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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1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民政厅、山东颐养健康产业发展集团、南京福康通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青岛恒邦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沃华（泰安）家居有限公司、六合（北京）养老管理

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济宁市标准信息技术中心、四川爱丹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

研究院、安馨康养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理康益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孝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海天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红红、张志毅、宋坤、王振宇、韩春梅、黄佳、郑伟、原静、汪明、王栋、

杨震、邓希妍、熊唯、周素娟、朱彦、肖洪松、陈肖潇、鄂俊宇、王习宇、杨建龙。



MZ/T 218—2024

1

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的改造评估与方案、改造内容与要求以及改造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按照GB/T 42195-2022评估后，评估结果为能力完好、能力轻度受损(轻度失能)、能力

中度受损(中度失能)的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不适用于能力重度受损(重度失能)、能力完全丧失(完

全失能)的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432 康复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

GB/T 42195-2022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GB 50642 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适老化 elderly-oriented

针对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设施进行改建或改造，以提供更加安全、舒适和无障碍的居住体验，满足

老年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功能和便利性的过程。

3.2

适老化改造 elderly-oriented renovation

通过物理空间改造、设施设备配备以及老年用品配置等方式，降低老年人居家空间中的通行障碍、

操作障碍及信息感知障碍等因素影响，改善老年人居家生活环境的一种活动。

4 改造评估与方案

4.1 改造评估

4.1.1 服务提供方在开展适老化改造前，应对老年人能力状况、家庭情况、居家环境、器具与智能产

品配置情况以及改造需求等进行评估。

4.1.2 老年人能力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自理能力；

——基础运动能力；

——精神状态；

——感知觉与社会参与。

4.1.3 家庭情况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老年人基本状况：年龄、性别、经济条件等；

——家庭成员状况：有无照护者、照护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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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生活习惯：起居方式、作息规律等。

4.1.4 居家环境评估包括但不限以下内容：

——无障碍通行：地面、楼梯与过道、安全扶手等；

——电气与照明：电气线路、电源、插座与开关等；

——通风与采光：门窗等；

——居住空间：门厅、起居室（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等。

4.1.5 器具与智能产品配置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家具配置；

——康复辅助器具配置；

——智能产品配置。

4.1.6 改造需求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整体改造需求；

——改造意愿；

——经济承受能力。

4.1.7 开展评估时，服务提供方应在征得老年人同意后，留存房屋现状的图片或视频。

4.2 改造方案

4.2.1 服务提供方应根据评估情况，提供合理的适老化改造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局部或全屋改造方案、

适老家具、智能产品和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方案。

4.2.2 改造方案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以降低老年人居家生活中的通行障碍、操作障碍及信息感知障碍为主要目标；

——合理利用潜伏设计，预留护理空间以及配置适老设备的空间，满足老年人当前及未来的需求；

——合理布局室内各空间功能，选配适合老年人的设施、器具和智能产品；

——根据房屋现状及当地环境与气候状况采取经济适用的保温、隔热措施，提升老年人居住环境

的舒适性；

——选取的改造措施应保证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安全，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

——选用的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材料及环保标准的有关规定，具备产品合

格证书；

——选配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客户端应操作简单、便于维护；

——鼓励将新技术、新材料以及快速施工安装技术等应用于适老化改造中。

4.2.3 改造方案应经服务提供方、项目委托方及使用方共同确认。

5 改造内容与要求

5.1 室内空间改造

5.1.1 地面

5.1.1.1 卧室与起居室（厅）不宜有高差，厨房、卫生间、阳台与相邻空间地面高差不应大于 15mm，

并应设坡面调节。

5.1.1.2 室内地面和楼梯踏步面可铺设防滑地胶，或用防滑剂进行防滑处理。

5.1.1.3 涉水空间地面材质应防滑、防水。

5.1.1.4 室内不同空间地面摩擦系数应达到衔接过渡的要求。

5.1.2 楼梯与过道

5.1.2.1 室内楼梯踏步面应界限鲜明，不宜采用黑色、深色或带花纹的饰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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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室内过道通行宽度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有关要求。

5.1.2.3 房间连接节点空间应留有轮椅转向空间。

5.1.2.4 老年人通行路径内不应设置高温热接触表面。

5.1.3 门窗

5.1.3.1 供乘轮椅老年人出入的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5.1.3.2 门窗把手应便于老年人单手操作，开启及关闭所需的操作力度不宜过大。

5.1.3.3 窗扇开启的方向应利于主导风向进入房间，并避免窗扇被风吹闭。

5.1.3.4 窗扇开启时外缘尖锐部位应做防碰撞处理。

5.1.3.5 采用外开窗时，宜设置关窗辅助装置，高层建筑外窗应具有限位功能。

5.1.3.6 认知障碍老年人家庭的外窗在可开启范围内应采取防护措施。

5.1.4 照明

5.1.4.1 宜采用顶灯和局部照明结合的方式补充照明。

5.1.4.2 室内墙转弯、高差变化、易滑倒等处应保证一定光照。主要空间走道宜设置感应式脚灯。电

路改造不便的位置，可采用电池功能的脚灯。

5.1.4.3 起居室（厅）、过道、卧室照明装置可设置双联双控开关，或配有遥控器的开关。

5.1.5 电气、插座与开关

5.1.5.1 对电气线路布置凌乱、电线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居室应进行电气线路改造。

5.1.5.2 应预留足够的强弱电插座、电源插座和接口。

5.1.5.3 卧室床头电源插座或插孔数量宜满足老年人当前或未来所需护理设备（如吸氧装置等）的使

用需求。

5.1.5.4 应使用安全型电源插座，卫生间等空间应使用防水型电源插座。

5.1.5.5 开关面板和按键宜宽大、易于操作，多个开关设置在一起时宜有标识说明。

5.1.5.6 开关位置应兼顾站立老年人和乘轮椅老年人的需求。

5.1.6 安全扶手

5.1.6.1 应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移动方式、行动路线、接受护理情况和家庭实际条件设置安全扶

手。

5.1.6.2 安全扶手的设计与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扶手高度根据老年人身高，行动姿态、步态等设定；

——扶手固定且安装牢固，形状和截面尺寸易于抓握；

——扶手保持连贯，转角处作圆角处理，端部向墙壁方向或下方弯曲；

——扶手内侧与墙面的距离不小于 40mm；

——扶手材质选用防滑、热惰性指标好的材料。

5.1.6.3 对于暂无活动障碍的老年人，可预留安装扶手的构造。

5.1.7 门厅

5.1.7.1 门厅改造宜满足入户后老年人坐姿换鞋、更衣、取放物品、开关全屋照明等动作的安全性和

便捷性要求。

5.1.7.2 入户门宜安装智能锁、可视门铃等智能产品。

5.1.7.3 门厅面积较小的，应预留足够空间，方便担架、轮椅等辅助器具的出入。

5.1.7.4 宜增加感应灯照明，方便老年人存取物品。

5.1.7.5 宜设置换鞋凳，换鞋凳不应设置在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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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6 宜设置户内照明一键控制总开关。

5.1.8 起居室（厅）

5.1.8.1 空间开敞，有便于轮椅转向的空间。

5.1.8.2 宜适当增加用于物品摆放的台面面积，台面下预留轮椅及其他助行器接近或转向空间。

5.1.8.3 宜在沙发上设置助起扶手或配置电动助起沙发。

5.1.9 卧室

5.1.9.1 应合理组织通风流线，实现良好通风。

5.1.9.2 卧室家具摆放应具有可调节性。

5.1.9.3 床尾应设置护栏，床周围宜设置沿墙扶手或组合扶手。

5.1.10 厨房

5.1.10.1 厨房操作台台面高度宜根据老年人身高进行设计，操作台面宜设置挡水条，洗涤区、备餐区

台面宜高于烹饪区台面。

5.1.10.2 供乘轮椅老年人使用的厨房，操作台下应留出容膝容脚空间。

5.1.10.3 宜设置中部柜，采用开敞式物品架；高处吊柜宜设置升降拉篮。

5.1.10.4 厨柜及台面材料应符合表面无眩光、易清洁等要求。

5.1.10.5 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宜配置单杠杆或感应式水龙头。

5.1.10.6 厨房操作台和水池宜采用顶灯和局部照明结合的方式补充照明。

5.1.10.7 灶具应有自动断火功能，宜采用烟灶联动功能烟机及灶具。

5.1.10.8 厨房应配置烟感报警装置，以燃气为燃料的厨房应配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自动切断阀。

5.1.11 卫生间

5.1.11.1 卫生间门应选用内外均可开启的锁具及方便老年人使用的把手，宜设置应急观察装置。

5.1.11.2 卫生间地面宜采用浸水后仍能防滑的材料，无法采用的应使用防滑剂做防滑处理，湿区宜铺

设防滑的地垫、地胶或地砖；截水用条形地漏宜与地面平齐。

5.1.11.3 洗漱台宜根据老年人身高及行动姿态进行低位改造，并设置台盆扶手，台下应留出容膝容脚

空间。

5.1.11.4 蹲便器宜改造为坐便器，浴缸宜拆除并做好地面防水处理。浴缸不能拆除的，宜根据实际情

况对浴缸进行改造，消除老年人使用浴缸时的安全隐患。

5.1.11.5 宜在适当位置设置洗澡椅（凳），高度应满足老年人坐姿洗浴要求。

5.1.11.6 设置取暖通风电器设备的卫生间应配置双照明回路，并采取接地漏电防护措施。

5.1.11.7 宜安装带有恒温阀的水龙头。没有恒温阀的，热水供应系统应有防烫伤措施，冷热水管道应

有明显标识，燃气热水器等开关上应设置字体较大、容易阅读的安全提示标识。

5.1.11.8 便器旁、淋浴区应设置助力扶手，扶手颜色应与卫生间墙面颜色对比明显。

5.1.12 阳台

5.1.12.1 可根据老年人身高及使用习惯对洗衣机进行垫高处理。

5.1.12.2 宜设置便于老年人操作的低位晾衣装置，有条件的可安装电动晾衣架。

5.1.12.3 开敞式阳台的栏杆、栏板应采取防坠落措施，且距地面 350mm 高度范围内不宜留空。应做

好雨水遮挡及排水措施。

5.2 器具与智能产品配置

5.2.1 家具配置

5.2.1.1 家具宜做圆角处理，或在端角处用软材料包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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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宜采用能够进行适度尺寸调节且方便轮椅靠近的家具。

5.2.1.3 储物类家具不宜过深过高，可利用拉篮等功能配件，方便老年人取放物品。部分柜体可采用

无底板设计，方便收纳行李或轮椅。

5.2.1.4 吊柜宜进行低位改造，有条件的可安装手动或电动升降式吊柜。

5.2.2 康复辅助器具配置

5.2.2.1 应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评估结论，结合老年人实际体验或经模拟试验，制定康复辅助器具配

置方案。

5.2.2.2 可选配的康复辅助器具包括但不限于 GB/T 16432 中规定的类别。

5.2.2.3 选配的康复辅助器具及主要零部件应为检验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的产品，并应确保所有部件能

安全正常运行。

5.2.3 智能产品配置

5.2.3.1 卧室、卫生间、起居室（厅）宜安装按钮和拉绳相结合的紧急呼叫装置，按钮及拉绳末端距地

高度应与老年人身高、行动姿态相适宜。

5.2.3.2 宜安装电气安全监测与报警装置，实现对漏电、短路、过载（超负荷）、线路温度过高等风险

的监测。

5.2.3.3 宜安装行为异常监测与报警装置，实现对跌倒、起居延时、长时间未主动用电等异常行为的监

测。

5.2.3.4 宜为认知障碍老年人配置防走失定位设备。

5.3 资料留存

服务提供方应对适老化改造前、改造过程中以及改造完成后的相关资料进行留存。

6 改造验收

6.1 一般要求

6.1.1 应根据改造方案对改造项目进行验收。改造项目（如涉及无障碍改造等项目）有明确的国家或

行业验收标准的，应按标准进行验收。改造项目无明确的国家或行业验收标准的，应按照第 5 章相关要

求由适老化改造项目委托方、服务提供方以及验收方共同制定验收标准。

6.1.2 改造项目中如安装智能安全监护类设施或设备的，应对设施或设备是否能正常使用进行检测。

6.1.3 验收合格后，服务提供方应向房屋产权所有人或其委托人移交改造技术资料及验收报告。

6.2 验收步骤

改造验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根据改造方案制定具体的验收方案；

b) 备齐改造前后的居家环境评估情况；

c) 收集、检测改造后的居家环境情况；

d) 对改造效果进行评价；

e) 撰写验收报告或出具验收意见。

6.3 验收方法

对于改造项目的施工验收和维护应符合GB 50642、GB 55019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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