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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有效的感知老龄群体



研究方法 数据采集方法 适用的问题

地图术（mapping） 进行现场空间探勘（空间分布、设施分布、
街道界面评测等）

积极/消极空间、空间使用度
等

影像记录 现场场景、空间外观、特征人物等 社区肖像等

现场计数 街道流量（行人、车等）、设施使用人数、
街道家具数量等

交通流量、街道可步行性等

跟踪记录 追踪行人车辆的行动轨迹 居民行动范围等

痕迹观察 观察地面污迹、垃圾的特点等 居民生活特征等

步行测试 进行步行测试记录速度、阻碍点等 街道可步行性等

感知觉实验 对社区图像、音频等进行眼动仪测试等 街道设计等

行为日志 使居民记录自己的日常行为等 生活方式等

问卷调查 进行选择、量表测试和主观回答等 社区满意度等

深度访问 对典型居民进行生活观和主题访问 社区设计意见等

座谈会和工作坊 组织居民进行主题讨论和共同设计，发现群
体氛围下的居民反馈

社区设计意见、矛盾调解等

常用方法

1. 方法论



1. 方法论
空间侦探



沉浸式社区调研

1. 方法论



沉浸式社区调研

1. 方法论



基于跟踪观察的社区不同年龄群体活动分析

1. 方法论



基于视觉观测的老年人活动分析

1. 方法论



康体锻炼 交通出行 工作学习 休闲娱乐 采购逛街 生活琐事 吃饭就餐

20s 4.58% 14.38% 26.47% 28.43% 3.59% 8.17% 14.38%

30s 7.28% 20.58% 14.35% 12.89% 7.28% 23.70% 13.93%

40s 10.64% 6.74% 18.09% 23.76% 7.45% 25.53% 7.80%

50s 7.49% 14.54% 16.30% 15.86% 7.49% 27.31% 11.01%

60s 11.81% 12.42% 6.11% 35.03% 7.54% 18.94% 8.15%

8a 12a 16a 18a 20a

2. 居民生活日志的发现
不同年龄人群的活动特征



2. 居民生活日志的发现
青壮年与中老年的一周



大妈与大爷的一周

2. 居民生活日志的发现



视频 老年卡 水电表 热线电话

3. 新的感知方法



2005之后 2000-2005 1990-2000 1970-1990 1970-

施工
扰民 12.47% 噪音

污染 11.09%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9.94% 新冠

疫情 9.65% 水电
安全 10.01%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10.06% 新冠

疫情 9.95% 新冠
疫情 9.81% 水电

安全 8.13% 新冠
疫情 8.84%

噪音
污染 9.05%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8.05% 噪音
污染 8.32%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6.18% 拆迁 5.45%

新冠
疫情 8.35% 施工

扰民 7.07% 机动车停
车管理 7.33% 噪音

污染 4.88% 噪音
污染 4.71%

其他 6.34% 群租房及
非法出租 6.81% 水电

安全 5.96% 人员
管控 4.77%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4.42%

社区组织
行政管理 2.26% 拆迁 3.90% 政务公开

政策咨询 2.06%

违法
运营 0.20% 违法

运营 0.15% 违法
运营 0.62% 房屋

修缮 2.93% 房屋
修缮 2.36%

住房
困难 0.43% 住房

困难 1.03%

补助
救助 0.22% 补助

救助 0.29%

3. 新的感知方法——热线的发现
12345与小区年代



极高 高 中 低 极低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17.91% 新冠

疫情 9.50% 新冠
疫情 9.76% 施工

扰民 8.93% 噪音
污染 12.59%

新冠
疫情 11.94%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8.11% 噪音
污染 9.02% 新冠

疫情 8.74% 施工
扰民 11.85%

噪音
污染 8.96% 噪音

污染 6.92%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8.34%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8.41% 新冠
疫情 9.17%

水电
安全 5.97% 水电

安全 6.63% 水电
安全 6.92% 噪音

污染 6.28% 小区配套
物业管理 7.53%

防控不
到位 5.97% 其他 5.64% 施工

扰民 5.28% 群租房及
非法出租 5.63% 垃圾废

弃物 4.55%

大气
污染 4.48% 房屋

修缮 2.27% 停车
管理 2.09%

施工
管理 4.48% 社区组织

行政管理 2.76%

历史
遗留 2.99%

房屋
权属 2.99%

12345与老龄化

3. 新的感知方法——热线的发现



各类型话单小区占比

公安报
警电话

急救
电话

急救
电话

消费者
投诉电话

公共卫生
公益电话

安全生产
举报电话

环境保护
举报热线

供热服
务电话

自来水
客服电话

燃气服
务电话

违法养犬
投诉电话

◆新建商品房小区：
安全性问题 （110）
暖气报修（96069）
专项问题（12315、
12320）

◆老旧小区：
健康、老龄化相关（120、999）
自来水报修（96116）
违法养犬监督（69738604）

◆开放、底商多的小区
燃气报修（96777）

◆租户较多、
年轻人较多的小区：
小区安全隐患（12350）
环保安全问题（12369）

新建商品房小区 老旧小区 开放小区 租户多的小区

不同热线与小区类型

3. 新的感知方法——热线的发现



二. 如何有效的评估适老环境？



1. 无障碍环境调查
感知难点



1. 无障碍环境调查
数字化调查工具



普查对象示例

设施大类名称 设施小类名称 数量
城市道路 道路  20

公共交通 公交站  9

地铁站  1

公共停车场  6

公共服务场所 宾馆酒店 7

餐厅  17

超市便利店  22

公共厕所  6

文化体育休闲场所  9

学校  13

医疗机构  7

银行  7

政务服务窗口  7

其他  50

公园景区绿地广场 2

居住社区 居住小区楼宇  20

2. 无障碍普查案例实践



普查结果

2. 无障碍普查案例实践



无障碍建设水平评估

点位名称 地址

具体建议

出入
口坡
道

低位
服务
设施

无障
碍电
梯

无障碍
卫生间

无障碍
厕位

无障碍
机动车

位

电子
屏

信息无
障碍 

叫号
服务 

北京家圆医
院

赵登禹路富
国街2号 B C B B C B A B A

葆德堂中医
诊所

官园南里3区
1-3 C C / C C / C C C

官园社区卫
生服务站 福绥境 C C / B C C C C C

北京同仁堂
平安里中医
坐堂医诊所

平安里西大
街20号 C C / C C / C C C

新街口社区
卫生服务中

心

后半壁街新
街口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B A / B C / A C A

仁华堂药店
西直门南小
街葱店胡同2

号院
C C / / / / / / /

鹤安长泰大
药房

玉廊西园11
楼 C C / / / / / / /

点位名称 地址 整体建议

北京家圆医院 赵登禹路富国
街2号

补充建设低位服务设施、无障碍厕位，加强完善出
入口坡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电梯、信息无障

碍

葆德堂中医诊
所

官园南里3区
1-3

补充建设出入口坡道、低位服务设施、无障碍卫生
间、无障碍厕位、电子屏、信息无障碍及叫号服务

官园社区卫生
服务站 福绥境 补充建设出入口坡道、低位服务设施、无障碍厕位、

电子屏、信息无障碍及叫号服务

北京同仁堂平
安里中医坐堂

医诊所

平安里西大街
20号

补充建设出入口坡道、低位服务设施、无障碍卫生
间、无障碍厕位、电子屏、信息无障碍及叫号服务

新街口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后半壁街新街
口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按照标准建设完善出入口坡道、无障碍卫生间、信
息无障碍，补充建设无障碍厕位

仁华堂药店 西直门南小街
葱店胡同2号院 补充建设低位服务设施及出入口坡道

鹤安长泰大药
房 玉廊西园11楼 补充建设低位服务设施及出入口坡道

整改建议

2. 无障碍普查案例实践



指导改造实践

2. 无障碍普查案例实践



三. 如何有效的促进老龄包容和融合？ 



1. 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



鸭子桥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1.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



天陶红莲菜市场

1.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



社区内部及周边道路流量分时统计：以9点，12点，16点为例

1.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



鸭子桥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1.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



天陶红莲菜市场

1.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



时光长廊的连接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时光长廊的连接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二十二院艺术区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停留性活动
经过性活动 288次

209次

老年人                                  中青年人                                   儿童
停留性活动占比：98%
经过性活动占比：2%

停留性活动占比：26%
经过性活动占比：74%

停留性活动占比：79%
经过性活动占比：21%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 7:00-9:00，吃过早餐的老年人会来到场地上
进行晨练；

• 9:00-11:00，陆陆续续会有年轻人来上班，
他们穿过这里去到二十二院艺术区，时不时还
有人会在这里休息，望着远处的CBD天际线；

• 11:00-13:00，到了午饭时间，周边工地的工
人会在这里吃午饭，他们端着自己的餐盒，在
场地四周的台阶上一字排开，吃过饭后还会在
继续坐在那里晒太阳；

• 13:00-15:00，外卖员这时候出现了，他们刚
刚结束了忙碌的送餐工作，自己的午餐却还没
有着落，这两个小时是他们相对轻松的时段；

• 15:00-17:00，小朋友们陆陆续续开始放学，
回家之前他们很想再跟同学在这里逗留一会，
虽然场地上没有他们能够玩乐的设施，但是他
们可以基于有限的设施自主开发新的玩法。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儿童：需要游乐设施 老年人：需要休息、社交场所 设计师：包容性、适老化的
改造

青年人：健身运动、打卡
场所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1% +169.5% +26.6% +100.4%
FULL

Before Before Before BeforeAfter After After After

老年人
停留性活动占比

中青年人
停留性活动占比

儿童
停留性活动占比

全人群
停留性活动占比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老年人交谈活动比例

21.05%
儿童交谈活动比例

15.74%
中青年人交谈活动比例

80.39%
老年人交谈活动人均时长

9.62min
儿童交谈活动人均时长

15.16min
中青年人交谈活动人均时长

13.17min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368天运行时间

14400次摆动/天

4800次蹦跳/天

1920次旋转/天

400人次/天

公共空间微更新

2. 全龄友好的包容与融合



价值观
人本

方法论
循证

方法论
参与

设计

人本循证参与式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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