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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前言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开展<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局部修订工作

的函》(建标标函[2017]89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

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基地与总平面；5 建

筑设计；6 专门要求；7 建筑设备。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标准的名称；编制目的与设计原则；相关术语；基本规定；

基地选址、总平面布局与道路交通；用房设置及相关规定；建筑的交通空间；给水与排水；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建筑电气等内容。增加了建筑细部；无障碍设计；室内装修；安全

疏散与紧急救助；卫生控制；噪声控制与声环境设计；智能化系统等内容。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哈尔滨工业大学《老年人照料

设施建筑设计标准》编制组(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66号 1545信箱，邮政编码：1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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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条文说明

1 总则

https://www.soujianzhu.cn/Norm/JzzyXq.aspx?id=324


1.0.1 为适应我国老年人照料设施建设发展的需要，提高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质

量，符合安全、健康、卫生、适用、经济、环保等基本要求，制定本标准。

▼ 展开条文说明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设计总床位数或老年人总数不少于 20床(人)

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

▼ 展开条文说明

1.0.3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应符合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保护老年人隐私和尊严，

保证老年人基本生活质量；适应运营模式，保证照料服务有效开展。

▼ 展开条文说明

1.0.4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展开条文说明

2 术语

术语

2.0.1 老年人照料设施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aged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料服务的设施，是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和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

的统称，属于公共建筑。

▼ 展开条文说明

2.0.2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 24-hour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aged

为老年人提供住宿、生活照料服务及其他服务项目的设施，是养老院、老人院、福

利院、敬老院、老年养护院等的统称。

▼ 展开条文说明

2.0.3 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 day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aged

为老年人提供日间休息、生活照料服务及其他服务项目的设施，是托老所、日托站、

老年人日间照料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的统称。

▼ 展开条文说明

2.0.4 老年人用房 space for the aged



指老年人照料设施中供老年人使用的主要用房，包括生活用房、文娱与健身用房、

康复与医疗用房。

2.0.5 生活用房 living space

指为满足老年人居住、就餐等基本生活需求以及为其提供生活照料服务而设置的用

房。

2.0.6 文娱与健身用房 entertainment and fitness space

指为满足老年人文娱、健身活动需求而设置的用房。

2.0.7 康复与医疗用房 rehabilitation and medical space

指为老年人提供康复服务及医疗服务而设置的用房。

2.0.8 照料单元 care unit

主要为一定数量护理型床位而设的生活空间组团，包含居室、单元起居厅和为其配

套的护理站等居住及交通空间，一般相对独立，并有护理人员对此区域内的老年人提供照料

服务。

▼ 展开条文说明

2.0.9 生活单元 residential unit

主要为一定数量非护理型床位而设的生活空间组团，包含居室、卫生间、盥洗、洗

浴、厨房等基本空间，一般成套布置，供老年人开展相对自主、独立的生活。

▼ 展开条文说明

2.0.10 单元起居厅 living room in care unit

供照料单元内的老年人开展日常起居活动的空间。

2.0.11 通行净宽 clear width

走廊、楼梯两侧墙面或固定障碍物之间的水平净距离。当设置扶手时，按扶手中心

线计算。

▼ 展开条文说明

2.0.12 开启净宽 clear opening width

门扇开启后，门框内缘与开启门扇内侧边缘之间的水平净距离。

▼ 展开条文说明

2.0.13 轮椅回转空间 wheelchair turning space

为方便乘轮椅者旋转以改变方向而设置的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2.0.14 紧急送医通道 emergency medical route

可通至救护车停靠的建筑出入口或室外场地的连续、无阻碍的路径。



术语

2.0.1 老年人照料设施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aged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料服务的设施，是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和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

的统称，属于公共建筑。

2.0.2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 24-hour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aged

为老年人提供住宿、生活照料服务及其他服务项目的设施，是养老院、老人院、福

利院、敬老院、老年养护院等的统称。

2.0.3 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 day care facilities for the aged

为老年人提供日间休息、生活照料服务及其他服务项目的设施，是托老所、日托站、

老年人日间照料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的统称。

2.0.4 老年人用房 space for the aged

指老年人照料设施中供老年人使用的主要用房，包括生活用房、文娱与健身用房、

康复与医疗用房。

2.0.5 生活用房 living space

指为满足老年人居住、就餐等基本生活需求以及为其提供生活照料服务而设置的用

房。

2.0.6 文娱与健身用房 entertainment and fitness space

指为满足老年人文娱、健身活动需求而设置的用房。

2.0.7 康复与医疗用房 rehabilitation and medical space

指为老年人提供康复服务及医疗服务而设置的用房。

2.0.8 照料单元 care unit

主要为一定数量护理型床位而设的生活空间组团，包含居室、单元起居厅和为其配

套的护理站等居住及交通空间，一般相对独立，并有护理人员对此区域内的老年人提供照料

服务。

2.0.9 生活单元 residential unit

主要为一定数量非护理型床位而设的生活空间组团，包含居室、卫生间、盥洗、洗

浴、厨房等基本空间，一般成套布置，供老年人开展相对自主、独立的生活。

2.0.10 单元起居厅 living room in care unit

供照料单元内的老年人开展日常起居活动的空间。

2.0.11 通行净宽 clear width

走廊、楼梯两侧墙面或固定障碍物之间的水平净距离。当设置扶手时，按扶手中心

线计算。

2.0.12 开启净宽 clear opening width

门扇开启后，门框内缘与开启门扇内侧边缘之间的水平净距离。

2.0.13 轮椅回转空间 wheelchair turning space

为方便乘轮椅者旋转以改变方向而设置的空间。

2.0.14 紧急送医通道 emergency medical route



可通至救护车停靠的建筑出入口或室外场地的连续、无阻碍的路径。

3 基本规定

3.0.1 老年人照料设施应适应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符合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规划和城乡规划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和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地进

行设计。

▼ 展开条文说明

3.0.2 各类老年人照料设施应面向服务对象并按服务功能进行设计。服务对象的确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且应符合表 3.0.2的规定；服务功能的确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表 3.0.2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基本类型及服务对象

注：▲为应选择。

▼ 展开条文说明

3.0.3 与其他建筑上下组合建造或设置在其他建筑内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位于独立的

建筑分区内，且有独立的交通系统和对外出入口。

▼ 展开条文说明

3.0.4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建筑设计应为未来发展和运营调整提供改造的可能性。

▼ 展开条文说明

3.0.5 既有建筑改建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预先进行可行性评估，确定通过改建能够符

合本标准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展开条文说明

3.0.6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建筑设计应能体现对当地生活习惯、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尊

重。



▼ 展开条文说明

4 基地与总平面

4.1 基地选址

4.1.1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基地应选择在工程地质条件稳定、不受洪涝灾害威胁、日照

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段。

▼ 展开条文说明

4.1.2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基地应选择在交通方便、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使用

方便的地段。

▼ 展开条文说明

4.1.3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基地应远离污染源、噪声源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

运的区域。

▼ 展开条文说明

4.2 总平面布局与道路交通

4.2.1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总平面应根据老年人照料设施的不同类型进行合理布局，功

能分区、动静分区应明确。

▼ 展开条文说明

4.2.2 老年人照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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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垃

圾、殡葬等运输宜设置单独的通道和出入口。

▼ 展开条文说明

4.2.3 总平面交通组织应便捷流畅，满足消防、疏散、运输要求的同时应避免车辆对人

员通行的影响。

▼ 展开条文说明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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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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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4.3 场地设计

4.3.1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应为老年人设室外活动场地；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宜为老年

人设室外活动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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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2 位置应避免与车辆交通空间交叉，且应保证能获得日照，宜选择在向阳、避风处。

3 地面应平整防滑、排水畅通，当有坡度时，坡度不应大于 2.5％。

▼ 展开条文说明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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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4.4 绿化景观

4.4.1 总平面布置应进行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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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4.4.2 总平面内设置观赏水景水池时，应有安全提示与安全防护措施。

▼ 展开条文说明

5 建筑设计

5.1 用房设置



5.1.1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应设置老年人用房和管理服务用房，其中老年人用房包括生

活用房、文娱与健身用房、康复与医疗用房。各类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的基本用房设置应满

足照料服务和运营模式的要求。

▼ 展开条文说明

5.1.2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老年人居室和老年人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

▼ 展开条文说明

5.1.3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中，为护理型床位设置的生活用房应按照料单元设计；为非

护理型床位设置的生活用房宜按生活单元或照料单元设计。生活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按照料单元设计时，应设居室、单元起居厅、就餐、备餐、护理站、药存、清

洁间、污物间、卫生间、盥洗、洗浴等用房或空间，可设老年人休息、家属探视等用房或空

间。

2 当按生活单元设计时，应设居室、就餐、卫生间、盥洗、洗浴、厨房或电炊操作

等用房或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5.1.4 照料单元的使用应具有相对独立性，每个照料单元的设计床位数不应大于 60床。

失智老年人的照料单元应单独设置，每个照料单元的设计床位数不宜大于 20床。

▼ 展开条文说明

5.1.5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的文娱与健身用房设置应满足老年人的相应活动需求，可设

阅览、网络、棋牌、书画、教室、健身、多功能活动等用房或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5.1.6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的康复与医疗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提供康复服务时，应设相应的康复用房或空间。

2 应设医务室，可根据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设其他医疗用房或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5.1.7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的管理服务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值班、入住登记、办公、接待、会议、档案存放等办公管理用房或空间。

2 应设厨房、洗衣房、储藏等后勤服务用房或空间。

3 应设员工休息室、卫生间等用房或空间，宜设员工浴室、食堂等用房或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5.1.8 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的用房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活用房：应设就餐、备餐、休息室、卫生间、洗浴等用房或空间。



2 文娱与健身用房：应设至少 1个多功能活动空间，宜按动态和静态活动的不同需

求分区或分室设置。

3 康复与医疗用房：当提供康复服务时，应设相应的康复用房或空间；医疗服务用

房宜设医务室、心理咨询室等。

4 管理服务用房：应设接待、办公、员工休息和卫生间、厨房、储藏等用房或空间，

宜设洗衣房。

▼ 展开条文说明

5.2 生活用房

5.2.1 居室应具有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当居室日照标准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时，老年人居住空间日照标准应按下列规定之一确

定：

1 同一照料单元内的单元起居厅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2 同一生活单元内至少 1个居住空间日照标准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时数 2h。

▼ 展开条文说明

5.2.2 每间居室应按不小于 6.00㎡／床确定使用面积。

▼ 展开条文说明

5.2.3 居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人间居室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00㎡，双人间居室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6.00㎡。

2 护理型床位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不应大于 6床；非护理型床位的多人间居室，

床位数不应大于 4床。床与床之间应有为保护个人隐私进行空间分隔的措施。

3 居室的净高不宜低于 2.40m；当利用坡屋顶空间作为居室时，最低处距地面净高

不应低于 2.10m，且低于 2.40m高度部分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 1／3。

4 居室内应留有轮椅回转空间，主要通道的净宽不应小于 1.05m，床边留有护理、

急救操作空间，相邻床位的长边间距不应小于 0.80m。

5 居室门窗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及方便老年人辨识的措施。

▼ 展开条文说明

5.2.4 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的每间休息室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4.00㎡／人。

▼ 展开条文说明

5.2.5 照料单元的单元起居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不小于 2.00㎡／床确定使用面积。



2 平面及空间形式应适应老年人日常起居活动，并满足多功能使用的要求。

▼ 展开条文说明

5.2.6 老年人集中使用的餐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中，护理型床位照料单元的餐厅座位数应按不低于所服务床

位数的 40％配置，每座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4.00㎡；非护理型床位的餐厅座位数应按不低于

所服务床位数的 70％配置，每座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50㎡。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中，餐厅

座位数应按所服务人数的 100％配置，每座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50㎡。

2 单人座椅应可移动且牢固稳定，餐桌应便于轮椅老年人使用。

3 空间布置应能满足餐车进出、送餐到位服务的需要，并应为护理人员留有分餐、

助餐空间。

4 当单元起居厅兼作为老年人集中使用的餐厅时，应同时符合单元起居厅与餐厅的

设计规定。

▼ 展开条文说明

5.2.7 护理型床位的居室应相邻设居室卫生间，居室及居室卫生间应设满足老年人盥

洗、便溺需求的设施，可设洗浴等设施；非护理型床位的居室宜相邻设居室卫生间。居室卫

生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盥洗、便溺、洗浴等设施时，应留有助洁、助厕、助浴等操作空间。

2 应有良好的通风换气措施。

3 与相邻房间室内地坪不宜有高差；当有不可避免的高差时，不应大于 15mm，且

应以斜坡过渡。

▼ 展开条文说明

5.2.8 照料单元应设公用卫生间，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单元起居厅或老年人集中使用的餐厅邻近设置。

2 坐便器数量应按所服务的老年人床位数测算(设居室卫生间的居室，其床位可不

计在内)，每 6床～8床设 1个坐便器。

3 每个公用卫生间内至少应设 1个供轮椅老年人使用的无障碍厕位，或设无障碍卫

生间。

4 应设 1个～2个盥洗盆或盥洗槽龙头。

▼ 展开条文说明

5.2.9 当居室或居室卫生间未设盥洗设施时，应集中设置盥洗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盥洗盆或盥洗槽龙头数量应按所服务的老年人床位数测算，每 6床～8床设 1个

盥洗盆或盥洗槽龙头。



2 盥洗室与最远居室的距离不应大于 20.00m。

▼ 展开条文说明

5.2.10 当居室卫生间未设洗浴设施时，应集中设置浴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浴位数量应按所服务的老年人床位数测算，每 8床～12床设 1个浴位。其中轮

椅老年人的专用浴位不应少于总浴位数的 30％，且不应少于 1个。

2 浴室内应配备助浴设施，并应留有助浴空间。

3 浴室应附设无障碍厕位、无障碍盥洗盆或盥洗槽，并应附设更衣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5.2.11 照料单元内的护理站位置应明显易找且适当居中，并宜利于服务人员的视线通

达至单元起居厅、走廊等老年人公共活动场所。

▼ 展开条文说明

5.2.12 污物间的位置应邻近污物运输通道，内部应设清洗污物的水池及消毒设施。

▼ 展开条文说明

5.3 文娱与健身用房

5.3.1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文娱与健身用房总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00㎡／床(人)。

▼ 展开条文说明

5.3.2 文娱与健身用房的位置应避免对老年人居室、休息室产生干扰。

▼ 展开条文说明

5.3.3 大型文娱与健身用房宜设置在建筑首层，地面应平整，且应邻近设置公用卫生间

及储藏间。

▼ 展开条文说明

5.3.4 严寒、寒冷、多风沙、多雾霾地区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宜设置阳光厅，湿热、多雨

地区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宜设置风雨廊。

▼ 展开条文说明

5.4 康复与医疗用房



5.4.1 医务室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平面空间形式应满足开展基本医疗服务与救治

的需求，且应有较好的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

▼ 展开条文说明

5.4.2 当设置康复用房时，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地面应平整，表面材料应具有防护性，房间平面布局应适应不同康复设施的

使用要求。

2 宜附设盥洗盆或盥洗槽。

▼ 展开条文说明

5.4.3 当设置临床、预防保健、医技等医疗服务用房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 展开条文说明

5.5 管理服务用房

5.5.1 直接为老年人服务的入住登记、接待等窗口部门，其用房位置应明显易找并设置

醒目标识。

▼ 展开条文说明

5.5.2 办公管理用房应为电子办公设备的安装、使用及维护预留条件。

▼ 展开条文说明

5.5.3 厨房应满足卫生防疫等要求，且应避免厨房工作时对老年人用房的干扰。

▼ 展开条文说明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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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

地面应易于清洁、不渗漏；宜附设晾晒场地。

▼ 展开条文说明

5.6 交通空间

5.6.1 老年人使用的交通空间应清晰、明确、易于识别，且有规范、系统的提示标识；

失智老年人使用的交通空间，线路组织应便捷、连贯。



▼ 展开条文说明

5.6.2 老年人使用的出入口和门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平坡出入口，平坡出入口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1／20，有条件时不宜大于

1／30。

2 出入口严禁采用旋转门。

3 出入口的地面、台阶、踏步、坡道等均应采用防滑材料铺装，应有防止积水的措

施，严寒、寒冷地区宜采取防结冰措施。

4 出入口附近应设助行器和轮椅停放区。

▼ 展开条文说明

5.6.3 老年人使用的走廊，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80m，确有困难时不应小于 1.40m；

当走廊的通行净宽大于 1.40m且小于 1.80m时，走廊中应设通行净宽不小于 1.80m的轮椅

错车空间，错车空间的间距不宜大于 15.00m。

▼ 展开条文说明

5.6.4 二层及以上楼层、地下室、半地下室设置老年人用房时应设电梯，电梯应为无

障碍电梯，且至少 1台能容纳担架。

▼ 展开条文说明

5.6.5 电梯应作为楼层间供老年人使用的主要垂直交通工具，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梯的数量应综合设施类型、层数、每层面积、设计床位数或老年人数、用房功

能与规模、电梯主要技术参数等因素确定。为老年人居室使用的电梯，每台电梯服务的设计

床位数不应大于 120床。

2 电梯的位置应明显易找，且宜结合老年人用房和建筑出入口位置均衡设置。

▼ 展开条文说明

5.6.6 老年人使用的楼梯严禁采用弧形楼梯和螺旋楼梯。

▼ 展开条文说明

5.6.7 老年人使用的楼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梯段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20m，各级踏步应均匀一致，楼梯缓步平台内不应设置

踏步。

2 踏步前缘不应突出，踏面下方不应透空。

3 应采用防滑材料饰面，所有踏步上的防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均不应突出踏面。

▼ 展开条文说明



5.7 建筑细部

5.7.1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的主要老年人用房采光窗宜符合表 5.7.1的窗地面积比规

定。

表 5.7.1 主要老年人用房的窗地面积比

注：Ac—窗洞口面积；Ad—地面面积。

▼ 展开条文说明

5.7.2 老年人用房东西向开窗时，宜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

▼ 展开条文说明

5.7.3 老年人使用的门，开启净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人用房的门不应小于 0.80m，有条件时，不宜小于 0.90m。

2 护理型床位居室的门不应小于 1.10m。

3 建筑主要出入口的门不应小于 1.10m。

4 含有 2个或多个门扇的门，至少应有 1个门扇的开启净宽不小于 0.80m。

▼ 展开条文说明

5.7.4 老年人用房的阳台、上人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相邻居室的阳台宜相连通。

2 严寒及寒冷地区、多风沙地区的老年人用房阳台宜封闭，其有效通风换气面积不

应小于窗面积的 30％。

3 阳台、上人平台宜设衣物晾晒装置。

4 开敞式阳台、上人平台的栏杆、栏板应采取防坠落措施，且距地面 0.35m高度

范围内不宜留空。

▼ 展开条文说明

6 专门要求

6.1 无障碍设计



6.1.1 老年人照料设施内供老年人使用的场地及用房均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并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无障碍设计具体部位应符合表 6.1.1的规定。

表 6.1.1 老年人照料设施场地及建筑无障碍设计的具体部位

▼ 展开条文说明

6.1.2 经过无障碍设计的场地和建筑空间均应满足轮椅进入的要求，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0.80m，且应留有轮椅回转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6.1.3 老年人使用的室内外交通空间，当地面有高差时，应设轮椅坡道连接，且坡度不

应大于 1／12。当轮椅坡道的高度大于 0.10m时，应同时设无障碍台阶。

▼ 展开条文说明

6.1.4 交通空间的主要位置两侧应设连续扶手。

▼ 展开条文说明

6.1.5 卫生间、盥洗室、浴室，以及其他用房中供老年人使用的盥洗设施，应选用方便

无障碍使用的洁具。

▼ 展开条文说明

6.1.6 无障碍设施的地面防滑等级及防滑安全程度应符合表 6.1.6-1和表 6.1.6-2的规

定。

表 6.1.6-1 室外及室内潮湿地面工程防滑性能要求



注：Aw、Bw分别表示潮湿地面防滑安全程度为高级、中高级。

表 6.1.6-2 室内干态地面工程防滑性能要求

注：Ad、Bd分别表示干态地面防滑安全程度为高级、中高级。

▼ 展开条文说明

6.2 室内装修

6.2.1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室内装修设计宜与建筑设计结合，实行一体化设计。

▼ 展开条文说明

6.2.2 室内装修应考虑康复辅助器具的收纳、使用空间，并预留所需建筑设备的条件。

▼ 展开条文说明

6.2.3 室内装饰材料的选择，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室内环境污染浓度限量

应符合表 6.2.3的规定。

表 6.2.3 老年人照料设施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限量



▼ 展开条文说明

6.2.4 室内部品与家具布置应安全稳固，适合老年人生理特点和使用需求。

▼ 展开条文说明

6.2.5 室内色彩应有利于营造温馨、宜居的环境氛围，宜以暖色调为主。

▼ 展开条文说明

6.2.6 标识设置应系统、连续、科学合理，符合老年人认知特点，且应符合相关现行国

家标准的规定。

▼ 展开条文说明

6.3 安全疏散与紧急救助

6.3.1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人员疏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 展开条文说明

6.3.2 每个照料单元的用房均不应跨越防火分区。

▼ 展开条文说明

6.3.3 向老年人公共活动区域开启的门不应阻碍交通。

▼ 展开条文说明

6.3.4 老年人用房的厅、廊、房间如设置休息座椅或休息区、布设管道设施、挂放各类

物件等形成的突出物应有防刮碰的保护措施。

▼ 展开条文说明



6.3.5 建筑的主要出入口至机动车道路之间应留有满足安全疏散需求的缓冲空间。

▼ 展开条文说明

6.3.6 全部老年人用房与救护车辆停靠的建筑物出入口之间的通道，应满足紧急送医需

求。紧急送医通道的设置应满足担架抬行和轮椅推行的要求，且应连续、便捷、畅通。

▼ 展开条文说明

6.3.7 老年人的居室门、居室卫生间门、公用卫生间厕位门、盥洗室门、浴室门等，均

应选用内外均可开启的锁具及方便老年人使用的把手，且宜设应急观察装置。

▼ 展开条文说明

6.4 卫生控制

6.4.1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建筑和场地的设计应便于保持清洁、卫生，空间布局应有利于

防止传染病传播。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设有生活用房的建筑间距应满足卫生间距要求，且不

宜小于 12m。

▼ 展开条文说明

6.4.2 建筑及场地内的物品运送应洁污分流，且运送垃圾废物、换洗被服等污物的流线

不应穿越食品存放、加工区域及老年人用餐区域。

▼ 展开条文说明

6.4.3 临时存放医疗废物的用房应设置专门的收集、洗涤、消毒设施，且有医疗废物运

送路线的规划。

▼ 展开条文说明

6.4.4 遗体运出的路径不宜穿越老年人日常活动区域。

▼ 展开条文说明

6.5 噪声控制与声环境设计

6.5.1 老年人照料设施应位于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规定的 0类、

1类或 2类声环境功能区。



▼ 展开条文说明

6.5.2 当供老年人使用的室外活动场地位于 2类声环境功能区时，宜采取隔声降噪措

施。

▼ 展开条文说明

6.5.3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老年人居室和老年人休息室不应与电梯井道、有噪声振动的

设备机房等相邻布置。

▼ 展开条文说明

6.5.4 老年人用房室内允许噪声级应符合表 6.5.4的规定。

表 6.5.4 老年人用房室内允许噪声级

▼ 展开条文说明

6.5.5 房间之间的隔墙或楼板、房间与走廊之间的隔墙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应符合表

6.5.5的规定。

表 6.5.5 房间之间的隔墙和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标准



注：Ⅰ类房间——居室、休息室；Ⅱ类房间——单元起居厅、老年人集中使用的餐厅、

卫生间、文娱与健身用房、康复与医疗用房等；Ⅲ类房间——设备用房、洗衣房、电梯间及

井道等。

▼ 展开条文说明

6.5.6 居室、休息室楼板的计权规范化撞击声压级应小于 65dB。

▼ 展开条文说明

6.5.7 老年人用房空场 500Hz～1000Hz的混响时间应符合表 6.5.7的规定。

表 6.5.7 老年人用房空场 500Hz～1000Hz混响时间(倍频程)的平均值

▼ 展开条文说明

6.5.8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声环境设计宜利用自然声创造良好的整体环境，并利用环境声

景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

▼ 展开条文说明

7 建筑设备

7.1 给水与排水

7.1.1 老年人照料设施给水系统供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非传统水源可用

于室外绿化及道路浇洒，但不应进入建筑内老年人可触及的生活区域。

▼ 展开条文说明

7.1.2 给水系统应满足给水配件最低工作压力需求，且最低配水点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5MPa，水压力大于 0.35MPa的配水横管应设减压措施。

▼ 展开条文说明

7.1.3 建筑宜供应热水，并宜采取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储水温度不宜低于 60℃，热水

配水点水温宜为 40℃～50℃。热水供应应有控温、稳压装置，宜采用恒温阀或恒温龙头，



明装热水管道应设有保温措施。有条件的地区宜优先采用热泵或太阳能等非传统热源制备生

活热水，并宜配有辅助加热设施。太阳能热水系统应设防过热设施。

▼ 展开条文说明

7.1.4 建筑内应设置计量水表。设有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宜设置热

水计量水表，且应热水供水、循环回水管道同时设置。

▼ 展开条文说明

7.1.5 卫生洁具和给水排水配件应选用节水型低噪声产品。给水、热水管道设计流速不

宜大于 1.00m／s，排水管应选用低噪声管材或采用降噪声措施。

▼ 展开条文说明

7.1.6 老年人使用的公用卫生间宜采用光电感应式、触摸式等便于操作的水龙头和水冲

式坐便器冲洗装置。室内排水应通畅便捷，并保证有效的水封要求。截水用条形地漏宜与地

面平齐，不影响人员及轮椅通行；卫生间地漏宜设在靠近角部最低处不易被踩踏的部位。

▼ 展开条文说明

7.1.7 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卫生间给水排水管道宜暗装敷设。

▼ 展开条文说明

7.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7.2.1 老年人照料设施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应设集中供暖系统，在夏热冬冷地区应设安全

可靠的供暖设施。采用电加热供暖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 展开条文说明

7.2.2 设置散热器供暖系统时，应采用供水温度不大于 85℃热水作为热媒。有条件时，

宜采用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供水温度不应大于 60℃。

▼ 展开条文说明

7.2.3 主要房间供暖室内设计温度不应低于表 7.2.3的规定。

表 7.2.3 主要房间供暖室内设计温度



▼ 展开条文说明

7.2.4 无供暖设施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应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在老年人浴室内安装安

全可靠的供暖设备或预留安装供暖设备的条件。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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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2.6 老年人用房内不应敷设温度高于当地大气压下沸点的高温水管道及蒸汽管道。

▼ 展开条文说明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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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2.8 严寒、寒冷及夏热冬冷地区的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宜设置满足室内卫生要求且

运行稳定的通风换气设施。

▼ 展开条文说明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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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的规定。

表 7.2.9 老年人用房人员长期逗留区域舒适性空调室内设计参数

▼ 展开条文说明

7.2.10 当设置集中空调系统时，应设置新风系统。主要房间设计最小新风量宜按换气

次数法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康复与医疗用房以及护理型床位的居室、单元起居厅等生活用房设计最小换气次

数宜为每小时 2次。



2 非护理型床位的居室等生活用房设计最小换气次数宜符合表 7.2.10的规定。

表 7.2.10 非护理型床位的居室等生活用房设计最小换气次数

▼ 展开条文说明

7.3 建筑电气

7.3.1 居室、单元起居厅、餐厅、文娱与健身用房宜设置备用照明，照度值不应低于该

场所一般照明照度标准值的 10％。

▼ 展开条文说明

7.3.2 生活用房、文娱与健身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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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色温小于 3300K，显色指数宜大于 80，眩光指数宜小于 19。

表 7.3.2 生活用房、文娱与健身用房及辅助空间照度值

▼ 展开条文说明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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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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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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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3.6 电源插座应结合建筑家具布置设置，并应满足主要家用电器和安全报警装置的使

用要求。居室床头、盥洗盆或盥洗槽、厨房操作台、洗衣机应设置电源插座。

▼ 展开条文说明

7.3.7 电源插座应采用安全型电源插座。居室的电源插座高度距地宜为 0.60m～

0.80m；供老年人使用的电炊操作台的电源插座高度距地宜为 0.90m～1.10m。

▼ 展开条文说明

7.3.8 低压配电导体应采用铜芯电缆、电线，并应采用阻燃低烟无卤交联聚乙烯绝缘电

缆、电线或无烟无卤电缆、电线。

▼ 展开条文说明

7.3.9 每个生活单元应设单元配电箱，照料单元的居室宜单设配电箱，配电箱内应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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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3.10 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医疗服务用房和带洗浴设备的卫生间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

2 当采用Ⅰ类灯具时，灯具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

3 医疗服务用房宜设防静电接地。

▼ 展开条文说明

7.3.11 供配电设备、用电设备均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

7.4 智能化系统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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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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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开条文说明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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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康复与医疗用房宜设温度监测及调控系统，并宜在各用房内单独调控。

▼ 展开条文说明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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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应设防走失装置。

4 宜设照料人群与家人间信息及时传递措施。

▼ 展开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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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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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可”。

2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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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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