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６ 卷第 ２ 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６ꎬＮｏ.２
Ｊｕｎ.ꎬ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２０２０１２２１６０５５)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ＳＫ２０１９Ａ０７４３)ꎻ安徽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ＡＨＳＫＱ２０１８Ｄ７２)ꎮ
作者简介:王菲(１９８８—)ꎬ女ꎬ安徽亳州人ꎬ讲师ꎬ硕士ꎬ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ꎮ

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０４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８

基于使用后评价的老年公寓户外景观评价与分析
———以安徽省合肥市 Ｔ 老年公寓为例

王　 菲ꎬ梅婉琪ꎬ陈振华ꎬ赵智艳ꎬ刘燕燕

(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ꎬ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０)

摘　 要: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剧ꎬ老年公寓的兴起符合当下养老的需求和趋势ꎬ但传统的老年公寓普遍存在环境质量不高的

现象ꎬ例如空间活动单一、设施陈旧等ꎮ 因此ꎬ针对使用人群的特点ꎬ对老年公寓的户外景观进行全面和量化的评估就变得非

常重要ꎮ 影响老年公寓户外景观空间环境的因素多样ꎬ采用现场观测、问卷调研和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ꎬ选取 ５ 个 １ 级指

标、２０ 个 ２ 级指标作为因素集ꎬ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对其进行满意度评价并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ꎮ 结果表明:使用者

对 Ｔ 老年公寓户外景观的满意度从高到低分别为道路景观、景观设施、场地空间、社会文化和植物景观ꎮ 最后ꎬ运用使用后评

价(ＰＯＥ)分析结果ꎬ从园艺疗法角度提出优化建议ꎮ
关键词:户外景观ꎻ使用后评价ꎻ园林植物ꎻ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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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ꎬ随着老龄社会

的到来ꎬ社会对养老机构的需求不断增加ꎮ 养老机

构是供老年人集体生活的场所ꎬ其户外景观设计中

需要重点考虑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等需求[１]ꎮ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ꎬ因此

对老年公寓户外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早ꎮ 自 １９７１ 年

起ꎬ老年公寓的户外景观研究从最初依托于建筑学

领域ꎬ发展到环境景观设计领域ꎬ包括老年公寓户

外环境理论依据[２－３]ꎬ场地的选址、设计及施工标

准[４－５]ꎬ为前期的老年公寓户外景观提供了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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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相关规范、导则[６－７] 以及优秀实

践案例很多ꎬ对老年公寓户外建筑、环境景观设

计[８]等方面的研究日趋完善且朝着通用设计的方

向发展ꎮ 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相较于发达国家

稍晚ꎬ我国学者也从不同学科角度对老龄化问题展

开了研究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从建筑、规划的角

度出发ꎬ提出对老年居住空间的相关设计构想[９]ꎬ
但对老年人居住的户外环境景观设计的研究较少ꎬ
目前对于老年公寓户外环境景观设计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景观调查[１０]、景观规划与设计[１１－１２] 和景观

评价[１３]等方面ꎬ缺少对老年公寓的使用者———老年

人ꎬ这一特殊使用人群的切实喜好及满意度等主观

期许的研究ꎮ 因此ꎬ本文以 Ｔ 老年公寓为研究对

象ꎬ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ꎬ对老年公寓的户外景观

进行使用后评价ꎬ从而分析当前老年公寓户外景观

空间存在的问题ꎬ以期对老年公寓户外景观空间设

计与营造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ꎮ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概况

Ｔ 老年公寓位于安徽省合肥市ꎬ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ꎬ全年平均气温 １６.５ ℃ꎮ 该老年公寓占地面积

约 １１ ｈｍ２ꎬ绿化率 ４６％ꎬ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建成并投入

使用ꎬ是一所集休闲、娱乐、养生为一体的度假式养

老机构ꎮ
１.２ ＰＯＥ 研究方法的引入

使用后评价(Ｐｏｓｔ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ＰＯＥ)
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西方环境心理学领域ꎬ早
期以建筑领域研究为主ꎬ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ＰＯＥ 相

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日趋成熟ꎬ开始涉及到各

个方面ꎬ包括校园景观、商业街景观等各种公共建

筑和城市开放空间ꎮ ＰＯＥ 是使用后评价的简称ꎬ指
从环境使用者的角度出发ꎬ对经过设计并被使用一

段时间后的设施进行系统评价的研究[７]ꎮ 因此ꎬ需
要通过走访、现场调研等方式提取大量信息ꎬ分析

使用者的使用感受ꎬ从而构建出客观、全面的 ＰＯＥ
评价指标体系ꎮ
１.３ 问卷设计

基于 ＰＯＥ 的 Ｔ 老年公寓户外景观评价ꎬ主要是

对老年人的行为活动和空间环境质量的关注ꎬ即老

年人对场地的使用情况和对活动空间的需求情况ꎮ
(１)行为活动:不同时间段不同人群的空间分布、停
留时间ꎻ不同空间内从事活动的类型和行为活动特

征等(表 １)ꎻ(２)空间环境质量:优质的空间环境是

能够吸引使用者进行自发性活动的重要因素ꎬ针对

户外景观的调查ꎬ采用以使用者第一主观感受为主

的 ＰＯＥ 指标体系ꎬ根据 １０ 位专家意见和使用者来

选取评价指标体系ꎮ 首先选取包含建筑设计、城乡

规划设计、风景园林设计等不同专业方向的 １０ 位专

家进行指标的选取及指标赋值的平均计算ꎬ从而得

出客观公正的结果ꎮ 同时ꎬ采用实地观察和对使用

者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作出指标重要度分析ꎻ在最终

确定了包括植物景观、道路景观、场地空间、景观设

施等共 ２０ 项评价指标作为评价使用者满意度的测

量指标(表 ２)ꎬ所有评价指标均采用李克特 ５ 级量

表法打分ꎮ 为保证数据样本的代表性ꎬ在不同时间

段针对不同空间位置的老年公寓使用者展开调查ꎬ
问卷调查采用随机分发、当场填写和当场回收的方

式进行ꎮ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１２０ 份ꎬ收回有效问

卷 １１５ 份ꎬ有效率 ９６％ꎮ
表 １　 老年活动特征分析

特征 活动时间 具体内容

个体活动
６:００—１１:００ꎬ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散步、晒太阳、赏景、冥
想、健身

随机性活动
６:００—１１:００ꎬ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

晒太阳、散步、赏景、棋
牌、唱歌跳舞、太极拳

互感－聚集性活动
６:００—１１:００ꎬ
１４:００—１９:００

棋牌、戏曲爱好者、唱歌
跳舞、太极拳、高龄体弱
者的聚集性活动

区域性活动
６:００—１１:００ꎬ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ꎬ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在固定区域空间内聚集
进行固定活动

表 ２　 因子分析结果

公共因子 评价指标 因子载荷
方差贡
献率 / ％

累计贡
献率 / ％

植物景观

绿地率 ０.４８５
植物物种多样性 ０.８４２
植物群落合理性 ０.５７７

植物保健性 ０.６８９

２１.６７ ２１.６７

道路景观

人车分流设计 ０.６３３
道路分级设计 ０.６３
道路铺装设计 ０.６３１

２.５９ ２４.２５

场地空间

空间可达性 ０.７２８
无障碍设施充足性 ０.５８８
空间类型多样性 ０.５１６
空间尺度适宜性 ０.５８８
休闲设施舒适度 ０.７４５

１９.６９ ４３.９５

景观设施

标识设施 ０.５６２
休憩设施 ０.４９３
照明设施 ０.８５２
康乐设施 ０.５３２
卫生设施 ０.５０９

７.２５ ５１.２０

社会文化

安全感 ０.８０８
归属感 ０.８７０

获得尊重感 ０.５６０
１１.８４ ６３.０４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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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据分析

实地问卷调研结束后ꎬ对调研文字和问卷数据

进行整理ꎬ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 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处

理[１４]ꎬ基于使用者满意度的 ２０ 项评价指标使用因

子分析法进行深入分析ꎮ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ꎬ首先

通过 ＳＰＳＳ２５.０ 软件信度检验中克朗巴哈系数 α 进

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１５]ꎬ此指标基于相关性的原

则可以反映问卷调查各项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情况ꎮ α<０.３５ 为低信度ꎬ０.３５≤α<０.７０ 为中等信

度ꎬα≥０.７０ 为高信度[１６]ꎮ 分析得到本次问卷 α 值

为 ０.８９ꎬ说明此次问卷设计合理ꎬ可以使用ꎮ 进一步

地ꎬ我们运用 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值和巴特利

特球形检验法进行因子分析的适用性验证[１７]ꎬ这 ２
个指标主要用于检查变量之间的相关性ꎮ ＫＭＯ 值

在 ０~１ 之间ꎬ当其值越接近于 １ꎬ说明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越强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ꎬ反之ꎬ则表示各变量

独立ꎬ没有较强的关联ꎮ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中的

Ｓｉｇ.值亦反映各变量的独立性ꎮ 经检验ꎬ本次问卷

调查结果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５ꎬ球形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检验中

Ｓｉｇ.值为 ０.００( <０.０１)ꎬ也符合标准ꎬ因此问卷调查

的统计结果适合进行因子分析ꎮ
因子分析是将众多原始变量进行简化ꎬ将其综

合成较少的几个公共因子ꎬ从而用简化后的变量解

决复杂问题的分析方法ꎮ 这些众多的原始变量信

息与其对应的公共因子具有高度的相关性ꎬ少数的

几个公共因子保留了大部分的原始变量信息ꎬ且公

共因子之间不相关ꎬ代表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ꎮ 假

设Ｘ ｉ( ｉ ＝ １ꎬ２ꎬꎬｐ) 为变量ꎬ代表 ｐ 个评价指标ꎬ因
子分析将这些评价指标表达为 ｍ 个公共因子Ｆ ｊꎬ表
示为:

Ｘ１

Ｘ２

⋮
Ｘｐ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１ｍ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ｍ

⋮ ⋮ ⋮ ⋮
ａｐ１ ａｐ２  ａｐｍ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Ｆ１

Ｆ２

⋮
Ｆｍ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ε１

ε２

⋮
εｐ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ꎮ

式中:ｍ≤ｐꎻＦ１ꎬＦ２ꎬꎬＦｍ等为公共因子ꎬ是不可观

测的变量ꎬ它们的系数ａｉｊ成为载荷因子ꎬ表示第 ｉ 个
变量在第 ｊ 个因子上的负荷ꎻε１ꎬε２ꎬꎬεｐ为特殊因

子ꎬ是不能被 ｍ 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部分ꎮ 这里值

得一提的是载荷因子 ａｉｊꎬ反映了第 ｉ 个变量和第 ｊ
个公共因子的相关重要性ꎮ 其绝对值越大ꎬ相关的

密切程度越高ꎬ这也是判断提出的公共因子是否合

理的重要指标ꎮ
所有的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对变量Ｘ ｉ的贡献之

和为 １ꎬ如果特殊因子的占比较小ꎬ那么表示原变量

空间到公共因子空间的转化效果较小ꎬ即归纳出的

公共因子可以对原有的统计数据信息进行很好的表

达ꎮ 载荷因子矩阵中各列元素的平方和 Ｓｊ ＝ ∑
ｐ

ｉ ＝ １
ａ２

ｉｊ

称为Ｆ ｊ( ｊ＝ １ꎬ２ꎬ３ꎬꎬｍ)对所有的Ｘ ｉ的方差贡献和ꎬ
可以衡量公共因子的相对重要性ꎬ这对下一步判断

评价指标对使用者体验的重要程度有着关键的参

考意义ꎮ
将调查问卷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后ꎬ导入 ＳＰＳＳ２５.０

软件ꎬ通过“降维”和“因子分析”ꎬ可将问卷中的 ２０
项评价指标进行简化ꎮ 根据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来

计算公共因子的权重ꎬ其权重越高ꎬ对老年公寓户

外景观空间满意度的影响越大ꎮ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由英国心理学

家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在 １９０４ 年提出来的ꎬ他成功地解决了

智力测验得分的统计分析ꎬ后来又丰富并发展了因

子分析理论和方法ꎬ并广泛地应用于行为科学领

域ꎮ 本质上来说ꎬ因子分析方法是主成分分析法的

推广ꎬ是多元统计分析中一种常用的降维手段ꎮ 基

于 ２０ 项评价指标ꎬ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

１１５ 份有效问卷ꎬ即得到 ２０×１１５ 个原始的矩阵数

据ꎬ为了从 ２０ 项评价指标中凝练出最主要的特征以

方便评估和场地优化ꎬ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评

价指标进行公共因子表达ꎮ
基于原始的评价统计矩阵ꎬ我们基于基本的因

子分析模型得到因子载荷矩阵ꎬ通过因子载荷矩阵

进行正交旋转可以使矩阵的各列元素的绝对值尽

可能量级分化ꎬ得到携带主要信息的公共因子ꎬ并
给出符合实际意义的合理解释ꎮ 通过对大于 ３ 的公

共因子数量进行尝试ꎬ我们发现ꎬ当公共因子的数

量为 ５ 时ꎬ５ 个因子对原始数据总方差的贡献率分

别为 ２１.６、２.５、１９.６、７.２ 和 １１.８ꎬ其累计贡献率约

６３％ꎬ说明 ５ 个公共因子已经足以表达统计数据中

大部分的信息ꎬ选择 ５ 个公共因子是比较合适的ꎮ
我们通过对 ２０ 个评价指标对应 ５ 个公共因子的分

类ꎬ归纳出 ５ 个公共因子分别对应 ５ 种景观属性ꎬ并
对其进行命名ꎬ分别为植物景观、道路景观、场地空

间、景观设施和社会文化(表 ３)ꎮ
根据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ꎬ计算出公共因子

的权重ꎬ并对影响老年公寓户外景观评价的公共因

子按照其重要性进行排序ꎮ 可以看出ꎬ植物景观和

场地空间这 ２ 类指标权重均大于 ３０％ꎬ景观设施和

社会文化这２类指标均大于１０％ꎬ而道路景观权重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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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因子权重

公共因子 权重 评价指标
成分得分

系数

评价指标在
公共因子上
的权重

植物景观 ０.３４４

绿地率 ０.３００ ０.３６０
植物物种多样性 ０.１５８ ０.１８９
植物群落合理性 ０.１８３ ０.２１９

植物保健性 ０.１９３ ０.２３２

道路景观 ０.０４１
人车分流设计 ０.２５３ ０.３９７
道路分级设计 ０.２６４ ０.４１４
道路铺装设计 ０.１２０ ０.１８９

场地空间 ０.３１２

空间可达性 ０.１３６ ０.１７２
无障碍设施充足性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８
空间类型多样性 ０.１１１ ０.１４１
空间尺度适宜性 ０.２０４ ０.２５９
休闲设施舒适度 ０.１６７ ０.２１１

景观设施 ０.１１５

标识设施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７
休憩设施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４
照明设施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５
康乐设施 ０.２３５ ０.２３８
卫生设施 ０.１９４ ０.１９６

社会文化 ０.１８８
安全感 ０.２８２ ０.４３３
归属感 ０.１２１ ０.１８５

获得尊重感 ０.２４９ ０.３８２

较轻ꎬ小于 ５％ꎮ 可以看出ꎬ对老年公寓户外环境景

观的使用者而言ꎬ植物景观和场地空间是最重要的

２ 个因素ꎬ其中植物景观又是重中之重ꎮ 基于因子

分析法得到的得分系数矩阵ꎬ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一

项指标在其公共因子上的权重ꎬ然后ꎬ根据各因子

的评价得分和子权重ꎬ我们可以得到各个公共因子

对应的使用者满意度评价结果和总体满意度的综

合得分(表 ４)ꎮ 以此可以更进一步得到具体哪些景

观评价指标对于体验者而言是最重要的ꎬ并可以以

此参考提出具体的优化方向ꎮ
由表 ４ 可知ꎬＴ 老年公寓的使用人群对其户外

景观空间的总体满意度为 ３.３２ꎬ整体满意度不高ꎮ
从公共因子得分状况看ꎬ分值由高到低依次是道路

景观(３.６１)、景观设施(３.５１)、场地空间(３.３９)、社
会文化(３.２８)和植物景观(３.１７)ꎮ 其中ꎬ社会文化

和植物景观的得分均低于综合得分ꎬ说明其户外景

观空间在这 ２ 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道路

景观和景观设施的得分较高ꎬ可以在保持现状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ꎮ 结合表 ３ 和表 ４ꎬ应重点关注权

重较高而评价得分较低的因子ꎮ 其中权重最高的

植物景观因子评价得分为 ３.１７ 分ꎬ低于综合满意度

得分ꎬ权重其次的场地空间因子评价得分为 ３. ３９

分ꎬ也是影响使用人群满意度评价综合得分的主要

因素ꎬ需要重点关注ꎮ
表 ４　 评价结果

公共因子 评价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得分 综合得分

植物景观

道路景观

场地空间

景观设施

社会文化

绿地率 ３.２２ ０.８４９
植物物种多样性 ３.１７ ０.９４５
植物群落合理性 ３.０６ ０.９１４

植物保健性 ３.１８ ０.９４５
人车分流设计 ３.６５ ０.８６
道路分级设计 ３.５７ ０.８９２
道路铺装设计 ３.６１ ０.９５１
空间可达性 ３.５７ ０.９６２

无障碍设施充足性 ３.３２ ０.９１４
空间类型多样性 ３.３７ ０.９４１
空间尺度适宜性 ３.３２ ０.９２１
休闲设施舒适度 ３.４３ ０.８７９

标识设施 ３.４１ ０.８８８
休憩设施 ３.７６ ０.８８
照明设施 ３.４８ ０.８９４
康乐设施 ３.４４ ０.８７２
卫生设施 ３.５２ ０.８８４
安全感 ３.２４ ０.８９５
归属感 ３.１３ ０.９３６

获得尊重感 ３.４ ０.９４３

３.１７

３.６１

３.３９

３.５１

３.２８

３.３２

２.２ 植物景观评价

根据本次使用后评价结果进行分析ꎬ老年公寓

的使用者对户外植物景观的评价得分最低ꎬ各项指

标均低于综合得分ꎬ未能达到满意的标准ꎮ 结合评

价指标的每项得分ꎬ在问卷调查后对使用者进一步

进行访谈后得知:(１)使用者普遍反映 Ｔ 老年公寓

户外景观的植物种植种类较单一ꎻ(２)冬季观赏植

物较少ꎬ从而植物景观的观赏性较差ꎻ(３)乔木层常

绿植物和落叶植物比例太低ꎬ整体植物的体量较

小ꎻ(４)对植物的管理不够合理ꎬ尤其是部分地被植

物、灌木等疏于修剪ꎬ显得较凌乱ꎮ
２.３ 道路景观和景观设施评价

使用者对老年公寓的道路景观和景观设施评

价得分均在 ３.５ 以上ꎬ高于综合得分ꎮ 场地内能够

保证人车分流ꎬ道路有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散步道

的划分ꎬ使用了不同的铺装材质ꎮ 但经过实地调研

可知ꎬ影响使用者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原因有:(１)铺
装材料由于建设年代较久ꎬ特别是塑胶场地由于使

用频率高ꎬ有部分破损ꎬ形式美感不足ꎻ(２)缺少人

性化设计ꎮ 针对老年群体ꎬ特殊场地缺少醒目、人
性化的标识系统ꎻ户外休憩设施不足ꎬ且休憩场地

多数未能考虑到气象变化ꎬ使用感较差ꎻ卫生设施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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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垃圾桶等设置过少ꎬ且垃圾桶的设置不能满足使

用者的功能需求ꎻ(３)照明设施不足ꎬ对于傍晚散步

人群的使用感较差ꎻ(４)康乐设施较陈旧ꎬ已不能满

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ꎮ
２.４ 场地空间评价

使用者对该场地空间的评价得分为 ３.３９ꎬ说明

使用者对户外场地空间的满意度较低ꎮ 场地空间

是户外活动中使用者停留时间最长、发生各种类型

活动最频繁的空间ꎬ关乎使用者的户外体验和感受

质量ꎮ 通过问卷和实地调研得知ꎬ影响使用者满意

度的原因有:(１)空间的无障碍设施不够充足ꎬ且缺

少能够满足不同使用功能的多样空间ꎻ(２)户外休

闲设施未能充分考虑人体工程学尺度和人性化设

计ꎬ导致其舒适度稍欠缺ꎻ(３)户外空间类型较少ꎬ
导致使用者在户外只有单一的活动类型ꎬ缺少趣

味性ꎮ
２.５ 社会文化性评价

使用者对社会文化的评价得分为 ３.２８ 分ꎬ低于

综合得分ꎮ 说明该老年公寓的使用者对该场地缺

少安全感和归属感ꎮ 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

对老年人的影响较大ꎬ老年人对老年公寓的安全

感、归属感和获得尊重感的得分较低ꎬ因此就对老

年公寓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尽可能地在设计

中以人为本地考虑使用者的感受ꎬ提高老年人对老

年公寓的接受度ꎮ

３ 基于使用后评价的户外景观空间优化建议

根据对 Ｔ 老年公寓户外景观空间的评价与分

析ꎬ总结出使用者对该区域现存问题的反馈ꎬ从而

提出针对不同景观元素的更新改造建议ꎮ
３.１ 加强植物配置ꎬ体现植物的保健作用

老年公寓的植物景观营造在其户外环境景观

中占据重要地位ꎬ其植物景观的营造要关注到使用

者的生理、心理、感官等多方面身体感受ꎮ 通过现

场调研发现ꎬＴ 老年公寓的植物配置中ꎬ以蔷薇科植

物种类为最多ꎬ乔木中香樟、栾树、楮树占的体量较

大ꎬ竹子数量较多ꎻ灌木以红叶石楠、红花檵木、海
桐球、圆柏占有面积最大ꎻ草本较多使用的是沿阶

草等ꎮ 根据园林植物的观赏特性分类ꎬ其观花类植

物有 １３ 种ꎬ多为春季开花ꎻ观果类有 １７ 种ꎻ观叶类

有 １９ 种ꎬ多为常绿和春秋色叶植物ꎻ观枝干类有 １２
种ꎮ 因此ꎬ在 Ｔ 老年公寓户外景观的植物配置中ꎬ
首先应注重植物群落、季相景观和植物景观空间的

营造ꎻ其次ꎬ植物能产生负氧离子ꎬ能够提高机体免

疫力ꎬ研究发现ꎬ负离子增加效益主要由乔木层和

地被层产生ꎬ要适当增加常绿大乔木的数量[１８]ꎻ例
如:(１)添加有利于防尘的枇杷、金桂等植物ꎬ配置

麦冬－栀子花－杜鹃－香樟的“草本－灌木－乔木的复

合结构”ꎬ来丰富乔灌草结构ꎬ从而吸收和减弱噪

音ꎻ大量地使用抗病抑菌效果较好的松柏类植物ꎬ
改善空气环境质量ꎮ (２)不同植物的气味和挥发作

用对人体会产生不同的功效ꎬ种植具有香味且香味

较淡的植物如薰衣草、迷迭香、百里香、牛至等ꎻ最
后ꎬ植物的不同质地和颜色对人体的身心放松和良

好情绪有促进作用ꎬ如玉簪属、玉竹、天竺葵和矮松

树、三色堇、一串红、红枫、紫丁香、广玉兰、腊梅和

紫薇等ꎬ丰富场地植物色彩和季相变化ꎮ
３.２ 优化道路景观和景观设施ꎬ体现人性化设计

根据 Ｔ 老年公寓的周边环境ꎬ确定主要出入口

的位置ꎬ在分区合理的基础上ꎬ对不同使用者进行

分流ꎬ做到人、车、物的分流ꎬ避免交通系统的交叉

与混合ꎮ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机能下降ꎬ主
要表现为难以大幅度抬腿和弯腰捡东西ꎬ站立和蹲

下较困难等ꎬ因此ꎬ要针对老年人的特点ꎬ对道路景

观和景观设施等进行人性化设计:(１)在老年人健

身活动空间中ꎬ健身铺装采用塑胶场地ꎬ且铺装的

颜色挑选红色、黄色等高明度的色彩ꎬ为了避免产

生视觉疲惫ꎬ通过与植物搭配ꎬ以塑造明亮、温馨的

环境氛围ꎻ设置鹅卵石铺装散步道ꎬ其道路长度控

制在 ２５ ｍ 左右ꎬ且道路一侧或两侧需要设置扶手ꎬ
可以使老年人按摩脚底、放松身心ꎻ增加照明设施ꎬ
保证散步道照明设施齐全ꎬ设置太阳能室外感应照

明灯ꎬ同时注意夜景灯光效果的烘托ꎬ在雕塑、水
景、植物、地面铺装等地方营造气氛ꎬ使空间更有活

力ꎮ (２)增加户外休憩设施和锻炼设施ꎮ 从室内空

间到室外空间可以设置多种多样的“灰空间”ꎬ例如

长廊等过渡区域ꎬ此区域可成为老年人休憩、观赏

他人活动的驻足点[１９]ꎻ更新康乐设施ꎬ将康乐设施

与座椅结合起来进行布置ꎬ方便老年人在聊天的同

时进行身体锻炼ꎻ座椅和室外踏步的设计体现人体

工程学ꎬ座椅选择木质材料ꎬ同时增加靠背和扶手ꎬ
在老人坐下和起身时有一定的安全保障ꎻ室外踏步

注意防滑设计ꎬ选择火烧面、荔枝面等防滑的铺装

材质ꎻ在建筑入口和转弯处需设计醒目的指示标识ꎮ
３.３ 运用园艺疗法ꎬ关注场地空间需求

通过对 Ｔ 老年公寓的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可

知ꎬ大部分老年人都期望进行户外活动ꎬ希望在有

风景的地方停留ꎬ能够欣赏自然ꎬ能够与邻居、朋友

交谈ꎬ观看植物ꎬ因此ꎬ我们的场地空间应关注到老

年人的多种需求ꎮ 通过对使用者的行为、需求进行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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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图 １)ꎬ使用者在户外景观空间里ꎬ主要的

活动类型为休憩散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其他

公共活动ꎬ并且其活动高峰主要集中在 ９:００—１１:
００ 和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的时间段ꎬ主要受休憩散步、文
化娱乐和体育健身 ３ 类活动的影响ꎮ 其中ꎬ“休憩

散步”峰值在 ９:００—１１:００ 和 １４:００—２０:００ꎬ是使

用者里活动人数最多的和时间最长的ꎻ“文化娱乐”
峰值在 ８:００—１１:００ 和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ꎻ“体育健身”
峰值主要出现在 ６:００—８:００ 和 ９:００—１１:００ 以及

下午ꎻ其他类型活动则无明显变化ꎬ活动人数也少ꎮ
因此ꎬ我们应根据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满足多种空间

类型ꎮ

图 １　 老年人活动时间和类型分布

在以休憩散步为主的活动空间中ꎬ运用园艺疗

法ꎬ以自然要素为主体ꎬ在生理、心理、精神、社会等

方面对人体产生疗愈与健康养生的功效[２０]ꎮ 首先ꎬ
设置花篱和抬升植床ꎬ可以种植百里香、迷迭香、马
齿苋、紫苏等芳香植物ꎬ方便老年人接触植物ꎬ对老

年人形成触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ꎬ同时补充乡土植

物以提高场地的归属感ꎻ其次ꎬ运用瞭望－庇护理论

安排座椅的布置ꎬ使老年人坐在座椅上ꎬ既能观察

到不受遮挡的周边环境ꎬ同时又能“躲藏”和处在有

安全感的环境中ꎻ最后ꎬ创造绿色的冥想空间ꎮ (１)
可以选择具有文化寓意的植物进行种植ꎬ使老年人

观看时能产生丰富的联想ꎬ例如菊花象征隐士、莲
花象征君子ꎻ营造小型可触式水景ꎬ为场地提供“白
色噪声”以保护私人谈话ꎬ同时满足人的触觉和动

态的景观体验ꎮ (２)中国古典园林中移天缩地的山

水营建、盆景与赏石的制作、日本禅宗园林———枯

山水园林的制作及日常维护等ꎬ使老年人看到此情

此景时能够丰富其精神体验ꎮ (３)基于五感疗法ꎬ
发挥植物的康养功能ꎬ创造以植物疗愈为主的景观

空间ꎮ
在以文化娱乐为主的活动空间中ꎬ首先ꎬ可设

置棋盘桌椅、音箱等娱乐性设施ꎻ其次ꎬ可设置大小

不同的聚集性场地ꎬ满足不同人群聚集的需求ꎻ最
后ꎬ可以开展园艺栽培活动ꎬ使用播种、间苗移植、
多肉植物组合盆栽与草花植物组合盆栽等园艺植

物栽培活动来缓解和放松老年人的压力[２１]ꎮ 对 Ｔ
老年公寓的使用者进行行为观察和实地访谈得出

的结果发现ꎬ有 ３６.５８％的老年人有长达 ３ ~ １０ ａ 的

园艺活动经历ꎬ有 １６.５２％的老年人接触园艺活动的

时间长达 ２０ ａ 以上ꎻ在针对老年人对园艺活动的认

知中ꎬ有 ４８.１６％的老年人认为园艺活动能提高身体

免疫力ꎬ促进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行ꎻ有３３.８３％的老

年人认为参与到多种形式的园艺活动中ꎬ能够刺激

感官ꎬ放松心情ꎮ 因此ꎬ在我们的户外景观空间中ꎬ
可以普及园艺疗法ꎬ设置园艺苗圃空间、蔬菜大棚

和温室等园艺设施ꎬ增加开展园艺活动的多种多样

的景观空间ꎮ
在以体育健身为主的活动空间中ꎬ设置不同大

小的运动空间ꎬ如硬质小广场的空间布置可以满足

聚集性活动、集体健身的需求ꎻ设置若干个场地面

积约 １０ ｍ２的林下空间或私密空间ꎬ可以满足老年

人进行武术、太极拳、跳绳等运动的需求ꎮ

４ 结语与讨论

以安徽省合肥市 Ｔ 老年公寓为研究对象ꎬ从使

用者的角度ꎬ基于 ＰＯＥ 理论体系对老年公寓户外景

观进行评价和深入分析ꎬ并对其后期景观规划设计

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ꎮ 与以

往对养老机构的评价与分析相比ꎬ初步形成了一套

客观评价体系ꎬ研究更具客观性和针对性ꎮ
评价结果显示其道路景观和景观设施评价因

子总体评价满意度较高ꎬ但权重得分较高的植物景

观因子和场地空间因子相比其他因子满意度有所

欠缺ꎮ 针对评价结果ꎬ提出以下建议:(１)丰富植物

配置ꎮ “植物景观”是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子ꎬ丰
富、发挥保健作用的植物景观是影响使用者满意度

水平的重要因素ꎮ 分别从植物的层次结构、植物的

功能作用及其质地、色彩等方面分别进行补充和配

置ꎮ (２)以人为本的优化道路和景观设施ꎮ 基于使

用者行为活动需求和特征ꎬ营造集人性化、适用性

和安全性为一体的老年公寓户外活动景观ꎮ (３)关
注场地空间需求ꎮ 根据使用者需求ꎬ将使用空间分

为休憩散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其他公共活动 ４
种主要活动类型ꎮ 针对每种活动类型ꎬ运用园艺疗

法ꎬ提出不同的提升建议ꎮ
(下转第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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