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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印说明

为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重要部署，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组织编制了《城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指

导手册》，从推动居家适老化改造开始，让老年人住得更放

心、更舒心。

《城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指导手册》针对城市老年人居家

适老化改造需求，在通用性改造、入户空间、起居（室）厅、

卧室、卫生间、厨房、阳台等 7 个方面形成了 47 项改造要

点。基于老年人差异化需求将改造内容分为基础型、提升型

两类，基础型改造内容以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安全和

生活便利需要为主；提升型改造内容主要满足老年人改善型

生活需求，以丰富居家服务供给、提升生活品质为主。《城

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指导手册》为城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提供系

统、简单、可行的改造方案和技术路径，可以帮助老年人提

高居家适老化改造意识，提升行业居家适老化改造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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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用性改造

1.1 改造目的及要点

1.1.1改造目的

通用性改造主要涉及流线规划、住宅地面、部品产品等

方面，宜考虑老年人基本行为活动安全、生活便利等方面的

共性空间需求，消除空间安全隐患、实现通行无障碍。

1.1.2改造要点

住宅适老化通用性改造宜满足以下要求：

（1）合理规划行为流线，保证厨房到餐厅、卧室到卫

生间通行的流畅；

（2）全屋宜无高差或门槛，已有高差应通过设置斜坡

辅具、扶手等安全设施辅助通行；

（3）地面材质宜防滑并具有一定缓冲性能；

（4）地面应平整，选用无过大凹凸的材质，不同材质

交接处应保证平滑过渡，避免产生新的高差；

（5）墙体转角处及家具家电宜作好防磕碰设计或防撞

措施；

（6）所有门宽度宜满足轮椅或助行器通行要求；

（7）有条件的可将平开门改为推拉门，卫生间、厨房

门上宜设观察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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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选用下压式或 U 型门把手，末端回弯；

（9）老年人起夜路线安装感应夜灯；

（10）电源插座及开关宜保证伸手可及。

图 1居家适老化通用性改造平面示意图

1.2 基础型

1.2.1高差处理

地面高差既容易绊倒老年人，又不方便轮椅或助行器的

通行。在改造时尽量消除室内高差，当高差难以消除时，应

采取必要的措施辅助通行：

（1）对于小于 30mm 及易拆除的高差，宜通过地面找坡、

压条找坡等方式直接消除高差，实现水平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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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图 2地面高差拆除做法及改造效果示意

（2）对于 30mm～50mm 且不易消除的高差，宜通过选用

合适的斜坡辅具，实现高差的平稳过渡，选用辅具时宜选用

防滑、耐用且脚感较好的材质。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3 斜坡辅具安装方法示意

（3）当高差大于 50mm 时且无法消除时，宜通过增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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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全辅助设施，如安装扶手、设置局部照明和色彩反差辅

助老年人平稳通行。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4 地面高差过大处理做法

1.2.2室内门槛处理

室内门槛对于老年人通行尤其是轮椅通行有极大障碍，

室内宜设置倒坡脚或更换为无门槛的推拉门，实现高差的平

稳过渡。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5 门槛移除改造方法及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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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安装扶手

1、室内有高差变化处，或在玄关等需要弯腰、起身、

下蹲的一些必要位置，宜通过加设扶手或利用部品、家具等

方式辅助撑扶。楼梯应至少一侧设置连续扶手。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6扶手安装效果示例

2、扶手安装应安全牢固，形状易于抓握，材质宜选用

木质、树脂等防滑、热惰性指标优良的材料，直径以 35mm～

45mm 为宜，截面的内测边缘距墙面净距应不小于 40mm。

图 7扶手安装示意

3、扶手安装高度应为 800mm～850mm，扶手末端应向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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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向下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100mm，避免钩住衣物。

图 8扶手高度及端部做法

1.2.4防滑处理

地面应采用防滑、平整的材料。不同地面材质的衔接处

摩擦系数不应差别过大，可根据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处理

措施：

（1）局部铺设防滑砖、防滑地胶；

（2）整体铺设 PVC 地板；

（3）涂刷防滑涂料或防滑剂。

图 9防滑地面处理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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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门把手更换

球形门把手不利于老年人抓握施力，平开门、推拉门把

手宜改造为选择易施力的下压式或 U 型把手，把手末端应回

弯，不宜有尖锐棱角，材质宜选用防滑、热惰性指标优良的

材料。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10 门把手改造示意

1.2.6电源插座及开关改造

1、电源插座应结合老年人使用需求布置，保证老年人

触手可及。数量应满足家具家电和安全报警装置的使用要求

并选用安全型带开关插座，卫生间、淋浴间及未封闭阳台的

插座开关应采用防水密闭型开关插座。

2、开关的改造应符合以下要求：

（1）开关面板宜选用带夜间指示灯的大面板开关，安

装位置应醒目。

（2）入户门旁宜设置照明一键控制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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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图 11 开关改造方法及效果示意

1.3 提升型

1.3.1平整硬化

地面应平整，选用无过大凹凸的材质，不同材质交接处

应保证平滑过渡，避免产生新的高差；对于室内坑洼地面应

进行平整硬化，然后进行上部面层的防滑处理，施工完成后

要保证其平整性。

图 12 地面材质交接处平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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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安装防撞护角/防撞条

墙体转角处及家具家电宜做好防磕碰设计或防撞措施，

避免老年人磕碰划伤，必要时粘贴警示条等符合老年人认知

特点的提示标识。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13 防撞条安装效果示意

1.3.3房门拓宽

对于门宽较小的房间，在确保结构安全前提下，可适当

拓宽门洞并进行加固处理。对于使用轮椅的老年人，通行净

宽不应小于 800mm，以满足轮椅通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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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房门拓宽改造平面示意图

1.3.4平开门改推拉门

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和需求，有条件的可将平开门改为

推拉门，通行净宽不宜小于 800mm。卫生间、厨房门宜带观

察窗，当老年人发生意外时，以便家人顺利发现并施救。

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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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卫生间向外平开门或推拉门改造方法及效果示意

1.3.5安装自动感应灯具

在老年人起夜及日常通行道路上应安装自动感应灯具，

安装时避免直射光源，强刺激性光源。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16 自动感应灯具安装示意及改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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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入户空间改造

2.1 改造目的及要点

2.1.1 改造目的

对入户空间进行适老化改造时，宜考虑老年人开关门、

开关灯、换鞋、通行、置物等行为的空间需求，实现室内外

的无障碍过渡。

2.1.2 改造要点

入户空间适老化改造宜满足以下要求：

（1）选用智能门锁，提供多样化的解锁方式；

（2）移除门槛或设置斜坡辅具，实现高差平缓过渡；

（3）设置换鞋凳，避免弯腰；

（4）门铃提醒声光同步；

（5）鞋柜下部留空，内设感应式照明，便于视物换鞋；

（6）入门处设置全屋照明总开关或全屋智能开关，一

键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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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入户空间适老化改造平面示意图

2.2 基础型

2.2.1更换门锁

老年人由于视物不清，难以看清门锁位置，可选用智能

门锁，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解锁方案。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18 更换门锁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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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入户门槛处理

入户门槛对老年人通行，特别是轮椅通行造成极大障碍，

可通过移除门槛、设置斜坡辅具等方式消除高差，帮助老年

人通行。若施工确有难度，宜在门旁设置扶手等安全辅助设

施，辅助老年人通行。

2.2.3设置换鞋凳

换鞋凳宜选用带撑扶支架、下方带搁板的鞋凳，门厅空

间较为紧张时，可设置可折叠式鞋凳。

（1）通过型门厅：可在通行净宽不小于 900mm 的基础

上，设置换鞋凳、鞋柜等产品，换鞋凳旁可设置扶手，保证

老年人使用安全。

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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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通过型门厅换鞋凳及鞋柜设置方法及效果示意

（2）拐入型门厅：在保证户门进深方向通行净宽不宜

小于 1.5m 的前提下，设置换鞋凳，满足轮椅、担架、助行

器通行及便于搬运大型家具等需求；同时，可结合储物家具

形成连续的可撑扶平面；储物柜宜采用推拉门，以避免占用

通行空间。

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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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拐入型门厅换鞋凳及鞋柜设置方法及效果示意

（3）开敞型门厅：可通过设置储物柜、高低鞋柜等对

空间进行分隔，以减少进出门对相邻空间的影响。针对乘坐

轮椅的老年人，户门开启侧 400mm 宽度范围内不应设置障碍。

针对自理老年人或使用助行器的老年人，可借用户门开启侧

的家具形成可撑扶平面。

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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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开敞型门厅换鞋凳及鞋柜设置方法及效果示意

2.3 提升型

2.3.1安装闪光振动门铃

宜设置语音、震动与闪光结合的门铃，屋内可设置分体

式门铃，方便老年人在全屋及时了解来访情况。有条件的可

在户门处设置可视门禁等智能访客对讲系统。

2.3.2设置适老化鞋柜

门厅可设置适老化鞋柜，方便储物的同时，为老年人通

行提供支撑。鞋柜高度可适当抬高，便于老年人撑扶，下部

宜留空，内宜设感应式灯带，便于老年人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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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图 22 鞋柜设置效果示意

2.3.3设置全屋照明总开关或全屋智能开关

全屋智能开关宜设在户门入口处，选用声控或宽面板开

关，高度宜为 850mm～1100mm 为宜，便于老年人使用。

图 23 照明总开关或全屋智能开关设置方法及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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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起居（室）厅改造

3.1 改造目的及要点

3.1.1改造目的

对起居（室）厅进行适老化改造时，宜考虑老年人活动、

交谈、观影与其他人员团聚等行为的空间需求，为老年人融

入家庭生活提供空间便利。

3.1.2改造要点

起居（室）厅适老化改造宜满足以下要求：

（1）家具应避免尖锐和突出，防止产生磕碰；

（2）沙发倾斜角度不宜过大，座面不宜过软过深，茶

几高度应略高于沙发，方便老年人起身支撑；

（3）合理设置储藏空间，营造整洁干净的居室环境；

（4）地面材质防滑抗冲击。

图 24 起居厅适老化改造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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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升型

3.2.1配置适老化沙发及茶几

选用座面较硬的沙发，并配有助起的扶手或支撑。

（1）沙发坐面的距地高度不宜过低，宜选用座面较硬

的沙发，深度不宜过深。材质应亲肤且易清理，以便于老年

人落座和起身。若沙发过于宽大，可在中间加设扶手。

图 25 适老化沙发改造方法及效果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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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选用轻质茶几，可由 2 个或多个茶几组合，方

便移动。

（3）茶几高度宜略高于沙发，便于老年人取物，茶几

与沙发前缘之间净宽不宜小于 300mm，高度宜略高于沙发坐

面高度，茶几下部宜便于老年人伸直腿部。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26 沙发与茶几示例

3.2.2配置适老化餐桌椅

宜选用适老餐桌椅，采用大圆角设计，避免老年人磕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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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卧室改造

4.1 改造目的及要点

4.1.1改造目的

对老年人卧室进行适老化改造时，应考虑老年人睡眠、

通行、储藏、护理等行为的空间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安全、

舒适的睡眠环境。

4.1.2改造要点

卧室适老化改造宜满足以下要求：

（1）卧室宜有良好采光；

（2）宜选用深色遮光降噪窗帘；

（3）安装床边护栏，避免翻身下床；

（4）空调出风口不对床头；

（5）床头设置双控开关，睡前一键关灯；

（6）床边设置紧急呼救装置，即时求救；

（7）过道宽度应保证轮椅、助行器通行；

（8）储物空间充足且便于取物；

（9）设置护理床，方便照料；

（10）护理老年人配置防压疮垫；

（11）设置可移动坐便器，方便老年人夜间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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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卧室适老化改造平面示意图

4.2 基础型

4.2.1安装床边护栏、抓杆

为辅助老年人起身，防止夜间翻身滚下床，保证老年人

睡眠和活动安全，宜在不影响上下床的同时，在床边采取防

护措施，如安装床边护栏或抓杆。护栏（抓杆）改造应与床

体连接稳固并选用高度可调节的产品，安装完成反复测试确

保稳固后方可使用。

（1）针对自理老年人，床可靠墙设置，以降低意外跌

落风险。

（2）针对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可同时设置离床报警设

备，以便于护理人员及时了解老年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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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图 28 床边护栏改造效果示意

4.2.2在床头增设照明开关

卧室照明开关宜采用多点控制，并在床头设置开关，开

关面板宜选用大面板形式。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29 床头插座及开关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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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设置紧急呼救装置

应在床头设置按钮和拉绳相结合的紧急呼救装置，拉绳

末端的距地高度不宜大于 300mm，确保老年人伸手可及，以

适应老年人危急情况下难以起身的特点。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30 紧急呼叫装置安装做法及效果示意

4.3 提升型

4.3.1设置床头照明

除设置一般照明外，应根据老年人床头阅读、起夜等不

同行为模式下的光环境需求设置局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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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图 31 床头照明安装做法及效果示意

4.3.2增设可移动坐便器

当卫生间离卧室较远，或老年人有护理需求时，可在卧

室设置可移动坐便器，便于老年人如厕。

4.3.3配置适老化衣柜

卧室的储藏空间应便于老年人取放，同时考虑乘坐轮椅

的老年人的操作高度，储物隔板可采用拉杆式或电动式，以

避免老年人因活动不便而在取放物品时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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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移门衣柜，并在移门上设置嵌入式把手，方

便老年人运用手指力量操作，同时也可使用折叠门，拉帘等

作为柜门使用。

（2）宜在衣柜内部装上感应灯，感应灯可以让老年人

清楚地看到衣柜的内部。

（3）衣柜内部宜设置可升降杆，便于轮椅老年人使用。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32 适老化衣柜改造效果示意

4.3.4地面防滑

卧室的地面宜选用防滑、保暖、隔音性能较好的地面材

料。

图 33 地面铺设防滑减震木地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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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设置护理床

当老年人有护理需求时，应选用与其身体状况相匹配的

护理床，帮助完成起身、侧翻、上下床、吃饭等行为。

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图 34 护理床配置方法及效果示意

4.3.6配置防褥疮床垫

选用与老年人需求相匹配的防褥疮床垫，避免长期卧床

的老年人发生严重褥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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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防褥疮床垫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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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卫生间改造

5.1 改造目的及要点

5.1.1改造目的

对卫生间进行适老化改造时，应考虑老年人如厕、盥洗、

沐浴、护理、通行等行为的空间需求，最大程度消除引起老

年人摔倒的空间诱因。

5.1.2改造要点

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宜满足以下要求：

（1）卫生间应尽量避免高差，并设置安全辅助设施；

（2）卫生间门宜选用推拉门或内外均可开启的门；

（3）地面材质应防滑，可采用湿态防滑措施并安装快

速排水地漏避免积水；

（4）尽量使用坐便器，有需要的可设置助起架或使用

带自动托举起身辅助功能的智能坐便器；

（5）卫生间应干湿分离，淋浴区宜设置浴帘；

（6）淋浴区应设置淋浴椅，花洒宜高度可调；

（7）在坐便器、淋浴附近加装抓杆，辅助使用；

（8）在坐便器、淋浴附近设置紧急呼救装置；

（9）盥洗台下方宜留空，便于轮椅及助行器使用；

（10）设置采暖装置，避免淋浴前后温差导致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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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平面示意图

5.2 基础型

5.2.1高差处理

1、当卫生间存在较大高差，有条件的可作降台处理。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37 卫生间高差改造效果示意

2、当高差无法消除时，宜通过增设其他安全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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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安装扶手、设置局部照明和色彩反差辅助老年人平稳通行。

5.2.2蹲便器改坐便器

为减轻蹲姿造成的腿部压力，宜将蹲便器改为坐便器，

并匹配相适应的扶手，坐便器高度不宜小于 450mm。当无法

满足时，可设置坐便椅、移动坐便器等辅助使用。管道、楼

面防水及面层做法也进行相应的更换。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38 坐便器改造方法及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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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设置浴帘

宜通过增加浴帘的方式实现干湿分离，便于施救。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39 浴帘改造效果示意

5.2.4配置淋浴椅

为方便老年人淋浴，保障淋浴期间安全，应在淋浴间内

配置淋浴椅，淋浴椅应采用防滑、防锈、防水的材质。当采

用壁挂式可折叠淋浴椅时，应保证安装的稳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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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图 40 淋浴椅安装做法及效果示意

5.2.5安装抓杆

应在坐便器、浴缸及淋浴旁设置抓杆，以便于老年人自

助撑扶起身、站立、转身和坐下。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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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抓杆安装示意

5.2.6设置紧急呼救装置

宜在坐便器及淋浴附近设置按钮和拉绳相结合的紧急

呼救装置，以便于老年人在身体不适或发生安全意外等紧急

情况时向外界呼救。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42 紧急呼救装置安装做法及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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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提升型

5.3.1干湿分离

卫生间宜干湿分区，通过合理组织排水，避免地面积水，

以降低老年人因地面湿滑而造成安全伤害风险。

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图 43 卫生间干湿分离改造方法及效果示意

5.3.2浴缸/淋浴间改造

老年人宜优先选择淋浴，并在淋浴区域设置抓杆和淋浴

椅，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1）浴缸宜改为淋浴区；

（2）淋浴区宜设置淋浴椅，并于周边设置垂直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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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抓杆，满足不同淋浴需求；

（3）淋浴区宜留有助浴空间，方便照护者帮助老年人

淋浴；

（4）淋浴喷头高度应可调节，宜采用可上下滑动的杆

件，有条件的可使用恒温花洒；

（5）宜采用便于操作的杠杆手柄龙头，避免使用旋钮

式龙头；

（6）淋浴空间内外应无高差，不宜设置挡水条，便于

轮椅进入。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44浴缸/淋浴间改造方法及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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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盥洗台改造

盥洗台下方宜留空，便于使用轮椅及助行器的老年人使

用，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盥洗台一侧宜设置选用横杆式毛巾架；

（2）盥洗台宜选择混水水龙头，方便调节水温，宜采

用长柄式水龙头，便于开关水阀。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45 盥洗台改造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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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配置采暖设备

卫生间宜在更衣区增设采暖设备，或选用带有加热、换

气、干燥和照明功能的浴室暖风机，避免淋浴前后温差较大

导致老年人身体不适。

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图 46 三合一暖风机安装做法及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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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厨房改造

6.1 改造目的及要点

6.1.1改造目的

对厨房进行适老化改造时，应考虑老年人储藏、洗涤、

操作、烹饪、通行等行为的空间需求，为老年人进行烹饪操

作消除空间障碍。

6.1.2改造要点

厨房适老化改造宜满足以下要求：

（1）选择适宜的操作台面高度，减少弯腰；

（2）加设中部柜，满足储藏需求；

（3）橱柜下加装灯带，提供辅助照明；

（4）更换可自动熄火燃气灶，安装烟雾报警器、燃气

报警器、积水报警器；

（5）厨房用水宜实现水温可调；

（6）墙面材质易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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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厨房适老化改造平面示意图

6.2 基础型

6.2.1安装报警器

1、在天花板上方设置烟雾报警器，同时安装炉灶自动

熄火保护装置。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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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报警器安装方法及产品示意

2、按现行国家标准及规范要求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

器及紧急切断装置，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图 49 燃气浓度监测报警器安装方法及产品示意

6.3 提升型

6.3.1加设中部柜

在吊柜下方设置开敞式中部柜、中部架，或可下拉式拉

篮，方便老年人取放物品。上方吊柜厚度宜略小于下方橱柜，

保证老年人适度前倾时头部不易触碰到上方吊柜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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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图 50 中部柜加设做法及效果示意

6.3.2操作台面改造

根据老年人身高和使用情况合理改造操作台尺度，操作

台下留有足够放置膝盖或轮椅回旋的空间。

（1）站姿操作台面下宜预留膝盖及脚尖可深入的空间。

（2）坐姿操作台面台下空间净高不宜小于 650mm，且进

深不宜小于 300mm，以满足轮椅最小转向宽度，有条件的可

选用台面高度可调的操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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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平面示意图 改造后平面示意图

图 51 操作台面改造方法及效果示意

6.3.3更换燃气灶

选用点火、火力调节方便的产品，燃气灶应具有熄火保

护功能和防干烧等功能或选用无明火的电炊灶具，炉灶和操

作区应有局部照明。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52 燃气灶更换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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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安装积水报警设备

在地面安装积水报警器，及时发现家中漏水现象，避免

地面湿滑引起摔倒。当老年人忘记关闭水阀，地面浸水时及

时提醒，可联动其他装置，自动关闭水阀。

图 53 积水报警器产品示意图

6.3.5墙面材质更换

炉灶背后宜选用防火、防水、耐腐蚀、耐油烟易于清扫

的面材，如防菌墙面瓷砖、强化玻璃等材质。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54 墙面材质更换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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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阳台改造

7.1 改造目的及要点

7.1.1改造目的

对阳台进行适老化改造时，宜考虑老年人洗涤、晾晒、

晒太阳、养护绿植等行为的空间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接触室

外环境的可能性。

7.1.2改造要点

阳台适老化改造宜满足以下要求：

（1）消除高差，辅助通行；

（2）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增加上下水和插座，将洗

衣机移入阳台；

（3）在阳台设置低位晾衣架，方便晾晒；

（4）增设护栏，保障安全；

（5）可在阳台设置绿植种植区，调节心情。

图 55 阳台适老化改造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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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础型

7.2.1更换晾衣架

晾衣架应采用可升降式衣架或低位晾衣杆，晾衣架周围

宜保证一定的空间，便于老年人操作。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56 晾衣杆改造效果示意

7.2.2增设护栏

护栏可分为落地窗室内护栏和窗外护栏，当阳台无护栏

时，宜增设护栏并采用有立柱的结构形式，防护高度应满足

现行标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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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提升型

7.3.1增设绿植空间

在阳台可设置园艺操作空间，如放置园艺操作台、花架

等装置。

（1）高低植物组合：在不影响视线通透性的前提下，

选用高低植物组合，营造视觉层次感。适用于阳台空间较为

宽敞的情况；

（2）悬挂式植物组合：通过将植物悬挂于高位空间，

减少对于老年人日常行走过程中的干扰。适用于较为局促的

阳台空间；

（3）多层花架组合：为节省占地空间，将不同高度的

花架进行组合，便于老年人日常通行和浇灌。

图 57 阳台绿植效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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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市居家适老化改造基础型清单

序号 类别 改造要素 配置及技术要求

1

入户空间

入户门槛处理

根据施工可行性，可通过移除门槛、设置斜

坡等方式消除高差，帮助老年人通行，若施

工确有难度，宜在门旁设置其他安全辅助设

施，辅助老年人通行。

2 更换门锁
有条件的可更换为智能化门锁，提供多样化

解锁方案。

3 设置换鞋凳

换鞋凳宜选用带撑扶支架、下方带搁板的鞋

凳，门厅空间较为紧张时，可设置折叠式鞋

凳。

4

卧室

安装床边护

栏、抓杆

辅助老年人起身、上下床，防止翻身滚下床，

保证老年人睡眠和活动安全。

5
在床头增设照

明开关

卧室照明开关宜采用多点控制，并在床头设

置开关，开关面板宜选用大面板形式。

6
设置紧急呼救

装置

宜在床头设置按钮和拉绳相结合的紧急呼救

装置。

7

卫生间

高差处理

当卫生间存在较大高差，有条件的可做降台

处理；当高差无法消除时，宜通过增设其他

安全辅助设施。

8
蹲便器改坐便

器

为减轻蹲姿造成的腿部压力，宜将蹲便器改

为坐便器，并匹配相适应的扶手。

9 配置淋浴椅 在淋浴区域设置扶手和淋浴椅。

10 设置浴帘
宜通过增加浴帘的方式实现干湿分离，并方

便施救。

11 安装抓杆 应在坐便器、浴缸及淋浴旁设置抓杆。

12
设置紧急呼救

装置

宜在坐便器及淋浴附近设置按钮和拉绳相结

合的紧急呼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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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改造要素 配置及技术要求

13 厨房
安装

报警器
安装烟雾、火灾等报警器，及时发现危险。

14

阳台

更换

晾衣架

晾衣架应采用可升降式衣架或低位晾衣杆，

晾衣架周围宜保证一定的空间，便于老年人

操作。

15 增设护栏 当阳台无护栏时，宜增设护栏。

16

通用类

高差处理
在改造时尽量消除室内高差，当高差难以消

除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辅助通行。

17 室内门槛处理
室内宜更换为无门槛的推拉门或设置倒坡

脚，扶手等安全设施，辅助通行。

18 安装扶手
室内有高差变化处，或在玄关等需要弯腰、

起身、下蹲的一些必要位置，宜加设扶手。

19 防滑处理
地面应采用防滑、平整的材料，不同地面材

质的衔接处摩擦系数不应差别过大。

20
门把手

更换

平开门、推拉门把手宜改造为选择易施力的

下压式或 U型把手。

21
电源插座及开

关改造

视情进行高/低位改造，避免老年人下蹲或弯

腰，开关面板宜选用大面板的开关或带照明

指示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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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市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升型清单

序号 类别 改造要素 配置及技术要求

1

入户空间

安装闪光振动

门铃

宜设置语音、震动与闪光结合的门铃，屋内

可设置分体式门铃，方便老年人在全屋及时

了解来访情况。

2
设置适老化

鞋柜

门厅空间充足时可设置适老化鞋柜，方便储

物的同时，为老年人进门提供支撑。

3

设置全屋照明

总开关或全屋

智能开关

全屋智能开关宜设在户门入口处，选用声控

或宽面板开关。

4

起居厅

配置适老化沙

发及茶几

选用座面较硬的沙发，并配有助起的扶手或

支撑。

5
配置适老化餐

桌椅

宜选用适老餐桌椅，采用大圆角设计，避免

老年人磕碰。

6

卧室

设置床头照明
帮助失能老人完成起身、侧翻、上下床、吃

饭等动作，辅助喂食、处理排泄物等。

7
增设可移动坐

便器

当卫生间离卧室较远，或老年人有护理需求

时，可在卧室设置可移动坐便器，便于老年

人如厕。

8
配置适老化

衣柜

卧室的储藏空间应便于老年人取放，同时考

虑乘坐轮椅的老年人的操作高度，储物隔板

可采用拉杆式或电动式，以避免老年人因活

动不便而在取放物品时发生安全事故。

9 地面防滑
卧室的地面宜选用防滑、保暖、隔音性能较

好的地面材料。

10 设置护理床

当老年人有护理需求时，应选用与其身体状

况相匹配的护理床，帮助完成起身、侧翻、

上下床、吃饭等行为。

11
配置防褥疮

床垫

避免长期卧床的老年人发生严重压疮，根据

老年人不同需求配置相适应的防褥疮床垫。

12 卫生间 干湿分离
卫生间宜干湿分区，通过合理组织排水，避

免地面积水，以降低老年人因地面湿滑而造



52

序号 类别 改造要素 配置及技术要求

成安全伤害风险。

13
浴缸/

淋浴间改造

老年人宜优先选择淋浴，并在淋浴区域设置

扶手和淋浴椅。

14 盥洗台改造
盥洗台下方宜留空，便于使用轮椅及助行器

的老年人使用。

15 配置采暖设备
在淋浴区设置带有加热、排风和照明功能的

采暖设施。

16

厨房

加设中部柜
在吊柜下方设置开敞式中部柜、中部架，或

设置可下拉式拉篮，方便老年人取放物品。

17 操作台面改造

根据老年人身高和使用情况合理改造操作

台尺度，操作台下留有足够放置膝盖及轮椅

回转空间。

18 更换燃气灶

选用点火、火力调节方便的产品、燃气灶应

具有熄火保护功能和防干烧等功能或无明

火的电炊灶具，炉灶和水槽工作区应有特定

照明。

19 墙面材质更换

炉灶背后宜选用防火、防水、耐腐蚀、耐油

烟易于清扫的面材，如防菌墙面瓷砖、强化

玻璃等材质。

20
安装积水报警

设备

可在厨房地面、水管下方等处安装积水报警

器

21 阳台 增设绿植空间
在阳台可设置园艺操作空间，如放置园艺操

作台、花架等装置。

22

通用类

平整硬化

地面应平整，选用无过大凹凸的材质，不同

材质交接处应保证平滑过渡，避免产生新的

高差。

23
安装防撞护角/

防撞条

在家具尖角或墙角安装防撞护角或者防撞

条，避免老年人磕碰划伤。

24 房门拓宽
对于门宽较小的房间，在确保结构安全前提

下，可适当拓宽门洞并进行加固处理。

25
平开门改推拉

门

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和需求，有条件的可将

平开门改为推拉门，便于通行。

26
安装自动感应

灯具

安装感应便携灯，避免直射光源，强刺激性

光源，人走灯灭，辅助老年人起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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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术语

1、居家适老化改造

以满足老年人安全、便利、舒适、健康等需求为目的，

对既有住宅的套内空间进行改造。

2、通用性改造

主要指既有住宅各空间内普遍适用的、共性的、通用的

适老化改造技术措施。

3、基础型改造

以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安全和生活便利需要为主

的改造内容。

4、提升型改造

主要满足老年人改善型生活需求，以丰富居家服务供给、

提升生活品质为主的改造内容。

5、适老辅具

辅助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器具，统称为适老辅具。主要作

用是：

1 保障老年人在环境中的安全；

2 提高老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

3 减轻护理者的护理强度，提高护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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