活动，如与他

人交往、重拾兴趣爱好等，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老年

人更倾向于参与体育运动、技能学习、公益互助等提升自

我的社会活动并倾向于在活动中体现自身的价值[5]。

3.身份转变

据相关研究，部分老年人由于习惯规律的生活作息，

对单调的退休生活感到不满意并怀念工作时的状态[6]，并

且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生活，而是希望通过结交朋

友、展示才艺、锻炼身体等社会活动的方式来融入社会；

知识分子退休后，身份面临着从台上向台下的转变，老人

需要新的身份来参与社会活动[7]。

（二）城市老年人情感需求分析

通过分析城市老年群体的生活状况，可得出其情感需

求的主要特征如下。

1.老有所乐，主动交友

由于子女陪伴时间有限，大部分时间老人独自生活，

容易产生孤独、无助等消极情绪。由此，老人们更倾向于

参与社区集体活动，通过结交老年朋友、交换消息、舒缓

情绪的方式来满足情感需求，且城市老年人倾向于通过微

信联系、聚集好友，在交流的过程中收获友谊、知识，从

而产生积极情绪，乐观面对生活[5]。

2.老有所学，不愿与社会脱节 

在物质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老人能更多地接触到新

技术，希望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变化[5]。而无法适应新身

份、与社会脱节的老年人容易进入挫败、失落、自我贬低

的状态。因此，“活到老学到老”，在学习新技能的过程

中，老人感到被社会接纳，从而产生自我接纳、自我肯定

的积极情绪。

3.老有所康，参与锻炼活动

城市老年人普遍认识到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出于保

持健康、不给子女添麻烦等目的，老年人会根据自己的体

基于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城市养老院景观设计分析

刘雨竹

（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文章以重庆龙湖颐年公寓康复花园为例，分析了城市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情感需求

及相应的景观设计需求，提出“善意景观”的设计理念，希望引起各年龄段的人们对老年群体

的重视，呼吁人们关怀、帮助老年人，并针对城市老年人特有的景观需求，制定并实践城市中

适老景观的四个基本设计原则：功能紧凑、安全舒适、亲近自然、以人为本，以及相应构建方

式。通过构建无障碍体系、营造舒适空间氛围、运用园艺疗法、采用人文关怀设计四点设计策

略构建满足城市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养老院景观。

关键词：适老景观；城市；情感需求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28(2022)19-0060-03 

·美术与设计·



61

大众文艺
能，适当参加锻炼活动[5]。锻炼不仅能使老年人保持健康

的体魄，还能使其拥有乐观积极的情绪状态。

4.老有所念，怀念过去

老年人倾向于在与亲朋好友的聊天中谈及自己的过

去，可见，老年人普遍有怀旧的情绪。过度怀旧的老年人

倾向于产生难过、自闭，甚至厌世的消极情绪。适当怀旧

的老年人明白要珍惜时间，活在当下，从而倾向于进入享

受生活、乐观、积极的情绪状态。

（三）景观设计要求

针对城市老人结交朋友、学习技能、锻炼身体、怀念

旧时的情感需求，城市养老院景观应以功能紧凑、安全舒

适、亲近自然、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并符合以下特征。

1.丰富多样的活动空间

在有限的场地中布置不同类型的活动空间，各个活动

空间对应相应的功能，且分布合理。例如，为老年人提供

散步、慢跑、太极、阅览、聊天、观赏等活动空间[8]，且

锻炼的空间应相对宽敞，交流和阅读空间应较为隐蔽，观

赏空间应较为通达，以保证老年人既有开放的运动场所，

也有安静、私密的独处空间[9]。

2.亲近自然的绿化空间

由于自然因素对人的身心康复有促进作用，可将自然

景观与养老相结合，在户外场地中设置康复花园，让远离

大自然的城市老年人在城市亲近自然，体会山林野趣。通

过观赏园艺景观和参与园艺活动，使老人在自然景观中培

养积极情绪的同时，在参与园艺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合理锻

炼[10]。

3.乐于交友的交流空间

适当设置几个景观节点，如锻炼结束的休息区、园

艺体验区、亲友探访的交流区、观赏园艺景观的休憩区，

这些空间有益于缓解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独处时产生的孤独

感。

4.以人为本的关怀空间

面对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户外场地应构建无障

碍体系，让乘坐轮椅、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也感受到方便与

尊重。用故事感墙绘、特色雕塑、知识展板、复古装饰取

代现代化空间设计，来营造生活气息，增强老年人的归属

感，缓解记忆力衰退。

二、重庆龙湖颐年公寓康复花园景观设计实践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重庆高新区。该地块有着医疗、景观资源

丰富，社区设施完善、文化氛围浓厚的优势；其建筑主体

是一座功能复合的高级综合体，用作于医疗与康复结合的

养老院[11]。花园选址为公寓的顶层，极大地削弱了商业街

区带来的噪音影响，为老年人提供安静的生活环境。

（二）设计构思

1.设计目标

通过对场地现状的总体规划、用地功能、交通流线等

方面的探讨，分析了城市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情感需求

及对应的景观设计要求，希望将该场地打造成属于城市老

年人的“世外桃源”，使其在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感受到

“善意景观”的温暖。

2.设计原则

（1）功能合理，布局紧凑

出于对周围环境与空间限制等因素的考虑，花园选

址于建筑顶层，意图打造一座屋顶康复花园，并在屋顶这

一有限场地内，进行功能布局，合理并紧凑地布置活动空

间，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空间浪费的情况。

（2）亲近自然，益于健康

在景观布置时倾向于种植对老人健康有益的保健植物

和本土植物，以模拟当地自然环境，并规划老人们参与园

艺活动的区域，从而陶冶情操，提升老人的身体机能。

（3）安全舒适，包容性强

通过构建无障碍体系来保障老年人活动时的安全性。

在前期的设计与规划上，发挥并利用屋顶花园安静、与世

隔绝的特点，为老人打造宁静、舒适的活动环境，并合理

规避其交通性差、活动面积有限的缺点。

（4）人文关怀，乐于互助

挖掘属于重庆当地老年人的文化记忆，如重庆第一条

索道、美食、相关历史等，并将其运用在文化设计中，例

如故事感墙绘、特色人物雕塑、历史知识展板，体现人文

关怀理念。

3.设计理念

该项目吸取了西方康复花园的设计手法，也展现了其

本身独特的设计理念——善意景观。希望这座用善意灌溉

出的康复花园，引起各年龄段的人们对老年群体的重视，

呼吁人们关怀、帮助老年人，将老年群体生活状况融入现

代化城市的发展中。

4.设计策略

（1）构建无障碍的体系

为了保障老人们的通行需求，全花园采用无台阶设

计，根据《无障碍设计规范》与实践经验，所有通道宽度

均≥2.40m，让轮椅安全与自由地通行。

（2）营造舒适的空间氛围 

在养老院长期生活的老年人，集体生活会产生机构

感，如果生活的方式过于单一，缺少亲友的陪伴，心理会

产生被抛弃、被隔离的感觉[12]。在老人们的户外活动中，

设置了可以自行种植培养植物的区域，鼓励老人们热爱自

然，热爱生活。对于需要实时照顾的老人，护工们可以推

轮椅让老人在花园里观赏。

此康复花园选址于重庆龙湖，是一处充满商业性的

地方，居于闹市，如何闹中取静，是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

的一点。由于空间限制，花园选址为公寓的顶层，极大地

削弱了商业街区带来的噪音影响，为老年人提供安静的居

住环境。花园周围种植着一片竹林，弱化了花园的地理高

度，减少老人们因为高度带来的心理不适，反而营造出世

外桃源之感，消解城市的喧闹感。

（3）种植保健植物，体现园艺疗法

可种植本土植物，模拟当地的生态环境。种植有保

健作用的植物可以让老人在漫步自然的过程中得到疗愈，

桉树、构树等乔木的挥发物质能消除空气中的微生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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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绿萝等植物有放松情绪、解除疲劳的功效[13]。

人体衰老的过程中，感官功能的衰退最为明显,为了延

缓衰退，可以适当刺激感官[14]。通过有意设置花园环境，

让老人们得到更多的锻炼。在植物色彩配置上，红色、粉

色的花朵镶嵌在绿色的植被上，吸引着人们驻足观赏。紫

红色与绿色的低矮灌木搭配着种植，使视觉环境更加丰

富。

园艺疗养区设置的灌溉水景为花园增添了宁静之音，

清脆的鸟叫声、夏夜的虫鸣、树叶沙沙的婆娑之声都是天

然的疗愈音乐。种植嗅觉类保健植物可以为环境带来宜人

的芳香，如栀子花香、桂花香。气味通过呼吸系统进入身

体，对鼓励老人产生积极情绪十分有效[13]。老人们再次可

以亲自给植物浇水施肥，抬高的双层花架鼓励坐轮椅的老

人起身进行园艺活动。铺在花坛中的鹅卵石可供老人们自

行把玩，增添触觉感受。老人们与味觉的互动与刺激也十

分重要，种植适量果树，老人可采摘与品尝自己种植的生

态蔬菜。

（4）采用人文关怀设计

在原本空白的墙面上增加了缆车墙绘，因为缆车是山

城重庆曾经的重要交通工具，第一条缆车修建于1953年，

是老人们记忆里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青春。通过设置公

车站牌，营造等车的氛围，让老人们记住过去生活中的点

滴，减轻失落感，增强归属感。

5.景观设计 

按照功能分布花园由三个模块组成——一个是供老年

人康体锻炼的活力健身区，一个是适合老年人观赏与参与

种植的园艺疗养区，一个是为老年人提供亲友交流和户外

观景的交流休闲区。每个区域针对性地消解老人由身体机

能下降和缺失陪伴带来的消极情绪，通过在康复花园的各

项活动，增加老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进而提升老人的生

活质量。

（1）活力健身区

活力健身区是一个多彩的圆形空间，由流线型的彩虹

玻璃廊架、橙色的环形跑道、圆形木制广场、扶手坐凳等

组成，周边种植着丰富的绿色植物。漫步在橙色跑道上，

老人们可以通过玻璃幕墙眺望远处，也可以欣赏跑道边错

落有致的植物群。丰富的色彩搭配与趣味性空间设置激发

老人的运动兴趣。

（2）园艺疗养区

园艺疗养区位于整个花园的中部，连接着活力健身区

和交流休闲区，是一个阳光充足、宽敞开阔的区域。为了

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也能进行园艺操作，通过特意抬高种植

池，让使用轮椅出行的老人也能与草木花卉亲密接触。单

层种植池便于坐轮椅的老人观赏操作，双层种植池则鼓励

老人起身锻炼身体，通过高度设置引导老人站起观看或抬

手触摸。

（3）交流休闲区

交流休闲区是一个安静舒适的交流观景的平台。特殊

的座椅摆放形式，形成合理的视线遮挡，创造相对隐私的

交流空间。顶部的太阳伞遮住了直射的阳光，为人们提供

了荫凉的交流环境。一片竹林围绕在场地周边，进一步凸

显了环境的雅致舒适。

结语

面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城镇与农村的老年

群体的养老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各种问题与需求。当

代景观专业应针对不同境况的老年群体进行相应的分析，

以贴近其实际需求，增强设计的功能性。

城市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与城镇、农村

老年人不完全相同，有必要针对该群体的生活状况与情感

需求进行科学分析，确定其景观需求，并制定相应的设计

原则和设计策略。配合城市老年人结交朋友、学习技能、

锻炼身体、怀念旧时等情感需求，搭建适宜景观空间，将

自然环境与功能场所相结合，通过亲近自然来实现生理与

心理的疗愈，构建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的城市养老院景

观，实现维护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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