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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升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方法 在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按功

能划分出一系列的家具，预先设计好标准化接口与同样规格的箱体，在使用家具时，通过选择与组合形

成不同功能的家具。结果 通过模块化设计方法，设计出具有智能调节功能、智能安防功能、智能康复

功能的，能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的家具产品。结论 模块化老年人家具通过不同模块组成不同功能

的家具产品，满足老年人对家具功能的安全性、功能性、适用性以及通用性需要，避免单一功能家具造

成的浪费，避免老年人心理上产生负担。另外，模块化家具具有的简洁、方便、现代感等特点，可以带

给老年人更加愉悦的生活体验，有效地避免老年人退休后对生活产生孤独感，从而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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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r Furniture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Living at Home 

WANG Zi-han, YANG Guo-xi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after retirement. On the basis of functional 
analysis, a modular design concept w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furniture was divided according to functions, and stan-
dardized interfaces and boxes of the same specifications were pre-designed. Furniture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was formed 
by means of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when used. The furniture products with such functions as intelligent adjustment, 
intelligent security and intelligent rehabilitation and that m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s daily life were designed through 
the modular design method. Modular senile furniture constitutes the furniture product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to meet the 
elderly’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furniture through different modules, including safety, functionality, applicability and 
versatility, which can also avoid the waste caused by single-function furniture and psychological burden on the elderly. In 
addition, the modular furni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mplicity, convenience and modernity, which can bring more 
pleasant life experience to the elderly, effectively avoid their loneliness of life after retirement,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lderly living at home. 
KEY WORDS: modular furniture; elderly; quality of life 

大多数老年人都选择居家养老，因为老年人常常

有勤俭节俭的生活习惯，所以在老年人家具的设计

上，既要满足老年人对家具功能的需要，又要迎合老

年人节俭的生活习惯。模块化家具可按照不同的模块

进行设计，构成一个个特定的模块系统，使老年人家

具像堆积木一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组合，实

现造型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并遵循老年人节俭的生

活理念。模块化的老年人家具兼具多种优点，对老年

人家具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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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年人对家具的需求 

老年人对家具产品功能的需求，是基于老年人日

常生理与心理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能满足老

年人日常的生活需要，而且给老年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环境。 

1.1  老年人对于家具的心理需求 

1.1.1  心理特征 

老年人退休后，随着生活模式的转变，以及身体

能力的下降，使老年人对待家具的心理较年轻时有了

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老年人身体机

能的下降，使其安全感下降；（2）老年人记忆力和反

应力的下降，使其适应能力减弱；（3）老年人退休后

角色的转变，使其对自我社会价值评估降低，容易出

现自卑和抑郁的心理；（4）老年人退休后远离社会，

使其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空虚感。 

1.1.2  心理需求 

家具的颜色能够帮助老年人获得安全感；合理的

材料能够帮助老年人产生幸福感与温暖感；合理的设

计能够帮助老年人消除孤独感，使其产生愉悦感[1]。 
南北方老年人的行为习惯多有不同，因此对家具

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北方气候寒冷，老年人更倾向于

选择大气、厚重的家具；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老年

人大多体型小巧，他们更偏向于选择做工精致的家

具，并强调家具的性价比与实用性。因此，在设计家

具时，需要考虑到南北方老年人不同的文化风俗、生

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 
在传统家具中加装功能性设备，不能满足老年人

对于个性的需求。模块化家具在满足老年人对于功能

需要的同时，通过进行不同形式的组装，满足了老年

人对于个性的需求。 

1.2  老年人对于家具的生理需求  

1.2.1  生理特征 

人类的衰老不可逆转，老年人的肌肉逐渐失去弹

性，体力、耐心也不如从前，生理需求也随着身体的

变化而改变。 
第一，感官机能退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

会出现行动迟缓、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身体控制

能力下降等状况，容易导致摔倒等状况的发生。助起

功能的座椅见图 1，该助起椅减轻了老年人在起立时 
 

 
 

图 1  助起功能的座椅 
Fig.1  Chair that helps to stand up 

重心上升对腿部造成的负荷，使老年人在起立过程中

更省力，避免产生负面情绪。 
第二，据调查发现，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常

常会出现肌肉变少、骨质降低、脊柱变形、椎间盘压

缩、椎骨退化等状况，身高也随之降低。 

1.2.2  生理需求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各类器官都处于持续衰

老状态，身高衰退明显，这时传统家具形态已经不能

及时满足老年人的生理需求，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2]。而模块化家具可以通过不同的模块来降低或抬

高家具高度，满足老年人的需要。老年人家具应严格

执行规定的检测指标，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使用安

全无毒的材质作为家具材料，不仅能保护老年人的身

体安全，而且能有效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设计家具时须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需求。例如老

年人触觉退化，血液循环减缓，手温变得起伏不定，

在开关材料的选择上，使用触感温度较低的材质，老

年人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记忆力的下降、学习兴趣的

减退，甚至阿尔茨海默症、脑萎缩等疾病的出现，使

老年人家具不应过于强调科技感，而应以易用的家具

为主；身体的衰老不可逆转，身体机能发生改变，老

年人家具应及时适应老年人的身体变化，旨在提高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生理需求[2]。与此同时，

肌肉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关节病等中老年病

随之出现，慢性病也随之出现，模块化家具拥有稳定、

轻便以及方便老年人调节高度与使用的特点[3]。 

2  适宜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模块化家具设计 

2.1  设计原则 

2.1.1  安全性原则 

老年人家具设计首先要强调安全性，安全性是一

切家具设计的前提。在生理、心理上给老年人安全感，

是老年人家具设计的关键因素。 
家具的表面应尽可能光滑，多使用圆角而尽量避

免尖角的设计；多用柔性材质包裹而尽可能避免使用

金属材质以及玻璃材质。如今，在市场上有很多家具

常用铝边作为装饰，但这类金属材质过于锋利，老年

人下肢力量退化容易摔倒，铝边的材质容易给老年人

带来危险，加上冬天金属温度低，因此，对于老年人

的家具设计应尽可能使用胶质或木质之类的材质。 
在橱柜、衣柜上尽可能设置家具柜门防夹手无声

阻尼铰链。老年人反应较年轻时有明显的退化，阻尼

可以使柜门回弹速度减缓，从而防止夹手、碰撞之类

的意外发生。在家具品质的把控上，应严控甲醛超标

现象，老年人抵抗力减弱，甲醛超标对老年人伤害更

大。在家具坚固、实用的基础上，尽量选用无毒、环

保的喷漆以及金属穿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

表面打蜡、使用塑料贴面或其他无害涂料的家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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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功能性原则 

老年人的衰老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若专门去购

买各年龄段的老年人家具，势必会造成浪费，不符合

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模块家具的设计可随着功能进行

调整，从而满足不同老年人在不同阶段对家具功能的

需求。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脊骨变形与视力下降等情况

困扰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模块化家具在“32 mm 系

统”标准下最大限度地做到了部件通用化，便于老年

人对家具的形态进行改造。如电视柜、书柜不再是单

一用途的家具，通过模块化的组合，让消费者可选择

合适的模块组成满足自身需要的家具。 

2.1.3  趣味性原则 

随着老年人独处的时间增多，生活缺乏乐趣，因

此，在家具设计时，既使老年人可以轻松地操作，也

要让老年人在使用时感到有趣，消除老年人对新事物

的畏难情绪，方便老年人使用。 
可插拔趣味动物书架见图 2，运用模块化设计，

隔板可根据使用储物格的大小进行插拔，这样不仅使

老年人在使用时感到有趣，而且可以提高老年人动

手、动脑的能力，促使老年人进行适当的运动，降低

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几率。 

2.1.4  通用性原则 

模块化家具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通用性。

在美国建筑师 Ronald L. Mace 提出通用性设计以来，

通用性的家具产品得到了老年人的认可。通用家具

强调设计对象应满足各年龄段、不同身体条件人群的

使用需求，老年人在居家生活中，根据需求可利用模

块化家具的通用性，对家具的高度、宽度、材质进行

调整。 

2.2  设计策略 

退休后的老年人居家时间较多，家具利用率也随

之增多，模块化家具强调安全性、功能性、趣味性与

通用性的原则，符合老年人对于某款家具的需求。模 
 

 
 

图 2  可插拔趣味动物书架 
Fig.2  Interesting detachable animal-like bookshelf 

块化家具让老年人心理上没有负担，可以帮助老年人

保持心情愉悦，从而使通用性的模块化家具得到普及。 

2.2.1  材质设计策略 

如果说家具支架是人的骨骼，那么家具材质就是

人的皮肤，在家具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目前家具

的材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取自自然的材质，一类是

人工合成的材质，自然材质设计成的家具更加具有环

保性，适合年纪大、身体抵抗力下降的老年人使用。

自然材质特殊的质感和肌理，在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模

块化家具造型设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2  功能设计策略 

1）智能调节功能。老年人家具具有智能调节功

能，可以使老年人在调节家具时更加便捷。模块化家

具的智能调节功能主要包括尺度调节、温度调节、照

明调节等。智能调节的家具大多在原来家具的基础上

增加了智能化工具，如安装窗帘电机轨道来控制窗帘

的升降；安装智能灯，可以使视力下降的老年人更容

易在橱柜中寻找东西；在座椅、马桶等家具中设置温

度调节功能，根据室内温度来调节触感温度；在轮椅

上增添具有传感器和激光仪功能的导航器，可以帮助

老年人发现周围的障碍物；在衣柜上安装消毒灯，根

据测量的细菌数值来断定是否需要消毒；在房间内安

装除湿器，根据空气的湿度来决定是否需要除湿，从

而保持空气的湿度[7]。 
2）智能安防功能。老年人家具应具有提醒装置、

检测装置、呼叫装置和电磁调节装置等智能安防功

能，遇到突发状况时可以发出警报并进行调节。无线

呼叫器见图 3，将其嵌入在橱柜或床边，不舒服时按

下显眼的 SOS 标志，无线呼叫器会自动发送短信或

拨打事先设置好的电话号码。在衣柜门设置提醒设

施，提醒老年人被门回弹时伤到；在防盗门安装提醒

装置，提醒老年人关门、锁门、带钥匙等[8]。随着老

年人年龄的增长，嗅觉会下降，安装电子鼻可以检测

出异常气味来帮助老年人识别空气中的烧焦味、煤气

味或腐烂味。电子鼻见图 4。另外，配有灯光警示功

能的床头柜，可以应对火灾、水灾、地震等意外情况

的发生。 
3）智能康复功能。通过红外热疗工作原理加速 

 
 

 
 

图 3  无线呼叫器 
Fig.3  Wireless calling device 

 

图 4  电子鼻 
Fig.4  Electronic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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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新陈代谢、血液循环的康复家具产品；通过声

音指令控制各类按摩床、治疗椅、修复枕等智能家具。

如今，老年人逐渐重视家具的健康功能，因此智能康

复功能的家具将更为普及。 

3  适宜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模块化家具设计

实践 

3.1  设计方法 

3.1.1  基于单元体的设计方法 

基于单元体的设计方法关注于模块化家具的功

能、结构方面，具体方法包括模块化设计法、群化组

合法、模数化设计法等。 
模块是组成模块化系统的独立单元体，模块接口

结构标准化，从而构成标准化单元，且具有通用性与

层次性，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降低售价，从而便于进一

步规划与设计。模块化家具拥有灵活性、多变性、实

用性的特点，在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群化组合

法是将两个以上的单元体，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组

合，构成不同视觉形态的方法；模数化设计法是组合

设计的一种，其“模数”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

是一种尺寸单位，在生产的过程中，按照事先确定的

单位进行整数倍调整，以此来确定尺寸，从而实现通

用性和互换性。适宜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模块家具的概

念，一方面源于一种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则源自对低

能耗、高效率的追求，这类家具运用到老年人的居家

生活中，能够有效避免老年人退休后产生孤单感，提

升老年人退休后的居家生活质量[9]。 

3.1.2  系统论设计方法 

系统论设计思想，就是将老年人对家具各方面的

需求视为一个整套系统，分析这个系统和结构的功

能，然后运用系统论的概念与系统的分析方法加以处

理和解决[10]。在对适宜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模块化家具

进行设计前，应将其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系

统分析，对老年人的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以及各设

计原则间的复杂要素进行研究，避免因片面的研究，

割裂整体的延续性；另外，将迎合老年人居家生活模

块化家具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分 
 

析，使安全性、功能性、趣味性等设计原则得以呈现，

并基于老年人的需求对方案进行整合。由此可见，系

统论设计方法不仅是解决设计问题的指导思想，而且

是一种解决实际设计问题的科学方法。系统论设计具

有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与目的性的特点，体现出

模块化家具的可成长性特征，随之进行分析、综合来

解决各类复杂问题[9]。 

3.2  设计步骤 

将模块化家具的特点与老年人需求相结合，尝试
为老年人提供愉悦生活体验的设计程序。首先，对模
块化家具的基本设计原则进行分析。其次，对老年人
的需求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家具的安全性、功能性、
趣味性、通用性。再次，对信息进行编码，通过协同
设计、体验设计来进行创新设计[9]。最后，通过设计
评价和反馈不断完善设计，并在设计过程中时刻关注
老年人的需求与模块化家具之间的关系，充分迎合他
们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参与每一阶段的设计
决策，并将家具的安全性、功能性、趣味性、通用性
与老年人喜好的材质相结合，从而设计出真正满足老
年人需要的模块化家具。 

4  适宜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模块化家具设计
案例分析 

根据模块化设计理念，《格》模块化桌子见图 5，
在充分考虑家具的尺寸设计、空间划分、结构设计等
因素的同时，在外形的设计上也为家具带来趣味性。
这样能够避免居家老年人产生孤独感，从而提升老年
人居家生活的质量。 

4.1  尺寸设计 

《格》模块化桌子主要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模
块，为了符合美学比例，两种模块应用了整数比例，
这起到了减少计算量、提升结构工艺性的作用，并且
具有明快、整齐的形式美。 

运用人体工程学原理进行组合时，能够满足存放
各种大小物件的要求，也能够通过堆积桌椅来调整高
度，不仅满足了老年人日常的需求，而且提高了存放
与取物的效率。 

   
 

图 5  《格》模块化桌子 
Fig.5  “Lattice” modular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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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空间划分 

《格》模块化桌子考虑到空间的分割和利用，并

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功能性和和扩展性。通过横向、

竖向、交叉、叠加、并列组合等不同的分割方式，在

改变家具形态的同时，也使得家具的面积、高度、层

次发生了变化，满足了多样化的使用功能。不同模块

的叠加，使家具的高度发生变化的同时产生丰富的层

次感。 

4.3  结构设计 

《格》模块化桌子在结构的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功

能的科学性，在具有足够强度的同时，合理、舒适、

安全、省力且高效。通过模块自身的造型进行不同的

连接组合，没有使用连接件。顶面凸起与底面凹进相

重合的结构设计，不仅可以节省材料、遵循绿色环保

的理念，而且可以避免老年人因看不清传统连接件而

造成组装的不便。 

5  结语 

老年人家具强调功能性、安全性、趣味性与通用

性，因此在设计时不能单纯只考虑家具的尺寸设计、

空间划分、结构设计，应不断开拓研究，考虑智能化、

情感化、个性化在老年人家具中的应用。模块化设计

为模块化家具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其目

的就是促使老年人家具更简单、方便、多样化，改善

老年人的居家生活条件，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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