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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第８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批准发布“企业登记智能审批服务规范”

等８０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企业登记智能审批服务

规范”等８０项安徽省地方标准，现予以公布。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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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２０１８年第三批安

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皖市监函〔２０１９〕１０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和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

外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６章，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语；３．分类

及配置要求；４．布局与选址；５．场地规划；６．房屋建筑。

在对安徽省《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导则》（ＤＢ３４／Ｔ５０４４

－２０１６）实施评估及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本次修订的主要

内容是：１．与新发布的标准规范相衔接，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分

类和配置要求；２．删除了规划编制指引的有关技术内容；３．增

加建筑设备中智能化系统相关内容。

本标准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管理，委托安徽省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桐城南路 ３６３号，邮政编码：２３００２２，邮箱：

２８７６０７７９４＠ｑｑ．ｃｏｍ）。

主 编 单 位：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徽省城乡规划院

参 编 单 位：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要编写人员：王晓魁　江　冰　刘复友　奚星伍　龙兆云

李永海　毕功华　韩　冰　陶雨薇　黄　闯

程　勤　张高华　王智慧　任　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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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查人员：朱才斌　冯　卫　吴晓勤　王德峰　乔　森

周征舸　宣玲娟

８



目　次

１ 总　则 １………………………………………………………

２ 术　语 ２………………………………………………………

３ 分类及配置要求 ４……………………………………………

３．１ 分　类 ４…………………………………………………………………

３．２ 配置要求 ５………………………………………………………………

４ 布局与选址 ８…………………………………………………

４．１ 布　局 ８…………………………………………………………………

４．２ 选　址 ９…………………………………………………………………

５ 场地规划 １０……………………………………………………

５．１ 场地与建筑 １０…………………………………………………………

５．２ 道路与停车 １０…………………………………………………………

５．３ 绿地与景观 １１…………………………………………………………

６ 房屋建筑 １２……………………………………………………

６．１ 建筑设计 １２……………………………………………………………

６．２ 建筑设备 １３……………………………………………………………

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６………………………………………………

条文说明 １７………………………………………………………

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１…………………………………………

２ Ｔｅｒｍｓ ２………………………………………………………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４……………

３．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３．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５…………………………………………

４ Ｌａｙｏｕｔ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８………………………………………

４．１ Ｌａｙｏｕｔ ８…………………………………………………………………

４．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９………………………………………………………………

５ Ｓｉ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０………………………………………………

５．１ Ｓｉｔｅ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０……………………………………………………

５．２ Ｒｏａｄａｎｄｐａｒｋｉｎｇ １０……………………………………………………

５．３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１１…………………………………………

６ Ｈｏｕｓｅｄｅｓｉｇｎ １２………………………………………………

６．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１２…………………………………………………

６．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１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ｄｅ １６………………………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１７……………………………………

０１



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适应安徽省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保

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和空间合理布局，规范建设内容，提

高规划建设水平，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方便、舒适、卫生的生活

环境，结合实际，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

１．０．３　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并与其

他相关规划相衔接；

　　２　符合“城乡统筹、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配套建设”的原

则；

　　３　符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并综合考虑日照、通

风、防寒、采光、防灾、无障碍及管理等要求；

　　４　符合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１．０．４　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及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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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老年人　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６０周岁及以上的人。

２．０．２　养老服务设施　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ａｒ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慰藉、

紧急救援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专项或综合服务的建筑和场所的

通称。包括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２．０．３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ａｒｅ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食宿服务、个人护理、保健康复、

文化娱乐、心理支持、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的全托型养老服务

设施。包括养老院、老年养护院等。

２．０．４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ａｒｅ

　　为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餐饮服务、个人护理、

保健康复、文化娱乐等功能的日托及上门照护服务型养老服务

设施。包括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站）

等。

２．０．５　养老院　ｈｏ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ｄ

　　专为接待老年人安度晚年而设置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设

有起居生活、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设施。养老院包

括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的老人部等。

２．０．６　老年养护院　ｎｕｒｓｉｎｇｈｏ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ｄ

　　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居住、医疗、保健、康复和护理的配套服

务设施。

２．０．７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ｄａｙ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ｄ

　　为老年人提供日间休息、生活照料服务及其他服务项目的

２



设施。

２．０．８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为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行业管理、资源链接、人员

培训等功能的服务设施，包括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道养

老服务中心、乡镇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村

级养老服务站。其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和乡镇养老服务指导

中心增设为老服务功能。

３



３　分类及配置要求

３．１　分　类

３．１．１　养老服务设施按养老模式、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分为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两类。

表３．１．１　养老服务设施分类、养老模式、

服务内容及形式一览表

设施分类 养老模式 服务内容 服务形式

机构养老

服务设施
机构养老

提供住宿、生活照料、膳食、康复、护
理、医疗保健、心理支持、临终关怀等
综合服务

集中入住

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

社区养老

居家养老

提供餐饮服务、个人护理、保健康复、

娱乐等功能的日托及上门照护服务

社区照料

上门服务

３．１．２　养老服务设施分类配建应符合表３．１．２的规定。

表３．１．２　养老服务设施分类配建表

设施

分类
设施名称

城市地区 乡镇地区

城市 街道 社区
镇区

（乡集镇）
村庄

机构养

老服务

设施

养老院、老年养护院 ▲ △ － ▲ －

社区养

老服务

设施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 － － ▲ －

养老服务中心（包括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
老服务站等）

－ ▲ ▲ △ ▲

　注：１ 表中▲为应配建，△为宜配建；

２ 各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数量应根据各城镇的具体情况综合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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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配置要求

３．２．１　城乡养老服务设施的总床位数量，宜按城乡老年人口

不少于４５张／千名老人的指标计算。

３．２．２　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应分区、分级设置，人均用地不应少

于０．２ｍ２。

３．２．３　城乡地区根据老年人数量、年龄结构、分布情况、健康

状况和人口规模等，按照合理的服务半径，分区分级设置城乡

养老服务设施，其单项配建规模、要求及指标，应符合表３．２．３

－１和表３．２．３－２的规定，并应纳入相关规划。

表３．２．３－１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及指标

服务

区域

常住人口
（万人）

配建规模及要求

配建指标

建筑面积

（ｍ２／床）
用地面积

（ｍ２／床）

城市 －

（１）城市级养老机构每处规模宜
大于５００床
（２）街道级养老机构每处规模不
宜小于２００床，不宜大于５００床
（３）床位数总量应满足城市总床
位预测数量

≥３５ ２５～５０

乡镇

≥５

（１）一般应配建不少于３５０床位，

并应满足乡镇总床位预测数量
（２）每处规模宜１００～２００床

３～５

（１）一般应配建２００～３５０床位
（２）每个乡镇应至少设置１处
（３）每处规模宜１００～２００床

１～３
（１）一般应配建６０～２００床位
（２）每个乡镇应至少设置１处

≤１

（１）按照乡镇总床位预测数量配置
（２）每个乡镇宜至少设置１处，宜
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老年人公
共活动设施合并设置

≥３５ ３０～６０

　注：１ 各地可根据老龄化率和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指标，对配建规
模予以相应调整；

２ 乡镇常住人口规模分级按照乡镇行政管辖范围计算；

３ 新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应独立设置，并提供室外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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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３－２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要求及指标

服务

区域

常住人口
（万人）

配建规模及要求
建筑面积

配建指标

城

市

城市 －
各县（县级市、市辖区）应设置１处
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６００ｍ

２

街道５．０左右

（１）应设置１处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２）应附设不少于１０张全托床位，

为居家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短期

托养服务
（３）宜利用街道办事处配建用房独
立设置，确有困难的，可与养老机
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卫生服务
站点等已有的服务设施综合设置

≥５００ｍ
２

社区１．０左右

（１）应至少设置１处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
（２）应附设不少于５张中午休息简
易床位
（３）宜与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卫生服
务站点、文化服务设施等综合设置

３５０～７５０ｍ
２

乡

镇

镇

区、

乡集

镇

－

（１）应设置１处乡镇养老服务指导
中心，应附设不少于１０张全托床
位，为居家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短
期托养服务
（２）镇区人口规模大于３万人的乡
镇，根据服务半径，每增加１．０万
人，应增设１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附设不少于５张中午休息简易床位

养老服务指导

中心≥５００ｍ
２

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３００ｍ
２

村庄

０．３左右

０．２左右

０．１左右

（１）每个行政村应至少设置１处
（２）应附设不少于５张中午休息简
易床位
（３）宜与村委会合并设置并提供一
定面积的室外活动场地

≥４００ｍ
２／处

（３００～４００）ｍ
２／处

（２００～３００）ｍ
２／处

　注：１ 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超过１０平方公里或覆盖人

口超过５．０万人，可设立分中心；

２ 村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配置指标可依据村庄常住

人口弹性设置。

３．２．４　城市及乡镇旧区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要求及指标应满

足设施基本功能的需要，其指标不应低于本标准表３．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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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３．２．３－２中相应指标的７０％，并应符合当地主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

３．２．５　建成区内养老服务设施可依据养老需求，鼓励利用闲

置建筑等既有设施条件，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进行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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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布局与选址

４．１　布　局

４．１．１　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以及

当地老年人口的分布特点，并宜靠近居住人口集中的地区布

局。

　　１　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明确养老服务设施的发展目

标、规模及布局要求，在用地布局、社区生活圈、公共空间、无障

碍设施规划等方面应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制定相应的策

略；

　　２　在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将各级养老服务设施的用地

规模、建设规模、床位数和空间位置落实到各管理单元。在村

庄规划中，应以方便村民使用为原则，统筹安排村庄公共服务

设施，在村域范围内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位置和规模；

　　３　在养老服务设施专业规划中，统筹养老服务资源与医

疗卫生资源，实现医养结合，合理确定养老服务设施体系及空

间布局，明确城区养老服务设施类型、布局和规模，并进行市

（县）域养老服务设施布点；或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城市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综合规划。

４．１．２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应根据养老床位需求和方便管理的原则，结合县

区、街道管辖范围等因素分区设置；乡镇应以乡镇管辖范围为

单元设置；

　　２　宜独立设置，宜与医院、乡镇卫生院、康复中心、公园绿

地等设施邻近设置。

４．１．３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城市应结合街道、社区管辖范围等因素均衡设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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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宜小于３００ｍ；乡镇应结合镇区、乡集镇、村庄管辖范围及

常住人口规模等因素分级合理设置，服务半径宜小于１０００ｍ；

　　２　宜与同级老年人公共活动设施合并设置，并鼓励与社

区服务设施、社区绿地等综合设置。

４．１．４　养老服务设施与其他功能综合设置时，应满足安全、卫

生等条件，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避免干扰。

４．２　选　址

４．２．１　养老服务设施应选择在地形平坦、自然环境较好、阳光

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段布置，严禁选择在地震、地质塌裂、暗河、

洪涝等具有自然灾害隐患的地段。

４．２．２　养老服务设施应选择在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和良好基础

设施条件的地段布置，有条件的地区宜布置在与医疗康复设施

交通联系便捷的地段，鼓励以医养结合形式综合设置。

４．２．３　养老服务设施应选择在交通便捷的地段布置，宜临近

公交、轨道交通站点设置，但应避开对外公路、快速路及交通量

大的交叉路口等地段。

４．２．４　养老服务设施应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的生产

储运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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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场地规划

５．１　场地与建筑

５．１．１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应为老年人设置室外活动场地；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宜为老年人设置室外活动场地。老年人使用

的室外活动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有满足老年人室外休闲、健身、娱乐等活动的设施和

场地；

　　２　室外活动场地应与城市道路有５米以上的隔离带，不

宜贴近建筑外墙布置；

　　３　休憩空间应选择在避风向阳处，同时设有座椅、健身器

材等休息活动设施；

　　４　老年人集中的室外活动场地应与满足老年人使用的公

用卫生间邻近设置；

　　５　地面应平整防滑、排水畅通，当有坡度时不应大于２．５％。

５．１．２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总平面应根据设施的不同类型进行

合理布局，功能分区和动静分区应明确。

５．１．３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基地及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不宜开

向城市主干道。殡葬运输宜设置单独的通道和出入口。

５．２　道路与停车

５．２．１　场地交通组织应便捷流畅，满足消防、疏散、运输要求

的同时，避免车行对人行的影响。

５．２．２　场地道路系统应保证救护车辆能停靠在建筑的主要出

入口处，且应与建筑的紧急送医通道相连，并满足相关无障碍

要求。

５．２．３　场地应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在机动车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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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距建筑物主要出入口最近的位置上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或

无障碍停车下客点，并与无障碍人行道相连。无障碍停车位或

无障碍停车下客点应有明显的标志。

５．３　绿地与景观

５．３．１　场地应进行景观环境和园林绿化设计。绿化植物应适

应当地气候，且不应对老年人安全和健康造成危害。

５．３．２　室外活动场地内的植物配置宜四季常青及乔灌木、草

地相结合，不应种植带刺、有毒及根茎易露出地面的植物。

５．３．３　场地设置观赏水景水池时，应有安全提示与安全防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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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房屋建筑

６．１　建筑设计

６．１．１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宜独立设置，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及

半地下室；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与其他公共建筑合并设置，其

交通系统应独立。

６．１．２　建筑抗震设防等级标准应按重点设防类建筑进行抗震

设计。

６．１．３　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且其疏散距离及宽度

应符合并优于有关建筑设计防火疏散的要求。

６．１．４　标识系统应明晰、连续，且字体醒目、图案清晰。室内

活动区域应设置连续无障碍设施。

６．１．５　建筑造型宜具有时代特色、地方风貌；建筑色彩宜柔和

并与环境相协调。

６．１．６　养老服务设施应在二层及以上各层照料设施部分的每

座疏散楼梯间的相邻部位设置１间避难间，避难间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避难间内可供避难净面积不应小于１２ｍ
２；

　　２　避难间可利用疏散楼梯间的前室或消防电梯的前室；

　　３　兼作其他用途时，应保证人员的避难安全，且不得减少

可供避难的净面积；

　　４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２．００ｈ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

门与其他部位分隔；

　　５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消防应急广播；

　　６　避难间的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７　应设置防烟系统，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

　　８　当照料设施设置与疏散楼梯或安全出口直接连通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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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式外廊、与疏散走道直接连通且符合人员避难要求的室外平

台等，可不设避难间。

６．２　建筑设备

６．２．１　给水排水

　　１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给水系统供水水质应满足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２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内应选用节水型、低噪声的卫生洁

具和给排水配件、管材；

　　３　养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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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嘴处应

设置清晰可见的冷热水旋转方向标识，防止烫伤。室内排水系

统应通畅便捷，并保证有效的水封要求。

６．２．２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１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应设安全可靠的暖通空调设施。技

术经济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推广使用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三联

供等清洁冷暖供应；

　　２　散热器、热水辐射供暖分集水器必须有防止烫伤的保

护措施；

　　３　厨房、卫生间、浴室等应设置具备防止回流功能的机械

排风设施；

　　４　老年人用房人员长期逗留区域舒适性空调室内设计参

数应符合表６．２．２的规定。

表６．２．２　老年人用房人员长期逗留区域舒适性空调

室内设计参数

类　别 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ｍ／ｓ）

供热工况 ２２～２４ －－ ≤０．２

供冷工况 ２６～２８ ≤７０ ≤０．２５

６．２．３　建筑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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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建筑出入口、阳台应设照明设施。供老年人使用的盥

洗盆或盥洗槽、厨房操作台应设局部照明，有条件时，每个居室

的门外可增设局部照明；

　　２　居室至居室卫生间的走道墙面距地０．４０ｍ处应设嵌装

脚灯，居室的顶灯、长过道的照明宜采用双控开关两地控制；

　　３　照明开关应选用带夜间指示灯的宽板翘板开关，安装

位置应醒目，且颜色应与墙壁区分，高度宜距地面１．１０ｍ。

６．２．４　智能化系统

　　１　可通过向社区居民提供移动端、智能终端或ＰＣ端为居

家老人提供远程看护、紧急支援、信息查询、远程医疗、社区服

务、家政上门、电器维修等服务项目；

　　２　信息设施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应配置有线电视、电话、信息网络等信息设施系统；

　　２）老年人居室、单元起居厅和餐厅、文娱与健身用房、康

复与医疗用房应设有线电视、电话及信息网络插座；

　　３）宜设无线局域网络全覆盖设施。

　　３　公共安全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建筑内以及室外活动场所（地）应设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各出入口、走廊，单元起居厅、餐厅，文娱与健身用

房，各楼层的电梯厅、楼梯间，电梯轿厢等场所应设安

全监控设施；

　　２）建筑首层宜设入侵报警装置；

　　３）老年人居室、单元起居室、餐厅、卫生间、浴室、盥洗室、

文娱与健身用房、康复与医疗用房均应设紧急呼叫装

置，且应保障老年人方便触及。紧急呼叫信号应能传

输至相应护理站或值班室。呼叫信号装置应使用５０Ｖ

及以下安全特低电压；

　　４）失智老年人的照料单元宜设门禁系统。

　　４　照护及健康管理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宜设照护及健康管理平台，对照护人群的健康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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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采集、分析和管理；

　　２）建筑内以及室外活动场所（地）宜设活动监护及无线定

位报警系统；

　　３）特殊照料人群（如失智老人）应设防走失装置；

　　４）宜设照料人群与家人间信息及时传递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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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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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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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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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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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标准》（ＤＢ３４／Ｔ３９４３－２０２１），经安

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以第８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导则》（ＤＢ３４／Ｔ５０４４

－２０１６）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安徽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标准定额处、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安徽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参编单位是安徽省轻工业设

计院有限公司、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肥华祥规划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安徽建筑大学，主要起草人员是王胜波、江冰、刘

复友、奚星伍、毕功华、韩冰、黄闯、吴庆松、姜长征、李永海、周

浩、陶雨薇、龙兆云、任禄、王智慧、李璐。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

内容是：１．与新发布的标准规范相衔接，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分

类和配置要求；２．删除了规划编制指引的有关技术内容；３．增

加建筑设备中智能化系统相关内容。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

设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

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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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安徽省是１９９８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进程约比

全国早１年，是全国１２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省份之一。据安徽

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全省

户籍人口７１１９．４万人，常住人口６３６５．９万人，其中６０周岁及

以上常住人口为１１７２．０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１８．４１％，６５周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８８６．８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１３．９３％。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

发〔２０１９〕５号），提出打通“堵点”，消除“痛点”，破除发展障碍，

健全市场机制，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

期照护服务体系，强化信用为核心、质量为保障、放权与监管并

重的服务管理体系，大力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

　　２０１６年６月，在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３〕３５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皖政〔２０１４〕６０号）中关于养老服

务设施规划建设方面的要求下，安徽省出台了《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建设导则》ＤＢ３４／Ｔ５０４４－２０１６。自导则实施以来，国家、

安徽省相继发布了一系列规划与政策文件，《城镇老年人设施

规划规范》ＧＢ５０４３７－２００７进行局部修订，《老年人照料设施建

筑设计标准》ＪＧＪ４５０－２０１８自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起正式实施，

迫切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指导全省各项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

建设。

１．０．２　安徽省已有不少城镇建起了一批养老服务设施，在各

种特定的条件限制下，这些设施普遍存在着数量不足、规模小、

内容不全及设施简陋、环境质量差等问题，因此本标准明确提

出不仅适用于新建，也适用于改建和扩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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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本条是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１　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一部分，其规划应

与城镇其他规划一样共同遵守空间规划及相关规划的要求；

　　３　老年人由于存在年老体弱、行动迟缓、步履蹒跚等生理

特点和内心孤独的心理特征，因此对环境的要求应比普通人更

高，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必须符合老年人的特点；

　　４　过去养老服务设施主要属于社会福利设施，经济效益

考虑相对较少。安徽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投资呈多元化趋势，

养老服务设施除了考虑社会和环境效益外，也需考虑经济效

益。因此，提出“三个效益”相结合，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１．０．４　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涉及面广，因此除了符合本标

准外，尚应符合和遵守其他相关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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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联合国规定：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占１０％或６５岁以上占

７％的城市和社会称老龄化城市或老龄化社会。我国民政部及

学术界基本上使用６０岁作为老年人界限。因此本标准使用６０

岁作为老年人的标准，界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

２．０．２　现有的养老服务设施内容很多，本次养老服务设施内

容的选定，一是基于安徽省省情，二是力求反应时代特点。如

养老院这一名词实际上涵盖敬老院、社会福利院中的老人部等

内容。因此，将养老服务设施分为养老院、老年养护院、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站）等类型。按养老模

式、服务形式等可分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二大类。

２．０．３　机构养老被视为一种现代养老模式，以设施建设为重

点，通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实现其基本养老服务功能。机构

养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的负担，老年人也有了多方面的

保障。养老院、老年养护院属于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其中，养

老院主要服务对象为介助老人，兼顾介护老人和自理老人，以

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等功能为主，不包含作为居住建筑属性的

老年公寓；老年养护院主要服务对象为介护老人，兼顾介助老

人，以生活护理、康复护理等功能为主。

　　１　生活照料。设施应符合无障碍建设要求，配置必要的

附属功能用房，满足老年人的穿衣、吃饭、如厕、洗澡、室内外活

动等日常生活需求；

　　２　康复护理。具备开展康复、护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的设

施条件，并配备相应的康复器材，帮助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恢

复生理功能或减缓部分生理功能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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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紧急救援。具备为老年人提供突发性疾病和其他紧急

情况的应急处置救援服务能力，使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

救援。鼓励在老年养护机构中内设医疗机构，符合条件的老年

养护机构还应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培训和指导社区养老服务

组织和人员，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实现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其

他类型的养老机构根据自身特点，为不同类型的老年人提供集

中照料等服务。

２．０．４　社区养老服务具有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两类

功能，主要为家庭日间暂时无人或者无力照护的社区老年人提

供服务。在城市，结合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增强社区养老服务

能力。倡导多种形式的志愿活动及老年人互助服务，动员各类

人群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在乡村，结合中心村村委会，建设日

间照料和托养的养老床位，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配餐等服

务。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站）属于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

２．０．８　依据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安徽省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

建设指导规范（试行）》（皖民复字〔２０１８〕６３号），在导则的基础

上新增了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站），建立三级社区居家养老照

料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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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类及配置要求

３．１　分　类

３．１．１　为了适应我国建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需要，本标准按照养

老模式、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进行综合分类，将养老服务设施

分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二类，其中居家养

老的老年人主要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服务。

３．１．２　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一类，应当按

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级序列相应的分级配置，本标准的分

级配置是为了形成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和空间布局需要，而不

是把养老服务设施人为的进行分级，分级的依据是服务规模和

所在地区的特征。

　　养老服务设施配套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保障“最”

需求原则。老年人群体庞大，而社会福利资源有限，就需要将

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覆盖到那些最需要的老年群体，主要是

失能老人，低收入老人及失独老人等。二是与管理主体衔接的

原则。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套应当考虑我国现行的街道办事

处—社区的基层管理体制，使养老服务设施有更好的落实、管

理、监督的主体。三是标准规范相互协调的原则。

　　综合考虑到服务半径、管理体制对养老服务设施的影响，

结合安徽省情和《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导则（试行）》在试行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便于地方管理角度出发，养老服务设施

按城市地区和乡镇地区来进行配置，其中城市地区细分为城

市、街道和社区，乡镇地区细分为镇区（乡集镇）和村庄。

３．２　配置要求

３．２．１　安徽省各区域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各地的养老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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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需求也不相同。发达国家养老床位为４０～８０床／千名老

人，根据《安徽省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２０１６）》，全省目前拥

有养老机构２８０６家，较２０１０年底增加１１１８家。各类养老床位

（含养老机构、光荣院、短期托养床位、医疗机构老年人康复、护

理床位）４２．３９万张，较２０１０年底增加２２．６９万张，每千名老年

人拥有的养老床位达到３９．９１张。

　　目前，国内有些城市基于当地老龄化水平和养老服务需求

提出了每千名老人４０～６０床的目标。依据《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皖政〔２０１４〕６０号）文

件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

具有安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全省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

位不少于４５张。综合以上，本标准明确城乡养老服务设施总

床位数量宜按每千名老人不少于４５张床位进行控制。全省各

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龄化程度的不同，结合实际情

况，明确千名老人床位数量。

　　考虑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日趋明显，失能、部分失能老年

人和残疾老年人逐年增加，２０１８年１月印发《安徽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

意见》（皖政办〔２０１８〕１号），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政府运营的养老床

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应不超过３０％。各地区可结

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失能失智老年人口数量的实际情况，合

理确定护理型床位的比例。

３．２．２　为了提高标准在城乡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方面的适

用性，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

意见》（皖政〔２０１４〕６０号）文件要求，本标准对城乡养老服务设

施总用地指标进行了控制。

３．２．３　本标准为了适应安徽省城乡差异的实际情况，通过省

内外调研、国内外资料的对比，以及衔接和协调现行有关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按照不同服务区域和常住人口规模，分别对各

类城乡养老设施的配建规模、建筑面积及用地面积等指标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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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１　机构养老服务设施配建床位规模的确定：根据城乡老

龄化水平、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指标、城市和乡镇人口规模、服务

效率及经济合理性等综合确定。

　　１）城市地区：以县级为基本行政单元来进行综合配置，分

为城市级和街道级；

　　２）乡镇地区：根据安徽省统计资料分析，全省乡镇（不含

街道）平均人口规模约４．２万人。综合考虑乡镇人口

规模差异，将乡镇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规模

按照≥５万人、３～５万人、１～３万人、≤１万人四个级

别进行控制；

　　３）依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三五”安徽

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皖政办

〔２０１７〕６１号），“十三五”时期是我省人口老龄化快速

发展期。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底，全省６０周岁以上年龄人口

占常住人口比例１８．４％左右。各地可结合当地老龄化

率和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指标，合理预测常住人口的养

老床位需求，确定各级别常住人口规模的一般床位配

建规模要求；

　　４）根据有关国内外研究经验，无论是从经营管理、专业化

角度，还是老年人宜居舒适角度，养老机构规模不是越

大越好，床位不是越多越好。为充分发挥机构养老服

务设施的综合效益，单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规模建议

以２００～３００床左右为宜，城市级可超过５００床。

　　２　国内现状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单床建筑面积多为２５～

４５ｍ２／床之间，日本同类设施建议值为３３ｍ２。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ＧＢ５０４３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版）规定，

养老院、老年养护院建筑面积大于等于３５ｍ２／床，用地面积１８

～４４ｍ
２／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０－２０１８规

定，养老院建筑面积７０００～１７５００平方米，用地面积３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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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０平方米，一般规模宜为２００～５００床，折算单床综合建筑

面积应大于等于３５ｍ２；《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建标１４４－２０１０

规定单床综合建筑面积为４２．５～５０ｍ
２。《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

设计标准》ＪＧＪ４５０－２０１８针对单床建筑面积无明确规定。综

合研究考虑，本标准确定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单床综合建筑面积

按照不小于３５ｍ２ 计算。

　　３　通过对２０１８年亳州市、合肥市、淮南市、芜湖市、蚌埠

市、马鞍山市及宿松县机构养老服务设施进行统计分析，除亳

州市床均占地面积５７．４ｍ２ 外，其他均处于２４．１～４２．５ｍ
２ 之间，

结合《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ＧＢ５０４３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版）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０－２０１８《安徽省建设用地

使用标准》（２０２０版）等标准规范，城市地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床均用地面积取２５～５０ｍ
２，乡镇地区取３０～６０ｍ

２。

　　４　考虑到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是提供居家养老的基础

性服务，且城市和乡村的养老服务需求量大、面广，因此，本标

准对城市地区和乡镇镇区提出不同的配建要求。其中，城市地

区根据《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设指导规划（试行）》

的要求，确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乡镇地区考虑到皖北、皖中、皖南的行政村人口规模特点，分别

提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参考指标。同时，随着以人为核

心新型城镇化发展，村庄发展两极化趋势较大，村庄人口流动

和留守老年人情况差异较大，村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配置指标可依据村庄常住人口弹性设置。

３．２．５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３〕３５号）提出“凡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小）区无养老服务

设施或现有设施没有达到规划建设指标要求的，要限期通过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设施，不得挪作他用”。

　　建成区一般用地紧张，新建养老服务设施有一定难度，为

保障建成区内养老服务设施的基本配置要求，可通过购置、置

换、租赁等方式，解决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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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布局与选址

４．１　布　局

４．１．１　根据调查显示，我省老年人口的分布情况不尽相同，表

现在如下方面：皖南、皖北、沿江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差

异，新城市与老城市的差异，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差异，同一

城市新区与旧区的差异。一般说来，城市老城区的老年人比例

相对新城区要大。考虑到城乡养老设施在建设和管理方面与

各地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密切。因此，养老服务设施的布局应根

据老年人口的分布特点，按照服务范围和服务人口规模进行合

理布局。

　　适应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需要，从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三个层面，提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

要求。

４．１．２　由于我省城市和乡镇地区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及空

间分布上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城乡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应与

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单元规模及人口分布特征相协调，便于规划

配置和管理。城市地区人口规模较大，应结合行政管理、城市

街道进行分区设置，充分发挥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效率和

综合效益；乡镇地区一般人口规模较小，应以乡镇为单元集中

布局。

　　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以及集约高效、方便使用

和设施共享的原则，且机构养老服务设施是为生活需要长期照

料的老年人设立的，对医护、环境要求较高，因此这些机构可邻

近或联合医院、乡镇卫生院、公园绿地设置，以更好的满足老年

人需求。

４．１．３　现行国家标准《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ＧＢ５０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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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０－２０１８

等规定，城市中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服务半径不宜大于３００ｍ。乡镇由于社区（村庄）人口较

少、空间分散，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应结合镇区（乡集镇）、村

庄管辖范围设置，服务半径宜小于１０００ｍ。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属于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组

成部分，设施规模不大，服务内容和功能相对简单并相兼容，因

此，为达到经济节约适用、社会效益明显、方便老人使用的目

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宜与同级别老年人公共活动设施合并设

置，并鼓励与社区服务设施、社区绿地等综合设置。

４．１．４　考虑到养老服务设施与其他设施在服务对象、服务功

能上存在差异，故在综合设置时，应保持其功能布局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以满足老年人所需的安静、安全、避免干扰等特殊要

求。

４．２　选　址

４．２．１　从生理和心理需求考虑，为有利于老年人的安全和体

能的需要，养老服务设施应选择在地形平坦的地段布置。老年

人对自然，尤其是对阳光、空气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养老服务设

施应尽可能选择在绿化条件较好、空气清新、阳光充足、接近河

湖水面等环境的地段布置。

４．２．２　为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行和高效服务，因此除

考虑用地本身所具备的基础设施条件外，还应考虑用地临近地

区中可利用的基础设施条件。

４．２．３　养老服务设施的选址要考虑方便老年人的出行需要，

尽量选择在交通便捷、方便可达的地段，以满足老年人由于体

力不支和行动不便带来的乘车需求。特别是机构养老服务设

施，还要考虑子女与入住老年人探望联系的方便。从调查资料

中分析，子女探望老人不但应有便捷和方便可达的交通，而且

所花的路途时间以不超过１小时左右为最佳，这对养老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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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入住率具有重要影响。从安全和安静的角度出发，养老服

务设施也应避开临近对外交通、快速干道及交通量大的交叉路

口路段。

４．２．４　老年人身体素质一般较差，对环境的敏感度也很高，因

此在对养老服务设施选址时，应特别考虑周边环境情况，尽量

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危险品生产及储运用地，并应处在以上

不利因素的上风向，且距离上应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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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场地规划

５．１　场地与建筑

５．１．１　由于老年人室外活动内容和方式以及设施与儿童、青

壮年有较大不同，老年人活动场地宜单独设置，既满足老年人

活动要求，又避免共用场地其他活动者对老年人可能造成的侵

扰等伤害，在与其他建筑合建的养老服务设施场地设计时尤其

要遵守本条规定。

　　１　室外活动场地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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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等设施以及轮椅、助行器停放空间。座椅宜

布置在冬季向阳、夏季遮阴处，便于老年人使用；

　　２　为保证老年人室外活动的安全性，室外活动场地的位

置应避免与车辆交通空间交叉，与城市道路设有５ｍ以上的隔

离带；

　　３　为创造适宜老年人活动的环境气候条件，活动场地位

置宜选择在向阳、避风处，并保证场地能获得日照；

　　４　根据老年人生理特点，老年人集中的室外活动场地应

邻近设置满足老年人使用的公用卫生间，且需满足轮椅老年人

的无障碍需要。公用卫生间的位置在活动场地附近或相邻的

建筑内均可。

　　５　为了老年人使用安全方便，活动场地表面应平整、排水

畅通，并采取防滑措施。同时为了满足轮椅使用者活动，场地

坡度不应大于２．５％。

５．１．２　老年人服务设施建筑需要按功能关系进行合理布局，

明确动静分区，以达到方便使用、减少干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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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城市主干道交通繁忙、车速较快，老年人服务设施基地

及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开向城市主干道时，不利于老年人出行

安全。殡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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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道路与停车

５．２．１　考虑到老年人视力、听力下降，反应迟缓，为保障其出

行方便和安全，应合理组织交通，在满足消防、疏散、运输要求

的基础上，道路要尽量做到人车分流，避免车辆对人员通行的

影响。

５．２．２　老年人是发生高危疾病和伤害事故频率最高的人群，

因此要求救护车辆能够直接通达连接可容纳担架的电梯、楼梯

的建筑出入口，救护车辆的停靠点即建筑的紧急送医通道的终

点。建筑出入口处应有满足救护车辆停靠的场地条件，以保证

救护车辆最大限度靠近事故地点，提高救治效率。考虑救护车

通行、停靠和救援，救护车辆通道应满足最小３．５ｍ×３．５ｍ的净

空要求。当利用道路作为救护车辆停靠场地时，道路应设置２条

车道以上。当救护车辆停靠场地位于建筑出入口雨搭、挑棚、

挑檐等遮蔽物之下时，地面至遮蔽物底面净空应不小于３．５ｍ。

５．２．３　总平面应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满足老年人、

探视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停车需求。各类停车配比，宜根据不同

种类老年人服务设施的运营特征，并结合所在城市或区域的交

通发展因素综合确定。

　　考虑使用轮椅老年人的需要，在机动车停车场距建筑物主

要出入口最近的位置上设置无障碍停车位或无障碍停车下客

点，并与无障碍人行道相连。明显的标志可以起到强化提示的

作用，避免无障碍停车位或无障碍停车下客点被其他车辆占

用。

５．３　绿地与景观

５．３．１　为创造良好的景观环境，应对养老服务设施建筑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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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场地景观绿化设计。绿化种植应选用适应当地气候的

树种，乔、灌、草结合，以乔木为主，达到四季常青。

５．３．２　为了避免对老年人安全和健康造成危害，不应种植易

产生飞絮、有异味、带刺、有毒、根茎易于露出地面的植物。对

于人可进入的绿化区，应保证林下净空不低于２．２ｍ，并不应有

蔓生枝条。

５．３．３　老年人低头观察事物时间较长时，易发生头晕摔倒事

故，因此，老年人服务设施建筑总平面中设置水池等观赏水景

的，水深不宜大于０．５ｍ，且水池周边需要设置警示牌、栏杆等安

全提示和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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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房屋建筑

６．１　建筑设计

６．１．１　考虑到老年人特殊的体能与行为特征，养老服务设施

独立设置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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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内的小型养老服务设施可以与社

区内其他公共设施建筑合并设置，但需具备独立的交通体系，

便于安全疏散。

６．１．２　针对老年人行动能力弱、自救能力差的特点，专门提出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中老年人用房可按重点类公建做好抗震与

防火等安全设计，以便于疏散及抢救需要。

６．１．３　耐火等级取决于建筑物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耐火

等级高的建筑对构件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的要求也高。老年

人由于步履艰难，有的需要借助他人的照顾和护理才能疏散，

所需安全疏散时间较长，因此建议疏散距离及宽度应在建筑设

计防火疏散的要求基础上适当提高。

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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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老年人通行路径设置明显、连续的标识

和引导系统，标识的字和图案都要比一般场所的要大些，方便

识别。

６．１．５　养老服务设施的建筑风格应具有地方特色、时代风貌，

可识别性要强；建筑色彩宜柔和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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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６　养老设施内的大多数老年人行动能力有限，比其他公

共建筑的火灾危险性高，设置避难间有利于在火灾时方便灭火

救援和人员逃生。避难间可利用平时使用的房间，如每层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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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用房，也可利用电梯前室。当每层床位数大于６０床时，

宜划分多个护理单元，每个护理单元应分别设置避难间。

６．２　建筑设备

６．２．１　给水排水

　　２　老年人容易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神经衰弱等

疾病，对突发噪声很敏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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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探索选用智能

远程水表，刷卡计量，基于智能化和大数据手段，可以远程了解

老人的生活起居状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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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２　供暖与空调通风

　　２　为了保护老年人的安全健康，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老年

人烫伤。热水散热器、电供暖散热器、热水辐射供暖分集水器

等必须暗装或加防护罩；

　　３　设置机械排风设施有利于室内污浊空气快速排除；

　　４　老年人冬季喜欢室温高一些，夏季不希望室温过低。

有条件时，供热工况室内设计相对湿度不宜小于３０％。风速较

高对处于休息状态的老年人影响较大，床及固定座椅处风速应

严格控制，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遮挡等有效措施，满足要求。

６．２．３　建筑电气

　　１　强调建筑出入口设置照明灯具，主要为了方便老年人

晚上识别和返回自己居住的建筑。老年人使用的盥洗盆或盥

洗槽、厨房操作台设局部照明，是为了减少老人被刀具划伤的

危险。每个居室门外设局部照明，是考虑老年人视力不好，开

启房门时使用；

　　２　设置脚灯是为了方便老年人夜间活动，减少跌倒危险。

顶灯、长过道照明采用双控开关两地控制，可以避免老人在黑

暗中行走，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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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从老年人特点出发，照明开关应当昼夜都易识别，因此

要求采用带夜间指示灯的宽板翘板开关，其颜色同墙壁也要有

区分，安装高度是为了方便轮椅使用者使用。

６．２．４　智能化系统

　　２　从老年人居住、活动规律和需求出发，设置信息设施系

统，并在老年人用房配备电话、电视和信息网络插座。同时，作

为现代生活的基本配置，在老年人用房及公共区域建设无线局

域网络覆盖，可支持无线物联网应用、移动终端应用和后续养

老设施运营者的扩展及增值服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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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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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洗澡、如厕时易发生意外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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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老年人

易出现突发状况，设置电子紧急呼叫设施时遵循本条款。高度

分别按老年人站姿、坐姿或卧姿的不同状态来规定。采用按钮

型呼叫装置时，卫生间内安装高度距地宜为０．４０ｍ～０．５０ｍ，居

室床头和公共活动场呼叫装置高度为０．９０ｍ～１．２０ｍ；采用拉

绳方式时，马桶旁宜为１．１０ｍ，淋浴区为１．８０ｍ；鉴于文娱与健

身用房、康复与医疗用房的紧急呼叫装置位置往往难以确定，

也可采用携带式的紧急呼叫装置。当发生火警时，门禁系统应

能集中解锁或能从内部手动解锁，便于老年人火灾时顺利逃

生；

　　４　顺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交互多元化和新应

用的发展，设置照护与健康管理平台，可支持护理呼叫信号系

统、护理人员巡更系统等专业业务系统，以及照护人群的健康

数据采集、分析和管理，实现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准的照护及

健康服务。同时，也可为城乡、社区进行养老服务合理配置提

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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