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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今住宅产业发展繁荣,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旧住区还仍然存在,其主要居住者和使用

者是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提高,原有老旧住区光环境品质已经不符合老年人的日常生

活需求。本文通过老年人生理心理变化及日常行为模式分析,对老旧住区进行调研总结出现状问题后提

出改造建议,通过设计改造原有公共空间光环境,为居住在其中的老年人提供健康光环境品质的室外生

活空间。 

[关键词] 居住区光环境：天然采光：适老化改造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世界著名建筑师柯布西耶曾明确强

调：“阳光、空气、绿地”对人居环境具

有重要作用[1],将阳光作为城市五要素

的第一位。 

按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老龄化指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0%；

进入“深度老龄化”即比例达14%。目前,

天津市65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156.7万

人,占全市户籍人口14.92%,天津市已进

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在原有老旧住区的基础上进行适老

化改造是一种可行性策略。随着城市建

设的急速蓬勃发展,人们对住区的关注

已经从室内舒适度拓展到室外空间的舒

适的物理环境。为满足居民日常活动与

交往的需求,需充分考虑天然采光的作

用,同时合理安排配套设施与景观小品,

以期创造能够促进邻里交往的具有舒适

光环境的室外活动空间,将成为住区建

设新的发展趋势。而老年人作为居住室

外空间的主要使用者,关注老年人的健

康显得尤为重要。 

1 原有老旧住区光环境方面的

缺陷 

天津地处寒冷地区,季节交替特征

明显,冬季漫长,从11月至翌年3月,可持

续5个月之久,气候寒冷干燥,降水量偏

少,盛行西北风。夏季炎热,最高温度可

达到40℃以上,湿度较低,且日照时间较

长、太阳辐射强度大。 

笔者对天津市现有老旧住区进行了

详细的调研走访,研究范围限制在老龄

化明显,养老问题突出的老旧住区,对住

区中的老年人进行访谈,同时观察住区

内老年人的行为活动情况以及配套设施

和景观小品的使用情况。现将调研中发

现的光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 

1.1室外活动空间利用效率低。良好

的日照环境是影响老年人进行室外活动

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寒冷的冬天,老

年人偏好去日照充足的地方。大多数老

旧住区住宅楼栋按照以往的建筑规范建

设,间距小,日照时间短,导致日照时间

显著缺失,影响了室外活动空间的利用

效率。 

1.2大多数老旧住区基础设施破旧,

建筑外立面破旧,与环境整体色调暗淡,

破败感较浓,住区活力下降,消级空间增

多。照明设施陈旧,照明亮度未达到规范

要求。未进行及时更替与修缮,造成安全

隐患。 

1.3住区中停留空间存在不足。住区

中缺少座椅等停留空间,停留空间存在

绿化不足,或缺少遮阳设施,未提供有效

停留的条件。或停留空间长期处于阳光

的阴影区,冬日由于阳光不足鲜少有老

年人涉足停留。 

2 老年人身心特征及户外活动

行为特征 

随着人进入老年时期,人体会经历

不同程度的衰退现象,在生理和心理都

会比年轻时产生巨大的变化。视觉功能

退化,辨识能力变低,在进行相同工作时

需要更大的亮度[2]与对比度[3],对颜色亮

度等变得不敏感。现今既有住区在设计

之初缺乏对老年人特殊需求前瞻性考虑,

再加上时间沉淀,环境己经老化,无法满

足宜居养老的客观需要。同时老年人心

理机能与年轻人大不一样。身体机能衰

退后带来行动上的不便,随之带来心理

上的孤独感与焦虑感,更容易产生负面

情绪等。 

对老年人老说,室外活动对其晚年

生活是不可或缺的,这会直接影响生理

和心理健康活动。交往空间是承载人们

社会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年人

对于交往空间的使用需求,是其参与社

会生活的物质保障,也是健康积极生活

的心理要求。 

老年人在交往空间中的活动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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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四类：锻炼、亲子、休闲娱乐、交往

闲聊。根据季节不同,夏季老年人会选择

遮阳空间进行活动,春秋季1小时以内短

时间活动会选择阳光照射,长时间娱乐

活动如打牌会选择遮荫处,冬季则无论

活动时间长短都会选择阳光照射的空间

进行。 

3 原有老旧住区空间光环境适

老化改造策略 

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视觉与行动

力方面都较差,所以在老旧住区户外空

间光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策略中首先要考

虑到安全性问题,防止由于视觉上的不

舒适造成的跌倒等伤害。其次要考虑到

舒适美观,美好的环境会让老年人心情

愉悦。再次要考虑到归属感,提高老年人

在相对熟悉环境中的归家感,增加既有

住区的宜居性。最后要考虑到经济性,

选择合适的改造与优化方案,避免出现

高工程费,减轻住区管理和老年居民经

济负担。 

3.1植物配置方面的改造。高大的落

叶乔木可以遮挡夏季强烈的光照,冬季

来临时,树叶掉落又可以使阳光透过缝

隙照进来,是原有老旧住区改造方面可

采取的良好选择。排除生长过程中带有

飞絮,刺激性和污染性的植物树种,不选

用有刺,有毒的植物。对于有局部增加遮

阳设施的位置,可选择爬山虎类藤蔓植

物,遮阴的同时可创造局部微气候,创造

夏日清凉体验。 

3.2导光管在室外长期背阴空间的

使用。对于长期处于建筑阴影区的室外

空间可采用导光管技术提高此空间的整

体亮度,对于能源有效利用和环境合理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该系统利用集光器

将室外自然光线导入系统内后进行重新

分配, 再经特殊制作的导光管传输和强

化,最终由系统底部的漫射装置把自然

光均匀高效地照射到有需要的地方。导

光管的应用为人们合理利用自然光开辟

出新的途径,可以有效使用到室外长期

背阴空间中。但导光管导光效率较低,

在我国使用非常有限。 

3.3适当改善环境的材质、颜色等。

在墙面上刷涂浅色、反射性较好的涂料,

提高建筑物外墙面的光反射性。地面铺

贴浅色材质的铺地材料,适当增加反射

性。同时要选择质地柔软、无反光的材

质,如塑胶铺地等。避免使用质地坚硬、

反光性强的材料,如大理石材和金属制

品等,这些材质在照明下会发生眩光,对

老年人的眼睛造成不舒适的感觉,且成

本昂贵,在路面有雪时极易滑倒,会对老

年人出行造成威胁。 

3.4临时性遮阳设施的的设置。可设

置临时性遮阳设施,例如可升降、折叠、

收缩性的遮阳设施,当太阳光强烈需要

遮光时,可手动或者机动设置将其展开

实现遮蔽功能。当不需要遮阳时收起。

节约空间,又可实现即时遮光功能,实现

资源有效利用。 

3.5住区阳光厅的设立。在住区公共

建筑旁设立阳光厅,通常阳光厅面积可

设置的较大,功能可包括茶歇、健身、棋

牌、展览等娱乐休闲空间,种植各类花

草、建造鱼池等供老年人赏玩空间,功能

空间种类丰富。阳光厅存在的意义是使

老人在寒冷的冬季也能够感受到春意,

享受到自然景观,在摄取阳光的同时进

行日常的体育锻炼、休闲娱乐,丝毫不受

外界气候与天气的影响,充分的满足了

老年人在冬季对阳光的需求。 

3.6夜间照明光环境适老化改造。长

波颜色黄色在住区灯光夜景照明中具有

很好的引导性与舒适性,适合老年人视

觉情况。故可在单元楼出口处,设置黄色

灯光示意建筑出入口。花坛边缘以及石

墩等设施应设置灯光照明。在没有路灯

的道路两侧边缘可设置提示边界的光带,

以方便老年人的出行。光线较弱的照明

设施可设置在白天使用频率较高且夜晚

使用频率较低的区域,如休闲、健身区

等。照明设施光线不宜过强且不应使用

频闪灯光。台阶等存在高差及材料变换

的场地必须提供局部重点照明,防止老

年人跌倒的发生。 

3.7指示标识的改造。由于老年人视

觉功能退化,对颜色分辨能力、图形辨识

能力下降,所以标识改造上要选用醒目、

易分辨的标识,在颜色的选取上或在数

字符号的体积上增加对比性,增强可识

别性,避免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混

淆。在产生高差或者台阶位置,要有明显

的指示标识,防止老人踩空误伤自己。整

体设计要与住区环境协调一致,为住区

的环境设计增加靓丽的一笔。 

4 结语 

住区适老化改造是未来一种可持续

发展的养老住区的理想改造模式,它在

既有老旧住区的基础上,通过住区改造

与环境置换,增加了原有住区的生命活

力,是普通城市住区的进化与发展,老年

人可以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与社交,既

不脱离家庭和儿女,又能享受改造更新

后的住区所带来的住区便利性。在光环

境方面希望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老

化改造,实现原有老旧住区的光环境舒

适感的提升,优化住区光环境品质进而

优化住区品质,以期构建适老化住区环

境有机更新的宜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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