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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我国养老设施建设发展的需要，提高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质量，使养

老设施建筑适应老年人体能变化和行为特征，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老年养护院、养老院和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等养老设施建筑设计。 

1．0．3 养老设施建筑应以人为本，以尊重和关爱老年人为理念，遵循安全、卫生、

适用、经济的原则，保证老年人基本生活质量，并按养老设施的服务功能、规模等

进行分类分级设计。 

1．0．4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养老设施 elderly facilities 

为老年人提供居住、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方面专项或综合服务的建筑

通称，包括老年养护院、养老院、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 

2．0．2 老年养护院 nursing home for the aged 

为介助、介护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护理、康复娱乐、社会工作等服务的专业

照料机构。 

2．0．3 养老院 home for the aged 



为自理、介助和介护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综合服务的养老

机构，包括社会福利院的老人部、敬老院等。 

2．0．4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day care center for the aged 

为以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半失能老年人为主的日托老年人

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娱乐和交通接送等日间服务的设施。 

2．0．5 养护单元 nursing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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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亲情居室 living room for family members 

供入住老年人与前来探望的亲人短暂共同居住的用房。 

2．0．7 自理老人 self-helping aged people 

生活行为基本可以独立进行，自己可以照料自己的老年人。 

2．0．8 介助老人 device-helping aged people 

生活行为需依赖他人和扶助设施帮助的老年人，主要指半失能老年人。 

2．0．9 介护老人 under nursing aged people 

生活行为需依赖他人护理的老年人，主要指失智和失能老年人。 

3 基本规定 

3．0．1 各类型养老设施建筑的服务对象及基本服务配建内容应符合表 3．0．1 的

规定。其中，场地应包括道路、绿地和室外活动场地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应包括

供电、供暖、给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及污物收集等。 

表 3．0．1 养老设施建筑的服务对象及基本服务配建内容 



 

3．0．2 养老设施建筑可按其配置的床位数量进行分级，且等级划分宜符合表 3．0．2

的规定。 

表 3．0．2 养老设施建筑等级划分 

 

3．0．3 对于为居家养老者提供社区关助服务的社区老年家政服务、医疗卫生服务、

文化娱乐活动等养老设施建筑，其建筑设计宜符合本规范的相关规定。 

3．0．4 养老设施建筑基地应选择在工程地质条件稳定、日照充足、通风良好、交

通方便、临近公共服务设施且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储运的区域。 

3．0．5 养老设施建筑宜为低层或多层，且独立设置。小型养老设施可与居住区中

其他公共建筑合并设置，其交通系统应独立设置。 

3．0．6 养老设施建筑中老年人用房的主要房间的采光窗洞口面积与该房间楼(地)

面面积之比宜符合表 3．0．6 的规定。 

表 3．0．6 老年人用房的主要房间的采光窗洞口面积与该房间楼(地)面面积之比 

 

3．0．7 二层及以上楼层设有老年人的生活用房、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的

养老设施应设无障碍电梯，且至少 1 台为医用电梯。 

3．0．8 养老设施建筑的地面应采用不易碎裂、耐磨、防滑、平整的材料。 



3．0．9 养老设施建筑应进行色彩与标识设计，且色彩柔和温暖，标识应字体醒目、

图案清晰。 

3．0．10 养老设施建筑中老年人用房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且建筑抗震设

防标 

准应按重点设防类建筑进行抗震设计。 

3．0．11 养老设施建筑及其场地均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

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的规定，无障碍设计具体部位应符合表 3．0．11 的规

定。 

表 3．0．11 养老设施建筑及其场地无障碍设计的具体部位 

 

3．0．12 养老设施建筑应进行节能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夏

热冬冷地区及夏热冬暖地区老年人用房地面应避免出现返潮现象。 

4 总 平 面 

4．0．1 养老设施建筑总平面应根据养老设施的不同类别进行合理布局，功能分区、

动静分区应明确，交通组织应便捷流畅，标识系统应明晰、连续。 

4．0．2 老年人居住用房和主要公共活动用房应布置在日照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段，

居住用房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宜小于 2h。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宜与居住用房就近设置。 

4．0．3 养老设施建筑的主要出入口不宜开向城市主干道。货物、垃圾、殡葬等运

输宜设置单独的通道和出入口。 



4．0．4 总平面内的道路宜实行人车分流，除满足消防、疏散、运输等要求外，还

应保证救护车辆通畅到达所需停靠的建筑物出入口。 

4．0．5 总平面内应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在机动车停车场距建筑物主要

出入 

口最近的位置上应设置供轮椅使用者专用的无障碍停车位，且无障碍停车位应与人

行通道衔接，并应有明显的标志。 

4．0．6 除老年养护院外，其他养老设施建筑的总平面内应设置供老年人休闲、健

身、娱乐等活动的室外活动场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活动场地的人均面积不应低于 1．20m2； 

2 活动场地位置宜选择在向阳、避风处，场地范围应保证有 1/2 的面积处于当地标

准的建筑日照阴影之外； 

3 活动场地表面应平整，且排水畅通，并采取防滑措施； 

4 活动场地应设置健身运动器材和休息座椅，宜布置在冬季向阳、夏季遮萌处。 

4．0．7 总平面布置应进行场地景观环境和园林绿化设计。绿化种植宜乔灌木、草

地相结合，并宜以乔木为主。 

4．0．8 总平面内设置观赏水景的水池水深不宜大于 0．6m，并应有安全提示与

安全防护措施。 

4．0．9 老年人集中的室外活动场地附近应设置公共厕所，且应配置无障碍厕位。 

4．0．10 总平面内应设置专用的晒衣场地。当地面布置困难时，晒衣场地也可布

置在上人屋面上，并应设置门禁和防护设施。 

5 建筑设计 

5．1 用房设置 



5．1．1 养老设施建筑应设置老年人用房和管理服务用房，其中老年人用房应包括

生活用房、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不同类型养老设施建筑的房间设置宜符

合表 5．1．1 的规定。 

表 5．1．1 不同类型养老设施建筑的房间设置 

 

 

 

5．1．2 养老设施建筑各类用房的使用面积不宜小于表 5．1．2 的规定。旧城区养

老设施改建项目的老年人生活用房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表 5．1．2 的规定，其他用

房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表 5．1．2 规定的 70％。 

表 5．1．2 养老设施建筑各类用房最小使用面积指标 



 

注：对于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公共活动用房，表中的使用面积指标是指独立设置时

的指标；当公共活动用房与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合并设置时，可以不考虑其面积指标。 

5．1．3 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的老年人生活用房中的居住用房和生活辅助用房宜按

养护单元设置，且老年养护院养护单元的规模宜不大于 50 床；养老院养护单元的

规模宜为(50～100)床；失智老年人的养护单元宜独立设置，且规模宜为 10 床。 

5．2 生活用房 

5．2．1 老年人卧室、起居室、休息室和亲情居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半地下，不应

与电梯井道、有噪声振动的设备机房等贴邻布置。 

5．2．2 老年人居住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的卧室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6．00m2/床，且单人间卧室使用

面积不宜小于 10．00m2，双人间卧室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6．00m2； 

2 居住用房内应设每人独立使用的储藏空间，单独供轮椅使用者使用的储藏柜高度

不宜大于 1．60m； 

3 居住用房的净高不宜低于 2．60m；当利用坡屋顶空间作为居住用房时，最低处

距地面净高不应低于 2．20m，且低于 2．60m 高度部分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

积的 1/3； 4 居住用房内宜留有轮椅回转空间，床边应留有护理、急救操作空间。 

5．2．3 老年养护院每间卧室床位数不应大于 6 床；养老院每间卧室床位数不应大

于 4 床；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休息室宜为每间 4 人～8 人；失智老年人的每间

卧室床位数不应大于 4 床，并宜进行分隔。 



5．2．4 失智老年人用房的外窗可开启范围内应采取防护措施，房间门应采用明显

颜色或图案进行标识。 

5．2．5 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的老年人居住用房宜设置阳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养护院相邻居住用房的阳台宜相连通； 

2 开敞式阳台栏杆高度不低于 1．10m，且距地面 0．30m 高度范围内不宜留空； 

3 阳台应设衣物晾晒装置； 

4 开敞式阳台应做好雨水遮挡及排水措施；严寒及寒冷地区、多风沙地区宜设封闭

阳台； 5 介护老年人中失智老年人居住用房宜采用封闭阳台。 

5．2．6 老年人自用卫生间的设置应与居住用房相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养老院的老年人自用卫生间应满足老年人盥洗、便溺、洗浴的需要；老年养护院、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老年人自用卫生间应满足老年人盥洗、便溺的需要；卫生洁具

宜采用浅色； 

2 自用卫生间的平面布置应留有助厕、助浴等操作空间； 

3 自用卫生间宜有良好的通风换气措施； 

4 自用卫生间与相邻房间室内地坪不应有高差，地面应选用防滑耐磨材料。 

5．2．7 老年人公用厨房应具备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 

5．2．8 老年人公共餐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餐厅的使用面积应符合表 5．2．8 的规定； 

2 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的公共餐厅宜结合养护单元分散设置； 

3 公共餐厅应使用可移动的、牢固稳定的单人座椅； 

4 公共餐厅布置应能满足供餐车进出、送餐到位的服务，并应为护理员留有分餐、

助餐空间；当采用柜台式售饭方式时，应设有无障碍服务柜台。 



表 5．2．8 养老设施建筑的公共餐厅使用面积(m/座) 

 

2 

注：1 老年养护院公共餐厅的总座位数按总床位数的 60％测算；养老院公共餐厅的

总座位数按总床位数的 70％测算；老年日照料中心的公共餐厅座位数按被照料老人

总人数测算。 

2 老年养护院的公共餐厅使用面积指标，小型取上限值，特大型取下限值。 

5．2．9 老年人公用卫生间应与老年人经常使用的公共活动用房同层、邻近设置，

并宜有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的每个养护单元内均应设置

公用卫生间。公用卫生间洁具的数量应按表 5．2．9 确定。 

表 5．2．9 公用卫生间洁具配置指标(人/每件) 

 

注：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公用卫生间洁具数量按其功能房间所服务的老人数测算；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公用卫生间洁具数量按老人总数测算，当与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合并设置时应相应增加沽具数量。 

5．2．10 老年人专用浴室、公用沐浴间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人专用浴室宜按男女分别设置，规模可按总床位数测算，每 15 个床位应设 1

个浴位，其中轮椅使用者的专用浴室不应少于总床位数的 30％，且不应少于 1 间； 

2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每15～20个床位宜设1间具有独立分隔的公用沐浴间； 3 公

用沐浴间内应配备老年人使用的浴槽(床)或洗澡机等助浴设施，并应留有助浴空间； 

4 老年人专用浴室、公用沐浴间均应附设无障碍厕位。 



5．2．11 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的每个养护单元均应设护理站，且位置应明显易找，

并宜适当居中。 

5．2．12 养老设施建筑内宜每层设置或集中设置污物间，且污物间应靠近污物运

输通道，并应有污物处理及消毒设施。 

5．2．13 理发室、商店及银行、邮电、保险代理等生活服务用房的位置应方便老

年人使用。 

5．3 医疗保健用房 

5．3．1 医疗用房中的医务室、观察室、治疗室、检验室、药械室、处置室，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JGJ 49 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医务室的位置应方便老年人就医和急救； 

2 除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外，小、中型养老设施建筑宜设观察床位；大型、特大型养

老设施建筑应设观察室；观察床位数量应按总床位数的 1％～2％设置，并不应少于

2 床； 3 临终关怀室宜靠近医务室且相对独立设置，其对外通道不应与养老设施建

筑的主要出入口合用。 

5．3．2 保健用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健室、康复室的地面应平整，表面材料应具弹性，房间平面布局应适应不同康

复设施的使用要求； 

2 心理疏导室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0．00m2。 

5．4 公共活动用房 

5．4．1 公共活动用房应有良好的天然采光与自然通风条件，东西向开窗时应采取

有效的遮阳措施。 



5．4．2 活动室的位置应避免对老年人卧室产生干扰，平面及空间形式应适合老年

人活动需求，并应满足多功能使用的要求。 

5．4．3 多功能厅宜设置在建筑首层，室内地面应平整并设休息座椅，墙面和顶棚

宜做吸声处理，并应邻近设置公用卫生间及储藏间。 

5．4．4 严寒、寒冷地区的养老设施建筑宜设置阳光厅。多雨地区的养老设施建筑

宜设置风雨廊。 

5．5 管理服务用房 

5．5．1 入住登记室宜设置在主要出入口附近，并应设置醒目标识。 

5．5．2 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的总值班室宜靠近建筑主要出入口设置，并应设置建

筑设备设施控制系统、呼叫报警系统和电视监控系统。 

5．5．3 厨房应有供餐车停放及消毒的空间，并应避免噪声和气味对老年人用房的

干扰。 

5．5．4 职工用房应考虑工作人员休息、洗浴、更衣、就餐等需求，设置相应的空

间。 

5．5．5 洗衣房平面布置应洁、污分区，并应满足洗衣、消毒、叠衣、存放等需求。 

6 安全措施 

6．1 建筑物出入口 

6．1．1 养老设施建筑供老年人使用的出入口不应少于两个，且门应采用向外开启

平开门或电动感应平移门，不应选用旋转门。 

6．1．2 养老设施建筑出入口至机动车道路之间应留有缓冲空间。 

6．1．3 养老设施建筑的出入口、入口门厅、平台、台阶、坡道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入口门厅处宜设休息座椅和无障碍休息区； 



2 出入口内外及平台应设安全照明； 

3 台阶和坡道的设置应与人流方向一致，避免迂绕； 

4 主要出入口上部应设雨篷，其深度宜超过台阶外缘 1．00m 以上；雨篷应做有组

织排水； 

5 出入口处的平台与建筑室外地坪高差不宜大于 500mm，并应采用缓步台阶和坡

道过渡；缓步台阶踢面高度不宜大于 120mm，踏面宽度不宜小于 350mm；坡道

坡度不宜大于 1/12，连续坡长不宜大于 6．00m，平台宽度不应小于 2．00m； 

6 台阶的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1．50m；当台阶宽度大于 3．00m 时，中间宜加设安

全扶手；当坡道与台阶结合时，坡道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1．20m，且坡道应作防滑

处理。 

6．2 竖向交通 

6．2．1 供老年人使用的楼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楼梯间应便于老年人通行，不应采用扇形踏步，不应在楼梯平台区内设置踏步；

主楼梯梯段净宽不应小于 1．50m，其他楼梯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20m； 

2 踏步前缘应相互平行等距，踏面下方不得透空； 

3 楼梯宜采用缓坡楼梯；缓坡楼梯踏面宽度宜为 320mm～330mm，踢面高度宜为

120mm～130mm； 

4 踏面前缘宜设置高度不大于 3mm 的异色防滑警示条；踏面前缘向前凸出不应大

于 10mm； 

5 楼梯踏步与走廊地面对接处应用不同颜色区分，并应设有提示照明； 

6 楼梯应设双侧扶手。 

6．2．2 普通电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梯门洞的净宽度不宜小于 900mm，选层按钮和呼叫按钮高度宜为 0．90m～

1．10m，电梯入口处宜设提示盲道。 

2 电梯轿厢门开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轿厢内壁周边应设有安全扶手和监

控及对讲系统。 

3 电梯运行速度不宜大于 1．5m/s，电梯门应采用缓慢关闭程序设定或加装感应装

置。 

6．3 水平交通 

6．3．1 老年人经过的过厅、走廊、房间等不应设门槛，地面不应有高差，如遇有

难以避免的高差时，应采用不大于 1/12 的坡面连接过渡，并应有安全提示。在起

止处应设异色警示条，临近处墙面设置安全提示标志及灯光照明提示。 

6．3．2 养老设施建筑走廊净宽不应小于 1．80m。固定在走廊墙、立柱上的物体

或标牌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2．00m；当小于 2．00m 时，探出部分的宽度不应

大于 100mm；当探出部分的宽度大于 100mm 时，其距地面的高度应小于 600mm。 

6．3．3 老年人居住用房门的开启净宽应不小于 1．20m，且应向外开启或推拉门。

厨房、卫生间的门的开启净宽不应小于 0．80m，且选择平开门时应向外开启。 

6．3．4 过厅、电梯厅、走廊等宜设置休憩设施，并应留有轮椅停靠的空间。电梯

厅兼作消防前室(厅)时，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靠墙固定的休息设施，且其水平投影

面积不应计入消防前室(厅)的规定面积。 

6．4 安全辅助措施 

6．4．1 老年人经过及使用的公共空间应沿墙安装安全扶手，并宜保持连续。安全

扶手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扶手直径宜为 30mm～45mm，且在有水和蒸汽的潮湿环境时，截面尺寸应取下

限值； 2 扶手的最小有效长度不应小于 200mm。 

6．4．2 养老设施建筑室内公共通道的墙(柱)面阳角应采用切角或圆弧处理，或安

装成品护角。沿墙脚宜设 350mm 高的防撞踢脚。 

6．4．3 养老设施建筑主要出入口附近和门厅内，应设置连续的建筑导向标识，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出入口标识应易于辨别。且当有多个出入口时，应设置明显的号码或标识图案； 2 

楼梯间附近的明显位置处应布置楼层平面示意图，楼梯间内应有楼层标识。 

6．4．4 其他安全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人所经过的路径内不应设置裸放的散热器、开水器等高温加热设备，不应摆

设造型锋利和易碎饰品，以及种植带有尖刺和较硬枝条的盆栽；易与人体接触的热

水明管应有安全防护措施； 

2 公共疏散通道的防火门扇和公共通道的分区门扇，距地 0．65m 以上，应安装透

明的防火玻璃；防火门的闭门器应带有阻尼缓冲装置； 

3 养老设施建筑的自用卫生间、公用卫生间门宜安装便于施救的插销，卫生间门上

宜留有观察窗口； 

4 每个养护单元的出入口应安装安全监控装置； 

5 老年人使用的开敞阳台或屋顶上人平台在临空处不应设可攀登的扶手；供老年人

活动 

的屋顶平台女儿墙的护栏高度不应低于 1．20m； 

6 老年人居住用房应设安全疏散指示标识，墙面凸出处、临空框架柱等应采用醒目

的色彩或采取图案区分和警示标识。 



7 建筑设备 

7．1 给水与排水 

7．1．1 养老设施建筑宜供应热水，并宜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热水配水点出水

温度宜为 40℃～50℃。热水供应应有控温、稳压装置。有条件采用太阳能的地区，

宜优先采用太阳能供应热水。 

7．1．2 养老设施建筑应选用节水型低噪声的卫生洁具和给排水配件、管材。 

7．1．3 养老设施建筑自用卫生间、公用卫生间、公用沐浴间、老年人专用浴室等

应选用方便无障碍使用与通行的洁具。 

7．1．4 养老设施建筑的公用卫生间宜采用光电感应式、触摸式等便于操作的水嘴

和水冲式坐便器冲洗装置。室内排水系统应畅通便捷。 

7．2 供暖与通风空调 

7．2．1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养老设施建筑应设集中供暖系统，供暖方式宜选用低温

热水地板辐射供暖。夏热冬冷地区应配设供暖设施。 

7．2．2 养老设施建筑集中供暖系统宜采用不高于 95℃的热水作为热媒。 

7．2．3 养老设施建筑应根据地区的气候条件，在含沐浴的用房内安装暖气设备或

预留安装供暖器件的位置。 

7．2．4 养老设施建筑有关房间的室内冬季供暖计算温度不应低于表 7．2．4 的规

定。 

表 7．2．4 养老设施建筑有关房间的室内冬季供暖计算温度 

 

7．2．5 养老设施建筑内的公用厨房、自用与公用卫生间，应设置排气通风道，并

安装机械排风装置，机械排风系统应具备防回流功能。 



7．2．6 严寒、寒冷及夏热冬冷地区的公用厨房，应设置供房间全面通风的自然通

风设 

施。 

7．2．7 严寒、寒冷及夏热冬冷地区的养老设施建筑内，宜设置满足室内卫生要求

的机械通风，并宜采用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 

7．2．8 最热月平均室外气温高于 25℃地区的养老设施建筑，应设置降温设施。 

7．2．9 养老设施建筑内的空调系统应设置分室温度控制措施。 

7．2．10 养老设施建筑内的水泵和风机等产生噪声的设备，应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7．3 建筑电气 

7．3．1 养老设施建筑居住用房及公共活动用房宜设置备用照明，并宜采用自动控

制方式。 

7．3．2 养老设施建筑居住、活动及辅助空间照度值应符合表 7．3．2 的规定，光

源宜选用暖色节能光源，显色指数宜大于 80，眩光指数宜小于 19。 

表 7．3．2 养老设施建筑居住、活动及辅助空间照度值 

 

7．3．3 养老设施建筑居住用房至卫生间的走道墙面距地 0．40m 处宜设嵌装脚灯。

居住用房的顶灯和床头照明宜采用两点控制开关。 

7．3．4 养老设施建筑照明控制开关宜选用宽板翘板开关，安装位置应醒目，且颜

色应与墙壁区分，高度宜距地面 1．10m。 

7．3．5 养老设施建筑出入口雨篷底或门口两侧应设照明灯具，阳台应设照明灯具。 

7．3．6 养老设施建筑走道、楼梯间及电梯厅的照明，均宜采用节能控制措施。 



7．3．7 养老设施建筑的供电电源应安全可靠，宜采用专线配电，供配电系统应简

明清晰，供配电支线应采用暗敷设方式。 

7．3．8 养老院宜每间(套)设电能计量表，并宜单设配电箱，配电箱内宜设电源总

开关，电源总开关应采用可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的开关电器。配电箱内的插座回

路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7．3．9 养老设施建筑的电源插座距地高度低于 1．8m 时，应采用安全型电源插

座。居住用房的电源插座高度距地宜为 0．60m～0．80m；厨房操作台的电源插

座高度距地宜为 

0．90m～1．10m。 

7．3．10 养老设施建筑的居住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和公共餐厅等应设置有线电视、

电话及信息网络插座。 

7．3．11 养老设施建筑的公共活动用房、居住用房及卫生间应设紧急呼叫装置。

公共活动用房及居住用房的呼叫装置高度距地宜为 1．20m～1．30m，卫生间的

呼叫装置高度距地宜为 0．40m～0．50m。 

7．3．12 养老设施建筑以及室外活动场所(地)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或护理智能

化系统。在养老设施建筑的各出入口和单元门、公共活动区、走廊、各楼层的电梯

厅、楼梯间、电梯轿厢等场所应设置安全监控设施。 

7．3．13 安全防护 

1 养老设施建筑应做总等电位联结，医疗用房和卫生间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 2 养

老设施建筑内的灯具应选用Ⅰ类灯具，线路中应设置 PE 线； 

3 养老设施建筑中的医疗用房宜设防静电接地； 

4 养老设施建筑应设置防火剩余电流动作报警系统。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 

GB 50867-2013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GB 50867-2013，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9 月 6

日以第 142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我国不同地区

近年来养老设施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

实地调研和广泛征求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及多次修改，取得了符合中国国情，可操

作性较强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

执行条文规定，《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

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

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1 总 则 

1．0．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不断提高，

老年人的寿命呈现出高龄化倾向，家庭模式空巢化现象也显得越来越突出，众多介

护老人长期照料护理服务需求日益迫切。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78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26％，预计到 2050 年我国老龄化

将达到峰值，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 4．37 亿人。截止到 2009 年 80 岁以

上高龄老年人达到 1899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年均增速达 5％，快于老龄

化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 3％的水平。我国城乡老年空巢家庭超过 50％，部

分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达到 70％，而各类老年福利机构 3．81 万个，床位 266．2

万张，养老床位总数仅占全国老年人口的 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5％～7％的

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2％～3％的水平。可见，我国目前已进入老龄化快速

发展阶段，关注养老与养老机构建设已是当前最大民生问题之一。中国老龄事业发

展“十二五”规划及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也针对目前我国老龄

化发展的现状，从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三个方面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发展

建设目标和任务。因此，适时编制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为养老设施建筑的设计

和管理提供技术依据，以满足当今老年人对社会机构养老的迫切需要，是编制本规

范的根本前提和目的。 



1．0．2 根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 年)》，我国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主要由居家养老、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等三个有机部分组成。本规范主要针

对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设施，机构养老主要包括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等，社区养老

主要包括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由于区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现的将既有建筑

改、扩建为养老设施的建筑，如原幼儿园、小学、医院等改造为养老设施项目，其

建筑设计可以按本规范执行。 

1．0．3 本条提出了养老设施建筑设计的理念、原则。养老设施建筑需要针对自理、

介助(即半自理的、半失能的)和介护(即不能自理的、失能的、需全护理的)等不同老

年人群体的养老需求及其身体衰退和生理、心理状况以及养护方式，进行个性化、

人性化设计，切实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质量。 

1．0．4 本条规定是为了明确本标准与相关标准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是指现行的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养老设施建筑有关的规划及

建筑结构、消防、热工、节能、隔声、照明、给水排水、安全防范、设施设备等设

计，除需要执行本规范外，还需要执行其他相关标准。例如《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

规范》GB 504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MZ 008 等。 

2 术 语 

2．0．1 养老设施是专项或综合服务的养老建筑服务设施的通称。为满足不同层次、

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的需求，根据养老设施的床位数量、设施条件和综合服务功

能，养老设施建筑划分为老年养护院、养老院、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 

2．0．2～2．0．4 为使术语反映时代特点，并与相关标准表述内容一致，规定了

各类养老设施建筑的内涵。如老年养护院以接待患病或健康条件较差，需医疗保健、



康复护理的介助、介护老年人为主。这也与《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

中的表述：“老年养护院是指为失能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护理、康复娱乐、

社会工作等服务的专业照料机构”是一致的。养老院为自理、介助、介护老年人提

供集中居住和综合服务，它包括社会福利院的老人部、敬老院等。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通常设置在居住社区中，例如社区的日托所、老年日间护理中心(托老所)等，是

一种适合介助老年人的“白天入托接受照顾和参与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

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与《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43-2010：“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是指为以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日常生活需要

一定照料的半失能老年人为主的日托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

娱乐和交通接送等日间服务的设施”的内容一致。 

2．0．5 在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中，为便于老年人养护及管理，通常将老年人养护

设施分区设置，划分为相对独立的护理单元。养护单元内包括老年人居住用房、餐

厅、公共浴室、会见聊天室、心理咨询室、护理员值班室、护士工作室等用房。从

消防与疏散角度考虑，养护单元最好与防火分区结合设计。 

2．0．6 为了体现对失能老年人的人文关怀，满足入住失能老年人与前来探望的子

女短暂居住，共享天伦之乐，感受家庭亲情需要的居住用房。通常养老院和老年养

护院设置 

亲情居室。 

2．0．7～2．0．9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衰退状况、行为能力特征，根据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将老年人按自理老人，介助老人和介护老人等行为状态区分，以科学地、

动态地反映老年人的体能变化及行为障碍状态，力求建筑设计充分体现适老性。 

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规定了养老设施的服务对象及基本服务配置。需要强调的是，养老设

施的服务配置应当在适应当前、预留发展、因地制宜的原则指导下，在满足服务功

能和社会需求基础上，尽可能综合布设并充分利用社会公共设施。 

3．0．2 根据我国民政部颁布的现行行业标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MZ 008，以及建设标准《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43-2010，养老设施可以根据配建和设施规模划分等

级。国家和各地的民政部门在养老设施管理规定中将提供居养和护理的养老机构按

床位数分级，以便于配置人员和设施。因此，建设标准主要满足养老设施的规划建

设和项目投资的需要。本规范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 分级设置的规定，并参考国内外养老机构的建设情况，根据养老设施建筑用

房配置要求将养老设施中的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按其床位数量分为小型、中型、大

型和特大型四个等级，主要满足建筑设计的最低技术指标。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按照

社区人口规模 10000 人～15000 人、15000 人～30000 人、30000 人～50000 人

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三个等级，按照 2015 年全国老龄化水平的预测值 15．3％，

并根据小型、中型和大型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建筑面积分别按照老年人人

均房屋建筑面积 0．26m2、0．32m2、0．39m2 进行估算，则三类的面积规模分

别为 300m2～800m2、800m2～1400m2、1400m2～2000m2。同时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 中对托老所的配建规模及要求，

托老所不应小于 10 床位，每床建筑面积不应小于 20m2。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到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多为社区层面的养老设施，且应与其他养老设施的等级划分相

协调，因此本规范将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确定小型和中型两个等级，分别为小于或等

于 40 人和 41 人～100 人。 



根据以上原则分级，配合规划形成的养老设施网络能够基本覆盖城镇各级居民点，

满足老年人使用的需求；其分级的方式也能够与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规范》GB 50180 取得良好的衔接，利于不同层次的设施配套。在实际运作中可

以和现有的以民政系统管理为主的老年保障网络相融合，如大型、特大型养老设施

与市(地区)级要求基本相同，中型养老设施则相当于规模较大辐射范围较广的区级

设施，而小型养老设施则与居住区级的街道和乡镇规模相一致，这样便于民政部门

的规划管理。 

3．0．3 本规范中的老年养护院、养老院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是社会养老机构设施。

为适应我国“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

发展模 

式，社区中为居家养老者提供社区关助服务的养老设施，如老年家政服务中心(站)、

老年活动中心(站)、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老年学园(大学)等，可以从实

际出发独立设置或合设于社区服务中心(站)、社区活动中心(站)、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站)、老年学园(大学)等社区配套的公共服务场所内，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其建

筑设计可以按本规范执行。 

3．0．4 养老设施建筑基地选择，一方面要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阳

光、空气、绿化等自然条件要求较高，对气候、风向及周边生活环境敏感度较强等；

另一方面还应考虑到老年人出行方便和子女探望的需要，因此基地要选择在工程地

质条件稳定、日照充足、通风良好、交通方便、临近公共服务设施及远离污染源、

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储运的区域。 

3．0．5 考虑到老年人特殊的体能与行为特征，养老设施建筑宜为低层或多层并独

立设置，以便于紧急情况下的救助与疏散，以及减少外界的干扰。受用地等条件所



限，社区内的小型养老设施可以与其他公共设施建筑合并设置，但需要具备独立的

交通系统，便于安全疏散。 

3．0．6 老年人由于长时间生活在室内，因此老年人用房的朝向和阳光就非常重要。

本规范规定养老设施建筑主要用房的窗地比，以保证良好朝向和采光。 

3．0．7 为了便于老年人日常使用与紧急情况下的抢救与疏散，养老设施的二层及

以上楼层设有老年人用房时，需要以无障碍电梯作为垂直交通设施，且至少 1 台能

兼作医用电梯，以便于急救时担架或医用床的进出。 

3．0．8 为保证老年人的行走安全及方便，对养老设施建筑中的地面材料提出了设

计要求，以防止老年人滑倒或因滑倒引起的碰伤、划伤、扭伤等。 

3．0．9 考虑到老年人视力、反应能力等不断衰退，强调色彩和标识设计非常必要。

色彩柔和、温暖，易引起老年人注意与识别，既提高老年人的感受能力，也从心理

上营造了一种温馨和安全感。标识的字和图案都要比一般场所的要大些，方便识别。 

3．0．10 针对老年人行动能力弱、自救能力差的特点，专门提出养老设施建筑中

老年人用房可按重点公建做好抗震与防火等安全设计。 

3．0．11 老年人体能衰退的特征之一，表现在行走机能弱化或丧失，抬腿与迈步

行为不便或需靠轮椅等扶助，因此，新建及改扩建养老设施的建筑和场地都需要进

行无障碍设计，并且按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执行。本规范

对养老设施相应 

用房设置提出了进行无障碍设计的具体位置，以方便设计与提高养老设施建筑的安

全性。 

3．0．12 夏热冬冷地区及夏热冬暖地区养老设施的老年人用房的地面，在过渡季

节易出现地面湿滑的返潮现象，为防止老年人摔伤，特做此规定。 



4 总 平 面 

4．0．1 养老设施一般包括生活居住、医疗保健、休闲娱乐、辅助服务等功能，需

要按功能关系进行合理布局。明确动静分区，减少干扰。合理组织交通，沿老年人

通行路径设置明显、连续的标识和引导系统，以方便老年人使用。 

4．0．2 保证养老设施的居住用房和主要公共活动用房充足的日照和良好的通风对

老年人身心健康尤为重要。考虑到地域的差异，日照时间按当地城镇规划要求执行，

其中老年人的起居室、活动室应满足日照 2h，卧室宜满足日照 2h。公共配套服务

设施与居住用房就近设置，以便服务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4．0．3 城市主干道往往交通繁忙、车速较快，养老设施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开向城

市主干道时，不利于保证老年人出行安全。货物、垃圾、殡葬等运输最好设置具有

良好隔离和遮挡的单独通道和出入口，避免对老年人身心造成影响。 

4．0．4 考虑到老年人出行方便和休闲健身等安全，养老设施中道路要尽量做到人

车分流，并应当方便消防车、救护车进出和靠近，满足紧急时人群疏散、避难逃生

需求，并且应设置明显的标志和导向系统。 

4．0．5 考虑介助老年人的需要，在机动车停车场距建筑物主要出入口最近的位置

上设置供轮椅使用者专用的无障碍停车位，明显的标志可以起到强化提示的功能。 

4．0．6 满足老年人室外活动需求，室外活动场地按人均面积不低于 1．20m 计算，

且保证一定的日照和场地平整、防滑等条件。根据老年人活动特点进行动静分区，

一般将运动项目场地作为动区，设置健身运动器材，并与休憩静区保持适当距离。

在静区根据情况进行园林设计，并设置亭、廊、花架、座椅等设施，座椅布置宜在

冬季向阳、夏季遮荫处，可便于老年人使用。 



4．0．7 为创造良好的景观环境，养老设施建筑总平面需要根据各地情况适宜做好

庭院景观绿化设计。 

4．0．8 老年人低头观察事物，易发生头晕摔倒事件。因此，养老设施建筑总平面

中观 2 

赏水景的水深不宜超过 0．60m，且水池周边需要设置栏杆、格栅等防护措施。 

4．0．9 根据老年人生理特点，养老设施需要在老年人集中的室外活动场地附近设

置便于老年人使用的公共厕所，且考虑轮椅使用者的需要。 

4．0．10 为保证老年人身体健康，满足老年人衣服、被褥等清洗晾晒要求，总平

面布置时需要设置专用晾晒场地。当室外地面晾衣场地设置困难时，可利用上人屋

面作为晾衣场地，但需要设置栏栅、防护网等安全防护设施，防止老年人误入。 

5 建筑设计 

5．1 用房设置 

5．1．1 根据老年人使用情况，养老设施建筑的内部用房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老

年人用房和管理服务用房。 

老年人用房是指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使用的房间。根据不同功能又可划分为三

类：即生活用房、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各类用房的房间在无相互干扰且

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可合并设置。 

生活用房是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及为其提供各类保障服务的房间，包括居住用房、生

活辅助用房和生活服务用房。其中居住用房包括卧室、起居室、休息室、亲情居室；

生活辅助用房包括自用卫生间、公用卫生间、公用沐浴间、公用厨房、公共餐厅、

自助洗衣间、开水间、护理站、污物间、交往厅；生活服务用房包括老年人专用浴

室、理发室、商店和银行、邮电、保险代理等房间。 



医疗保健用房分为医疗用房和保健用房。医疗用房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诊察和治疗

功能，包括医务室、观察室、治疗室、检验室、药械室、处置室和临终关怀室等房

间；保健用房则为老年人提供康复保健和心理疏导服务功能，包括保健室、康复室

和心理疏导室。 

公共活动用房是为老年人提供文化知识学习和休闲健身交往娱乐的房间，包括活动

室、多功能厅和阳光厅(风雨廊)。其中活动室包括阅览室、网络室、棋牌室、书画

室、健身室和教室等房间。 

管理服务用房是养老设施建筑中工作人员管理服务的房间，主要包括总值班室、入

住登记室、办公室、接待室、会议室、档案室、厨房、洗衣房、职工用房、备品库、

设备用房等房间。 

为提高养老设施建筑用房使用效率，在满足使用功能和相互不干扰的前提下，各类

用房可合并设置。 

5．1．2 本条面积指标分为两部分。老年养护院、养老院按每床使用面积规定，老

年日间照料中心按每人使用面积规定。 

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的面积指标是参照《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GB 50437 中

规定的各级老年护理院、养老院的配建指标，以及《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 中规定的五类养护院每床建筑面积指标综合确定的，即老年养护院、养

老院的每床建筑面积标准为 45m2/床。以上建筑面积标准乘以平均使用系数 0．60，

得出每床使用面积标准。又根据《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 中规定的

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确定老年养护院的各类用房每床使用面积标准。同时根据

养老院开展各项工作的实际需求，结合对各地调研数据的认真分析和总结，确定养



老院的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标准。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的面积指标是参照《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43-2010 中规定的各类用房使用面积的比例综合确定的。各地可根据实际业务需

要在总使用面积范围内适当调整。 

5．1．3 为便于为老年人提供各项服务和有效的管理，养老院、老年养护院的老年

人生活用房中的居住用房和生活辅助用房宜分单元设置。经调研，养老设施中能够

有效照料和巡视自理老年人的服务单元规模为 100 人左右，考虑到一些养老院中可

能有一部分老年人为介助老年人，并结合国内外家庭养老发展方向，其养护单元的

老年人数量宜适当减少，因此本条确定老年养护院养护单元的规模宜不大于 50 床；

养老院养护单元的规模宜为 50 床～100 床；介护老年人中的失智老年人，护理与

服务方式较为特殊，其养护单元宜独立设置，参照国内外有关资料其规模宜为 10

床。 

5．2 生活用房 

5．2．1 居住用房是老年人久居的房间，强调本条主要考虑设置在地下、半地下的

老年人居住用房的阳光、自然通风条件不佳和火灾紧急状态下烟气不易排除，对老

年人的健康和安全带来害。噪声振动对老年人的心脑功能和神经系统有较大影响，

远离噪声源布置居住用房，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 

5．2．2 据调查现在实际老年人居住用房普遍偏小。由于老年人动作迟缓，准确度

降低以及使用轮椅和方便护理的需要，特别是对文化层次越来越高的老年人，生活

空间不宜太小。日本老年看护院标准单人间卧室 10．80m，香港安老院标准每人

6．50m 等，本规范参照国内外标准综合确定了面积指标。 



5．2．3 根据目前国内经济状况和现有养老院调查情况，本规范规定每卧室的最多

床位数标准。其中规定失智老人的床位进行适当分隔，是为了避免相互影响及发生

意外损伤。 

5．2．4 为防止介护老年人中失智老年人发生高空坠落等意外发生，本条规定失智

老年人养护单元用房的外窗可开启范围内设置防护措施。房间门采用明显颜色或图

案加以显著标识，以便于失智老年人记忆和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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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老年养护院相邻居室的阳台平时可分开使用，紧急情况下可以连通，以便

于防火疏散与施救。开敞式阳台栏杆高度不低于 1．10m，且距地面 0．30m 高度

范围内不留空，并做好雨水遮挡和排水措施，以保证介助老年人使用安全。考虑地

域特征，寒冷地区、多风沙地区，阳台设封闭避风设置。介护老年人中失智老年人

居室的阳台采用封闭式设置，以便于管理服务。 

5．2．6 老年人身患泌尿系统病症较普遍，自用卫生间位置与居室相邻设置，以方

便老年人使用。卫生洁具浅色最佳，不仅感觉清洁而且易于随时发现老年人的某些

病变。卫生间的平面布置要考虑可能有护理员协助操作，留有助厕、助浴空间。自

用卫生间需要保证良好的自然通风换气、防潮、防滑等条件，以提高环境卫生质量。 

5．2．7 养老设施建筑的公用厨房，保证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以提高安全性

和方便性。 

5．2．8 老年人多依赖于公共餐厅就餐，本规范参照《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

144-2010 中的相关标准，规定最低配建面积标准。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的公共餐

厅结合养护单元分散设置，与老年人生活用房的距离不宜过长，便于老年人就近用

餐。老年人的就餐习惯、体能心态特征各异，且行动不便，因此公共餐厅需使用可



移动的单人座椅。在空间布置上为护理员留有分餐、助餐空间，且应设有无障碍服

务柜台，以便于更好地为老年人就餐服务。 

5．2．9 养老设施建筑中除自用卫生间外，还需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生活服务用房、

医疗保健用房、公共活动用房等设置公用卫生间，且同层、临近、分散设置，并应

考虑采光、通风及男女性别特点。老年养护院、养老院的每个养护单元内均应设置

公用卫生间，以方便老年人使用。 

5．2．10 当用地紧张时，小型养老设施的老年人专用浴室，可男女合并设置分时

段使用；介助和介护的老年人，多有助浴需要，应留有助浴空间；公用沐浴间一般

需要结合养护单元分散设置，规模可按总床位数测算。 

5．2．11 护理站是护理员值守并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房间。规定每个养护单

元均设护理站，是为了方便和及时为介助和介护老年人服务。 

5．2．12 污物间靠近污物运输通道，便于控制污染。 

5．2．13 购物、取钱、邮寄等是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因此，商店、银

行、邮电及保险代理等用房，需就近居住用房设置，以方便老年人生活。 

5．3 医疗保健用房 

5．3．1 由于老年人疾病发病率高、突发性强，因此养老设施建筑均需要具有必要

的医疗设施条件，并根据不同的服务类别和规模等级进行设置。医疗用房中的医务

室、观察室、治疗室、检验室、药械室、处置室等，按《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49 的相关规定设计，并尽可能利用社会资源为老年人就医服务。其中医务室临

近生活区，便于救护车的靠近和运送病人；临终关怀室靠近医疗用房独立设置，可

以避免对其他老年人心理上产生不良影响。由于老年人遗体的运送相对私密隐蔽，

因此其对外通道需要独立设置。 



5．3．2 养老设施建筑的保健用房包括保健室、康复室和心理疏导室等。其中保健

室和康复室是老年人进行日常保健和借助各类康复设施进行康复训练的房间，房间

应地面平整、表面材料具有一定弹性，可以防止和减轻老年人摔倒所引起的损伤，

房间的平面形式应考虑满足不同保健和康复设施的摆放和使用要求。规定心理疏导

室使用面积不小于 10．00m2，是为了满足沙盘测试的要求，以缓解老年人的紧张

和焦虑心理。 

5．4 公共活动用房 

5．4．1 公共活动用房是老年人从事文化知识学习、休闲交往娱乐等活动的房间，

需要具有良好的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5．4．2 活动室通常要相对独立于生活用房设置，以避免对老年人居室产生干扰。

其平面及空间形式需充分考虑多功能使用的可能性，以适合老年人进行多种活动的

需求。 

5．4．3 多功能厅是为老年人提供集会、观演、学习等文化娱乐活动的较大空间场

所，为了便于老年人集散以及紧急情况下的疏散需要，多功能厅通常设置在建筑首

层。室内地面平整且具有弹性，墙面和顶棚采用吸声材料，可以避免老年人跌倒摔

伤和噪声的干扰。在多功能厅邻近设置公用卫生间和储藏间(仓库)等，便于老年人

就近使用。 

5．4．4 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冬季时间较长，老年人无法进行室外活动，因此养老

设施设置阳光厅，并保证其在冬季有充足的日照，以满足老年人日光浴的需要。夏

热冬暖地区、温和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多雨多雪地区)降雨量较大，养老设施建筑

设置风雨廊，以便于老年人进行室外活动。 

5．5 管理服务用房 



5．5．1 入住接待登记室设置在主入口附近，且有醒目的标识，便于老年人找到或

其家属咨询、办理入住登记。 

5．5．2 老年养护院和养老院的总值班室，靠近建筑主入口设置，从管理与安保要

求出发，设置建筑设备设施控制系统、呼叫报警系统和电视监控系统，以便于及时

发现和处置紧急情况。 

5．5．3 厨房应当便于餐车的出入、停放和消毒，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并采用

适当的防潮、消声、隔声、通风、除尘措施，以避免蒸汽、噪声和气味对老年人用

房的干扰。 

5．5．4 职工用房应含职工休息室、职工沐浴间、卫生间、职工食堂等，宜独立设

置，既方便职工人员使用，并可避免对老年人用房的干扰。 

5．5．5 洗衣房主要是护理服务人员为介护老年人清洁衣物和为其他老年人清洁公

共被品等，为达到必要的卫生要求，平面布置需要做到洁污分区。洗衣房除具有洗

衣功能外，还需要为消毒、叠衣和存放等功能提供空间。 

6 安全措施 

6．1 建筑物出入口 

6．1．1 养老设施建筑的出入口是老年人集中使用的场所，考虑到老年人的体能衰

退和紧急疏散的要求，专门规定了老年人使用的出入口数量。为方便轮椅出入及回

转，外开平开门是最基本形式。如条件允许，推荐选用电动推拉感应门，且旁边增

设外平开疏散门。 

6．1．2 考虑老年人缓行、停歇、换乘等方便，养老设施建筑出入口至机动车道路

之间需留有充足的避让缓冲空间。 



6．1．3 出入口门厅、平台、台阶、坡道等设计的各项参数和要求均取自较高标准，

目的是降低通行障碍，适应更多的老年人方便使用。 

6．2 竖向交通 

6．2．1 本条规定了养老设施建筑的楼梯设计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对反应能力、调

整能力逐渐降低的老年人而言，在楼梯上行或下行时，如若踏步尺度不均衡，会造

成行走楼梯的困难。而踏面下方透空，对于拄杖老年人而言，容易造成打滑失控或

摔伤。通过色彩和照明的提示，引起过往老年人注意，可以提高通行安全的保障力。 

6．2．2 电梯运行速度不大于 1．5m/s，主要考虑其启停速度不会太快，可减少患

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症老年人搭乘电梯时的不适感。放缓梯门关闭速度，是考虑老

年人的行 

动缓慢，需留出更多的时间便于老年人出入电梯，避免因门扇突然关闭而造成惊吓

和夹伤。 

6．3 水平交通 

6．3．1 养老设施建筑的过厅、走廊、房间的地面不应设有高差，如遇有难以避免

的高差时，在高差两侧衔接处，要充分考虑轮椅通行的需要，并有安全提示装置。 

6．3．2、6．3．3 走廊的净宽和房间门的尺寸是考虑轮椅和担架床、医用床进出

且门扇开启后的净空尺寸。1．2m 的门通常为子母门或推拉门。当房门向外开向走

廊时，需要留有缓冲空间，以防阻碍交通。在水平交通中既要保证老年人无障碍通

行，又要保证担架床、医用床全程进出所有老年人用房。 

6．3．4 由于老年人体能逐渐减弱，他们活动的间歇明显加密。在老年人的活动和

行走场所以及电梯候梯厅等，加设休息座椅，对缓解疲劳，恢复体能大有裨益。同

时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无处不在，这些休息座椅也提供了老年人相互交流的机会，利



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但休息座椅的设置是有前提的，不能以降低消防前室(厅)的

安全度为代价。 

6．4 安全辅助措施 

6．4．1 老年人因身体衰退常常在经过公共走廊、过厅、浴室和卫生间等处需借助

安全扶手等扶助技术措施通行，本条文中专门规定了养老设施建筑中安全扶手的适

宜设计尺寸，其中最小有效长度是考虑不小于老年人两手同时握住扶手的尺寸。 

6．4．2 老年人行为动作准确性降低，转角与墙面的处理，利于保证老年人通行时

的安全以及避免轮椅等助行设备的磕碰。 

6．4．3 养老设施建筑的导向标识系统是必要的安全措施，它对于记忆和识别能力

逐渐衰退的老年人来说更加重要。出入口标识、楼层平面示意图、楼梯间楼层标识

等连续、清晰，可导引老年人安全出行与疏散，有效地减少遇险时的慌乱。 

6．4．4 本条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因日常疏忽导致老年人发生意外。 

1 老年人行动迟缓，反应较慢，沿老年人行走的路线，做好各种安全防护措施，以

防烫伤、扎伤、擦伤等。 

2 防火门上设透明的防火玻璃，便于对老年人的行动观察与突发事件的救助。防火

门的开关设有阻尼缓冲装置，以避免在门扇关闭时，容易夹碰轮椅或拐杖，造成伤

害。 3 本规定主要是便于对老年人发生意外时的救助。 

4 失智老年人行为自控能力差，在每个养护单元的出入口处设置视频监控、感应报

警等 

安全措施，以防老年人走失及意外事故。 

5 养老设施建筑的开敞阳台或屋顶上人平台上的临空处不应设可攀登扶手，防止老

年人攀爬失足，发生意外。供老年人活动的屋顶平台女儿墙护栏高度不应低于



1．20m，也是防止老年人意外失足，发生高空坠落事件。在医院及其他建筑的无

障碍设计中，经常有双层扶手的使用需要，这在养老设施建筑的开敞阳台和屋顶上

人平台上的临空处是禁止的。 

6 为便于老年人在发生火灾时有序疏散及实施外部救援，在老年人居室设置了安全

疏散指向图标。考虑到老年人视力减弱，在墙面凸出处、临空框架柱等特殊位置加

以显著标识提示，增强辨识度和安全警示。 

7 建筑设备 

7．1 给水与排水 

7．1．1 在寒冷、严寒、夏热冬冷地区由于气候因素应供应热水，其余地区可酌情

考虑是否设置热水供应。为方便老年人使用，一般情况下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并保证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出水温度适合、操作简单、安全。有条件的地方优先使用

太阳能，既方便使用，也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7．1．2 世界卫生组织(WHO)研究了接触噪声的极限，比如心血管病的极限，是长

期在夜晚接受 50dB(A)的噪声；而睡眠障碍的极限较低，是 42dB(A)；更低的是一

般性干扰，只有 35dB(A)。老年人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神经衰弱等

疾病，对噪声很敏感，尤其是 65dB(A)以上的突发噪声，将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

甚至导致病情加重。因此，需选用流速小，流量控制方便的节水型、低噪声的卫生

洁具和给排水配件、管材。 

7．1．3 为符合无障碍要求，方便轮椅的进出，自用卫生间、公用卫生间、公用沐

浴间、老年人专用浴室等可以选用悬挂式洁具且下水管尽可能地进墙或贴墙。 

7．1．4 由于老年人行动不便及记忆力衰退，需要选用具有自控、便于操作的水嘴

和卫生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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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是否设置热水供应。为方便老年人使用，一般情况下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并保证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出水温度适合、操作简单、安全。有条件的地方优先使用

太阳能，既方便使用，也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 

7．1．2 世界卫生组织(WHO)研究了接触噪声的极限，比如心血管病的极限，是长

期在夜晚接受 50dB(A)的噪声；而睡眠障碍的极限较低，是 42dB(A)；更低的是一

般性干扰，只有 35dB(A)。老年人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神经衰弱等

疾病，对噪声很敏感，尤其是 65dB(A)以上的突发噪声，将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

甚至导致病情加重。因此，需选用流速小，流量控制方便的节水型、低噪声的卫生

洁具和给排水配件、管材。 

7．1．3 为符合无障碍要求，方便轮椅的进出，自用卫生间、公用卫生间、公用沐

浴间、老年人专用浴室等可以选用悬挂式洁具且下水管尽可能地进墙或贴墙。 

7．1．4 由于老年人行动不便及记忆力衰退，需要选用具有自控、便于操作的水嘴

和卫生洁具。 

7．3 建筑电气 

7．3．1、7．3．2 本条规定了养老设施建筑居住、活动和辅助空间的照明配置与

照度值，考虑到老年人的视力较弱，其照度标准稍有提高。 

7．3．3 设置脚灯既方便老年人夜间如厕，还可兼消防应急疏散标识照明。 

7．3．4 从老年人特点出发，养老设施建筑的照明开关应当昼夜都易识别，安装高

度方便轮椅使用者的使用。 



7．3．5 考虑到老年人的行动安全，雨篷灯及门口灯可以不采用节能自熄开关。 

7．3．6 为节约能源，同时考虑到老年人的行动特点，养老设施建筑公共交通空间

的照明，均宜采用声光控开关控制。 

7．3．7、7．3．8 养老设施建筑设专线配电，每间(套)设电能计量表并单设配电

箱，主要是出于供电的可靠性和方便管理的考虑。老年人行动不便、视力与记忆力

不好，经常停电会给老年人的安全生活带来隐患，但从实际情况考虑，可能有些地

区供电条件不允许，故提出为宜。 

7．3．9 养老设施建筑中的安全型电源插座，主要是从安全与使用方面考虑，以防

老年人无意碰到或使用不当时，造成触电危险。养老设施建筑的居住用房插座高度

的确定是以床头柜的高度为依据，厨房操作台电源插座的高度是以坐轮椅的人方便

操作为依据。 

7．3．10 从老年人的居住、活动规律和需要出发，配备电话、电视和信息网络终

端口， 

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7．3．11 考虑老年人易出现突发状况，规定设置紧急呼叫的设施。高度分别按老

年人站姿、坐姿或卧姿的不同状态来规定。 

7．3．12 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目的是为了及时保护老年人的人身安全，养老

设施建筑应根据功能需求设置相应的护理智能化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设置在

公共部位。对于老年人在卫生间洗澡、如厕易发生意外的情况，如有条件可设置红

外探测报警仪或地面设置低卧位探测报警探头等。 

7．3．13 老年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因而做好电气安全防护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