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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4年全省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制定（修订）计划（一）>的通知》(吉建设

[2024]9号)要求，标准编制组总结了近年来我省既有住宅适老化

改造的实践经验和施工技术，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学习借鉴其他

省市先进经验，依据国家相关标准，结合我省具体情况，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检查和评估；5.场地与环境设计；6.公共空间设计；7.套内空间

设计；8.结构设计；9.建筑设备设计；10.施工及验收。

本标准由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吉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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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既有住宅适老化水平、指导既有住宅适老化工程建设，使

既有住宅的环境、空间、设施等方面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与行动特点相适

应，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居住条件,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1.0.3 既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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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既有住宅 the existing residence

已建成使用的住宅建筑。

2.0.2 适老化改造 transformation design for the aged

以满足老年人安全、便利、舒适、健康等需求为目的，对既有建筑

的室内空间、室外环境进行的改造。

2.0.3 老年人 the aged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

2.0.4 居家养老 home-based care for the aged

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有别于社会养

老机构的一种养老模式。

2.0.5 无障碍通行设施 accessible access and circulation

facilities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入建

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设施。

2.0.6 通行净宽 the passage width

走廊、楼梯两侧墙面或固定障碍物之间的水平净距离。当墙面设置

扶手时，为双侧扶手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

2.0.7 安全阻挡措施 edge protection

楼梯的下部以及各种室内外低矮空间能够进入时，为避免造成磕碰，

进行提示的措施，以及控制轮椅小轮和拐杖不会侧向滑出坡道、踏步和平

台边界的措施。

2.0.8 容膝容脚空间 knee and toe clearance

容纳乘轮椅者腿部和足部并满足其移动需求的空间。

2.0.9 第三卫生间 family toilets

在公共场所，用于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卫生间。

2.0.10 交通稳静化措施 traffic calming measures

在小区道路规划设计中，为降低机动车车速，保障行人和非机动车的

交通安全而采取的工程和管理措施的总称。

2.0.11 助老辅具 auxiliary tools for aged people

为老年人提高行动能力或提供行为安全保障的辅助器械，如拐杖、

轮椅、扶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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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应贯彻安全健康、经济适用、舒适方便

的原则。

3.0.2 既有住宅的场地与环境以及公共空间的适老化改造应充分考虑老

年人的身心特点，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的适老环境，且满足无障碍设施

的要求。

3.0.3 既有住宅的套内空间、户内设施设备应根据住宅的使用情况与住

户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满足老年人居家生活的需求。

3.0.4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后的无障碍设施应与周边无障碍设施相衔接。

3.0.5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改造后的建筑安全性需求；

2 不得降低建筑的抗灾性能；

3 不得降低建筑的耐久性；

4 应兼顾其他设施的正常使用；

5 不应降低原有建筑的日照标准。

3.0.6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动建筑物主体结

构和改变使用功能。

3.0.7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应选择操作简单、性能可靠、安装维护

便捷的机电设备系统。

3.0.8 既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工程应积极推广智慧家居及装配化装修技

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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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和评估

4.1 一般规定

4.1.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前应根据改造需求，对小区场地与环境、

房屋结构类型及建造时间、公共空间和套内空间、住宅结构及机电设施进

行检查和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

荐表详见附录A。

4.1.2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前的检查和评估应确保居民安全需求，

应确认建筑主体结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

4.1.3 检查和评估，应了解居民对场地与环境、公共空间、套内空间现

状的意见、主要改造需求和对改造的建议。

4.1.4 检查和评估应尊重居民意愿、了解居民改造诉求、维护居民利益，

并根据检查评估结果和改造目标，编制改造技术方案，涉及公共空间的改

造应予以公示。

4.2 场地与环境

4.2.1 场地与环境的检查和评估包括对人行交通、场地设施、绿化景观

的检查和评估。

4.2.2 场地与环境的检查和评估包含下列内容：

1 无障碍设施的完损情况；

2 小区步行道路的安全性，包括路面的平整度、高低差、排水性和步

行系统的独立性等；

3 公共活动空间的可达性和可识别性；

4 绿化景观的植物配置和相关设施的安全使用情况；

5 车行道路的安全性，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和充电装置等；

6 室外照明的照度、灯具的完损情况及控制方式；

7 室外安防系统的设置情况；

8 室外导引系统的完损情况。

4.2.3 车行道路不宜降低原有的使用标准，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满足救援

车辆的通行使用。

4.3 公共空间

4.3.1 公共空间的检查和评估包括对房屋结构类型、建筑出入口、门厅

与候梯厅、公共走廊、楼梯和台阶、电梯等部位的现状检查和评估。

4.3.2 公共空间检查和评估应包含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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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出入口地面的高低差、防滑性以及无障碍坡道；

2 楼门、楼道的宽度及楼梯的坡度；

3 楼梯和台阶、栏杆及扶手的完损情况；

4 电梯配置、电梯门净宽及设施情况；

5 楼栋及单元的电气进线、防雷、接地及安全防护、安防系统的设置

情况；

6 楼内公共区域照明的照度、灯具完损情况及控制方式；

7 公共区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的设置情况；

8 楼层导引系统完损情况；

9 外墙饰面层、雨篷、空调机架等易坠设施完损性。

4.3.3 公共空间的检查评估可采用直观检查法、重复观察法、仪器探测

法等手段，查明完损部位及完损情况。当出现无法判断且事关安全性的情

况时，应由专业机构作进一步检测鉴定。

4.3.4 根据公共空间的评估结果，对加装扶手、爬楼机、折叠壁挂凳等

适老设施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4.4 套内空间

4.4.1 套内空间评估应包括对老年人的房屋情况的调查和评估，还应包

括住宅各功能空间的现状评估。

4.4.2 套内空间评估应对入户空间、起居室 (厅) 、餐厅、卧室、厨房、

卫生间、过道、阳台及露台、储藏室和套内电梯进行分析，并评估各功能

空间的适老化程度，评估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入户空间的无障碍通行、换鞋、储藏、呼叫等功能情况；

2 起居厅的适老化家具配置、无障碍通行情况；

3 餐厅的取餐便捷度、适老化家具配置、墙地面防滑抗污情况；

4 卧室的适老化家具配置、紧急呼救配备情况、储藏功能、光环境

情况；

5 厨房的管线安全性、橱柜适老化程度、地面高差、墙地面防滑抗

污程度、烟雾及燃气报警配备情况及是否具有切断燃气阀门的功能；

6 卫生间的管线安全性、适老化沐浴及如厕设施配备情况、地面高

差、防滑程度、排水速度、光环境、紧急呼救配备情况；

7 走道无障碍通行、夜间照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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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地与环境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既有住宅室外环境的适老化改造主要包括除建筑以外的道路、绿

化、场地及其设施等。

5.1.2 室外步行道路适老化改造应设置连续人行通道通达各功能场所，

有高差时应设置坡道或无障碍提升设施。

5.1.3 道路系统改造时，应保证救护车辆能到达所需停靠的住宅单元出

入口处。

5.1.4 与步行交通、非机动车交通混行时，车行道路应在出入口、交叉

口、道路转弯处采取交通稳静化措施。

5.1.5 室外环境中应配套设置完整的标识系统。标识位置应醒目且不得

影响正常通行，内容简明精炼、清晰可辨，便于记识。

5.1.6 室外地面防滑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室外活动场所采用防滑地面，防滑等级应达到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Ad、Aw级；

2 建筑坡道、台阶防滑等级应达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

技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Ad、Aw级或按水平地面等级提高一级，并应

采用防滑条等防滑构造技术措施。

5.2 道路交通

5.2.1 住区道路系统应按人车分流设置。

5.2.2 场地道路及公共绿地中绿地园路应与住宅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实现

无障碍连通，且其转角处应采用圆弧处理。

5.2.3 小区车行道在出入口、交叉口和道路转弯处应设置减速带、安全

岛和明显的标识。

5.2.4 室外步行道路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改造后的有效宽度不应小于1.50m；

2 坡度不应大于4％，变坡点应设有提示标识；

3 坡道高度大于0.30m且坡度大于1:20时，应在两侧设置扶手，坡道

与休息平台的扶手应保持连贯；

4 坡面上不应加设凸出的防滑条或将坡面做成礓磋形式；

5 改造后宜在道路单侧或两侧预留积雪存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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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无障碍通道上的地面有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的规定。当轮椅坡

道的高度不大于150mm时，轮椅坡道的坡度可采用1:10。

5.2.6 室外缘石坡道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既有人行道路口、出入口等有高差处，增设全宽式单面缘石坡

道，其坡度不应大于1：20，宽度与人行道宽度相同；

2 其他形式缘石坡道的正面及侧面的坡度不应大于1:12，坡口宽度不

应小于1.50m。

5.2.7 无障碍通道跨越住区内部机动车道路时，其机动车道路应设置限

速行驶标识和路面减速设施。

5.2.8 停车库(场)应与住宅的单元出入口、主要配套设施实现无障碍连

通。

5.3 公共活动场地与设施

5.3.1 室外活动场地出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活动场地出入口地面应无高差，有高差时应设轮椅坡道；

2 当有3个及以上出入口时，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的出入口不应少于2

个。

5.3.2 老年人活动场地坡度不应大于2.5%，且不应小于0.3%，并应合理

组织排水。

5.3.3 室外活动场地附近不应设置垃圾集中收集点或垃圾箱房。

5.3.4 老年人使用的活动场地的周边应设置禁止车辆进入的障碍设施，

障碍设施高度应为400mm，相邻障碍之间的间距不应小于900mm，且至少有

一个障碍的间距不应小于1200mm。

5.3.5 老年人活动频率高的步行区域的铺装应选用防腐木材地面或塑胶

地面。

5.3.6 室外活动场地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增设室外活动场地应选择在标准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且在向阳、

避风处，避免暴晒和寒风侵袭；

2 活动场地表面应平整且排水畅通，并采取防滑措施；

3 室外活动场地半径100m内宜设置无障碍卫生间；

4 注意铺设防滑地砖，避免夏季烈日曝晒、冬季风雪侵袭和地面湿滑

等问题。

5.活动广场以人体伸展活动直径2.5m计算，人均活动面积约4m
2
，通

常以30-40人（包含工作人员）使用为宜，广场总面积宜控制在150m
2
。

6.楼前活动场地通常以10人计算，尺寸40m
2
～60m

2
为宜，与邻楼栋共

用时应适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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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健身场地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健身器材应以轻量运动健身器械为主；

2 健身区周边应设置休闲座椅及物品摆放区域；

3 场地应相对平坦并有防滑措施，地面应采用韧性材料。

5.3.8 设置健身步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健身步道宽度不应小于1.20m；

2 健身步道应设置为环形、8字形等路线，并设置步道距离标识；

3 每间隔200m应设有带靠背座椅的休闲空间；

4 步道地面材质应采用彩色沥青混凝土。

5.3.9 室外座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应设置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区域，且不影响交通通行；

2 座椅宽度不宜小于0.46m，并应有靠背及扶手，部分座椅可加设雨

棚；

3 椅面不宜采用金属材质；

4 休息设施地面应采用防滑措施。

5.3.10 小区内主要供老年人活动的场地应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如视频

监控系统、呼叫救助系统等。

5.3.11 小区内如有供老年人使用的服务设施应为低位服务设施。服务设

施的台面高度应设为700mm～800mm，台面下方应有高650mm，进深450mm

的空间。

5.3.12 供老年人使用的设施，边角应做成圆角形式。

5.4 室外照明

5.4.1 小区中除常规的路灯照明设施外，还应在公共活动场地等处设置

照明设施，保证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无障碍出入口、门、无障碍电梯

和升降平台、楼梯和台阶、扶手、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及缘石坡道等照明

的有效性。照明灯光应选用柔和漫射的光源。

5.4.2 小区中的照明设施应做好遮光、控光设计，无眩光，并应避免产

生光污染。

5.4.3 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场所应适当提高照度，照度标准应高于平均照

度标准的1.5～2倍。

5.4.3 室外照明设施应按分区、定时方式控制。

5.4.4 室外照明设施采用的灯具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防护等级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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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室外标识

5.5.1 小区的适老化改造应建立起完整的楼宇指示、道路指示、公共活

动场地指示等标识系统，同时应设立清晰的警示和温馨提示标识。

5.5.2 标识系统应设置在出入口，道路分叉口、拐点，活动场地和建筑

附近等老年人的生活流线上。标识中提示的信息应完整易懂，方位准确，

导向清晰且具有连续性。

5.5.3 住宅适老化改造的标识系统应色彩柔和，字体醒目、图案清晰。

视距与标识牌色彩亮度比、对比度关系应符合表5.5.3的规定。

表5.5.3 视距与标识牌色彩亮度比、对比度关系

5.5.4 标识牌应安装牢固，边角宜圆弧处理。应避免使用能产生眩光或

过于黯淡的材料制作标识。标识系统应有光源、夜间照明或者采用自发光

材料等。

5.5.5 标识应安装在使用轮椅的老年人也容易看得到的位置和高度，从

地面到标识牌中央线的高度应为1.35m，标识板的内容高度应设置在0.70m

～1.75m之间。

5.5.6 标识系统应结合语音信息、智能化等辅助手段。

5.6 绿化景观

5.6.1 园路及广场的休息座椅旁应设置轮椅停留空间。

5.6.2 场地园林绿化改造时，绿化种植应选用乡土树种。植物设置不应

影响既有住宅采光及日照。

5.6.3 出入口、转角等转弯处不应种植遮挡视线的树木。

5.6.4 无障碍通行流线在临近地形险要地段处或观赏水体深度大于

0.50m 时，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与安全警示标识。

5.6.5 小区中的既有景观建筑小品应做相应的无障碍改造，外凸的棱角

应做圆角或切角处理。

5.6.6 认知症花园围挡设计，应采用较高、密集的灌木进行遮挡，出入

口应进行消隐、遮蔽处理，如认知症花园位于屋顶或露台，设置隐形网高

度应超过1800mm。

视距 色彩亮度比 相应色彩对比度

≤2m ≥2.0 ≥50%

2m～5m ≥5.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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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室外坡道和台阶

5.7.1 室外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轮椅坡道的净宽不应小于1.20m，坡道的起止点应有直径不小

于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

2 室外轮椅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1:12，每上升0.75m 时应设平台,平

台的深度不应小于1.50m；

3 室外轮椅坡道的临空侧应设置栏杆和扶手，并应采取防止轮椅滑落

的措施或者设置安全阻挡设施。

5.7.2 室外台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台阶踏步数不应少于2级，踏步宽度不宜小于300mm，踏步高度不

宜大于150mm；台阶的净宽不宜小于1.20m，踏步前缘内缩2cm以内；

2 台阶上行及下行的第一阶应着色或材质上与其他阶有明显区别；

3 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形突缘的踏步；

4 台阶面应采用防滑材料，踏步防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均不应突出

踏面；

5 台阶踏步数不应小于两级，踏步数大于等于三级时应在两侧设置连

续的扶手，扶手起点和终点处应水平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300mm，扶

手末端应向下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100mm；

6 应同时设置轮椅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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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公共空间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公共空间包括建筑出入口、门厅与候梯厅、

公用走廊、楼梯间、电梯等。

6.1.2 公共空间应满足日常通行、担架通行、紧急疏散、驻足休憩及交

流等需求。

6.1.3 无电梯的既有住宅宜加装无障碍电梯。

6.1.4 既有住宅公共空间的适老化改造时应优先考虑无障碍设计的要求。

6.1.5 室内公共空间地面防滑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出入口及平台、公共走廊、电梯门厅等设置防滑措施，防滑等

级不低于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

Bd、Bw级；

2 建筑楼梯踏步防滑等级应达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

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Ad、Aw级或按水平地面等级提高一级，并应采

用防滑条等防滑构造技术措施。

6.2 建筑出入口

6.2.1 既有住宅出入口应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门前应设置平台，且平

台的净深不应小于1.50m。

6.2.2 应在出入口处增设雨篷，新增雨篷应采用有组织排水，雨水口避开

行人通行方向。雨篷出挑长度应覆盖入口平台与单元信报箱。

6.2.3 出入口单元门及雨篷处，应设置明显的标牌指示及灯光照明。

6.2.4 对单元出入口改造时，应设置满足老年人特殊使用要求的平坡、

台阶、轮椅坡道、警示标识等，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室内外高差不大于150mm的出入口，应采用平坡过渡的无台阶

入口形式，平坡与单元门交接的位置应留有缓冲平台；

2 对于室内外高差大于150mm的出入口，应采用不少于2级的台阶进

行过渡，台阶与单元门交接的位置应留有缓冲平台；

3 当室内外高差较大或者周边环境无法满足设置坡道的要求时，出

入口前可增设升降平台。

4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时，出入口应结合加装电梯改造；

5 出入口平台、台阶踏步和坡道应选用坚固、耐磨、防滑、无反光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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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阶、坡道的末端和其周围颜色的亮度、色泽或鲜艳度的差异应

易识别，局部不易察觉的微高差处，应采用黄色警示条、加强照明等方式

进行提示。

6.2.5 住宅建筑出入口单元门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扇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800mm，双扇门一侧门扇开启后

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800mm。门把手一侧的活动空间宽度不宜小400mm。

除平坡出入口外，无障碍出入口内外应设置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

空间；

2 应采用平开门，门开启所需力度不应大于25N，应配置带缓冲装置

的闭门器；

3 安装有闭门器的平开门，从闭门器最大受控角度到完全关闭前10°

的闭门时间不应小于3s；

4 非玻璃门扇宜增设观察窗，通视部分的下沿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850mm；玻璃门较大的门扇应采取醒目的防撞提示措施；平开门的门扇外

侧和里侧均应设置扶手，扶手应保证单手握拳操作，扶手高度不应低于

900mm；在距地350mm范围内应安装护门板；

5 无障碍出入口不应设置挡块和门槛，门口有高差时，高度不应大于

15mm,并以斜坡过渡，斜面的纵坡度不应大于1:10。

6.2.6 信报箱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报箱高度应考虑适合站姿和乘坐轮椅的老年人的共同使用；

2 信报箱正面应设置宽度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

3 信报箱应采用智能信报箱或共享快递柜的方式；

4 信报箱应借用公共照明，并在开锁位置或周边设置局部照明。

6.2.7 建筑出入口平台应在临空面采取防止轮椅滑落的安全阻挡措施，

当高度超过0.45m时，应设置防护措施。

6.2.8 建筑出入口门厅和候梯厅中应设置明显清晰的楼层导视、安全疏

散指示等标识。

6.2.9 建筑出入口的地面、台阶、踏步、坡道等均采用防滑材料铺装，

应有防止积水的设施，严寒、寒冷地区应采用防结冰措施。

6.3 通道和走廊

6.3.1 公用走廊的净宽不应小于1.20m，并应考虑担架从户门至电梯厅

及建筑出入口的通行路径及其转弯所需空间。

6.3.2 当户门外开时,不应影响轮椅通行的要求。

6.3.3 地面适老化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应采用防滑、便于清扫、耐污、耐磨、不易起尘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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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有材质为地砖的，宜在表面增加一层防滑涂料；

3 地面不应有高差。

6.3.4 墙面适老化改造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现状墙体有面层脱离的情况，应对墙面进行整改，应采用易清洁、

耐磨的墙面饰面材料；

2 墙面的阳角转弯处宜做成圆弧；

3 公共走廊宜设置连续扶手，且不应影响疏散宽度，扶手与墙间应

有40mm-50mm的空隙，扶手转角作圆角处理，扶手端部向下方或墙壁方向

弯曲，扶手安装时宜在墙体上增加一层背板加固；

4 重新梳理墙面上配电箱、表箱、消火栓等突出物的位置，统一安

排在不妨碍轮椅或拐杖通行位置。若必须凸出墙面，则突出墙面部分不应

大于100mm，且突出物两侧加设保护栏杆。

6.3.5 公共走道的灯光照度应不小于150lx。

6.3.6 应在入口等公共空间设置防范摄像头、实时监控。音量应便于老

年人识别。

6.3.7 在公共空间设置折叠座椅、信息栏时，不应影响消防疏散宽度。

6.4 楼梯和台阶

6.4.1 住宅的疏散楼梯不应采用螺旋楼梯或弧线楼梯。

6.4.2 三级及三级以上的台阶和楼梯应在两侧设置扶手，且不应影响疏

散宽度。扶手应固定且安装牢固，扶手抓握部分的圆弧截面直径宜为35mm

～45mm，截面的内侧边缘与墙面的净距离不应小于40mm。

6.4.3 上行和下行的第一阶踏步应在颜色上与平台有明显区别。踏步防

滑条、警示条等附着物均不应突出踏面。

6.4.4 楼梯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楼梯两侧设置双层连续扶手，且不应影响疏散宽度，其中上层扶

手高度应为0.90m，下层扶手高度宜为0.65m～0.70m，扶手应采用防滑、

热惰性好的材料；

2 应在楼梯梯段起点处和终点处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3 应对易产生眩光的楼梯间窗采取减少眩光的措施。

6.4.5 室外台阶产生不均匀沉降时，应拆除原有台阶，采取防冻胀措施。

6.5 电梯

6.5.1 电梯适老化改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候梯厅中设置低位电梯按钮，并设置音频报站及上下行提示；

2 电梯门应设置缓慢关闭程序或加装感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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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选用带盲文的大面板电梯操作按钮，按钮应在轿厢内部两侧高低

位设置,且距前后壁不应小于0.40m；

4 电梯报警按钮应易识别，距地高度宜为0.90m～1.10m；

5 轿厢内部至少一侧轿厢壁安装扶手，扶手距地高度宜0.80m～

0.90m；

6 轿厢正面高0.90m处至顶部宜安装镜子或有镜面效果的材料，镜子

下方宜安装防撞板；

7 宜在候梯厅设置休息座椅；

8 电梯轿厢应设置视频监控摄像机。

6.5.2 加装电梯设计除满足本标准第6.5.1条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吉林

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技术标准》DB22/T 5041和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结构加固技术标准》DB22/T 504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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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套内空间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套内空间改造主要包括入户过渡空间、起居厅、餐厅、卧室、厨

房、卫生间、走道。

7.1.2 套内空间的适老化改造应针对自理老年人(包括使用助行器的老年

人)和乘坐轮椅的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进行改造。

7.1.3 安装部品时，应结合墙体类型及所承受荷载，选择安全牢固的部

品安装方式。对有防水要求的房间安装部品后对防水层应进行修复，满足

防水要求。

7.1.4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1.5 建筑内部装饰装修材料应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相关规定。

7.1.6 室内防水工程改造应遵循防排结合、刚柔相济、经济合理、安全

环保的原则，且不得破坏原有的防水层。

7.1.7 套内空间适老化改造应消除入户位置及套内空间中的地面高差。

当无法消除时，高差不应大于15mm，并做斜面过渡，斜面纵向坡度应小于

1:10。

7.1.8 套内空间中老年人日常行走活动区不应出现长距离无扶靠区。

7.1.9 住宅套内墙体阳角部位宜做成圆角或切角。

7.1.10 卫生间和厨房的台面直角应做成小圆弧处理。

7.1.11 建筑中常用水冲洗或潮湿、结露、易油腻沾污等容易受影响的地

面，应采取防滑面层。套内地面设置防滑措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厨房、浴室、卫生间等应设置防滑措施，防滑等级不低于现行

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Bd、Bw级；

2 建筑室内活动场所采用防滑地面，防滑等级应达到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Ad、Aw级；

7.2 入户过渡空间

7.2.1 入户过渡空间应根据现场情况满足老年人置物、开门以及入户后

老年人坐姿换鞋、更衣、取放物品、灯光开启等行为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要

求。

7.2.2 若套内空间与公共平台存在高差，应考虑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

室内外高差类型采取相应的适老化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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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入户过渡空间应设置坐凳及竖向扶手。

7.2.4 户门改造不应降低原设计防火使用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户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800mm，且不宜设置门槛；

2 应采用横执杆式把手，把手末端回弯，不应有尖锐棱角，材质应选

用防滑、热惰性指标优良的材料；

3 户门宜设置语音、振动与闪光结合的门铃；

4 应设置可视对讲设施。

7.2.5 入户门口应设置置物架或挂钩，置物架的高度应为850mm～900mm。

7.2.6 在玄关处应设置鞋柜兼置物台，台面高度850mm。鞋柜距地300mm

的高度空间内应留空。

7.3 起居厅

7.3.1 对起居厅进行适老化改造设计时，应考虑老年人通行、活动、交

谈、与其他人员团聚等行为的空间需求。

7.3.2 电视机柜高度应为450mm～600mm。电视机柜旁宜设置矮柜，矮柜

高度应为850～900mm高。

7.3.3 起居厅电视机周围的墙面应做隔声处理。

7.3.4 起居厅中老年人使用的沙发应选用适老性沙发，或在沙发上设置

助起扶手或采用电动助起沙发。茶几高度应略高于沙发，茶几与沙发前缘

之间净宽不应小于300mm。

7.3.5 起居厅应设置应急求助按钮，位置可靠近沙发。

7.3.6 起居厅照明应根据老年人看电视、做家务、看书、聚会等不同情

况设置局部照明。

7.3.7 起居室(厅)内布置家具的墙面直线长度不宜小于3m。

7.4 餐厅

7.4.1 对餐厅进行适老化改造设计时，应考虑老年人就餐、活动、交谈

等行为的空间需求。

7.4.2 餐厅应紧邻厨房，缩短老年人往返厨房与餐厅的距离，避免老年

人手持餐具行走过长距离。

7.4.3 餐厅到厨房的动线不应穿越门厅等其他空间。

7.4.4 餐桌周边的通行净距不应小于800mm。

7.4.5 餐厅应采用适老性餐桌、餐椅，采用圆角处理。

7.4.6 餐桌旁宜布置备餐柜或备餐台，餐边柜上方应设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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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卧室

7.5.1 对老年人卧室进行适老化改造设计时，应考虑老年人睡眠、休闲、

通行、储藏、护理等行为的空间需求。

7.5.2 对于使用助行器或轮椅的老年人，床周边的通行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7.5.3 床边护栏或护理床等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针对自理老年人，床应靠墙设置；

2 针对需要护理的老年人，应设置离床报警设备。

7.5.4 老年人从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上应设置感应式脚灯。对于电路改

造不便的位置，应采用电池功能的脚灯。

7.5.5 卧室应设置床头紧急呼叫按钮，宜增加体征检测等智能设备。

7.5.6 卧室应配置适老化衣柜，衣柜内部宜设置抽屉、隔板和升降衣架，

柜内宜安装照明灯具。

7.5.7 卧室照明应根据老年人床头阅读、起夜等不同行为模式下的光环

境需求设置局部照明。照明开关应保证多点控制，其中一处靠近床头。

7.5.8 卧室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老年人使用的双人卧室不应小于12m
2
；

2 老年人使用的单人卧室不应小于8m
2
；

3 供老年人使用兼起居的卧室不应小于15m
2
。

7.6 厨房

7.6.1 厨房改造时，上应满足老年人取物、清洗、操作、烹饪、通行和

储藏等行为的空间需求。

7.6.2 厨房操作台改造时应考虑老年人站姿操作、坐姿操作及与其他人

员共用的情况，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站姿操作的操作台面距地面高度应为700mm～850mm，其下部应留

出高不小于650mm、进深不小于150mm的容膝容脚空间；

2 坐姿操作的操作台面距地面高度应为700mm～750mm，其下部应留

出不小于宽750mm、高 650mm、距地面高度250mm范围内进深不小于450mm、

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250mm的容膝容脚空间。

7.6.3 吊柜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柜距地高度为1.20m～1.60m；

2 应采用可升降置物架、下拉式储物篮等；

3 把手应采用简洁、易抓握的形式。

7.6.4 厨房应设置燃气报警并具有切断燃气阀门的功能。

7.6.5 墙面应采用耐腐蚀、易清洁的材料，地面应采用防滑、耐磨、耐

腐蚀、易清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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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厨房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800mm，采用玻璃门时应采用

钢化夹层安全玻璃，宜选用推拉门，采用平开门时宜向外开启。

7.6.7 水龙头应采用能调节水温的杠杆式水龙头。

7.7 卫生间

7.7.1 卫生间适老化改造设计应满足老年人如厕、盥洗、沐浴、护理、

通行等行为的空间需求。

7.7.2 应消除卫生间内及出入口处的高差。当高差无法消除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在高差处安装扶手；

2 设置颜色反差及夜灯。

7.7.3 卫生间空间改造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针对自理老年人及使用助行器的老年人，卫生间应留净宽不小于

800mm的通行空间；

2 行动能力差的老人需要家人或者护工助浴时，卫生间内部应设置不

小于1.20m×1.60m 的轮椅转向空间。

7.7.4 卫生间与相邻干燥地面的高差，不应大于15mm，且应以斜坡过渡。

7.7.5 卫生间应采用推拉门、折叠门或能向外开启的平开门，且门开启

后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800mm。

7.7.6 洗手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台面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800mm，水嘴中心距侧墙不应小于550mm，

其下部应留出宽750mm、高650mm、距地面高度250mm范围内进深不小于

450mm、其他部分进深不小于250mm的容膝容脚空间；

2 洗手盆上方安装镜子，镜子反光面的底端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1.00m；

3 出水龙头应采用杠杆式水龙头或感应式自动出水方式。

7.7.7 坐便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坐便器两侧应设置安全抓杆，轮椅接近坐便器一侧应设置可垂直或

水平90°旋转的水平抓杆，另一侧应设置L形抓杆；

2 轮椅接近坐便器一侧应设置的可垂直或水平90°旋转的水平安全抓

杆,距坐便器的上沿高度应为250mm～350mm，长度不应小于700mm；

3 坐便器另一侧应设置的L形安全抓杆，其水平部分距坐便器的上沿

高度应为250mm～350mm，水平部分长度不应小于700mm；其竖向部分应设

置在坐便器前端150mm～250mm，竖向部分顶部距地面高度应为1.40m～

1.60m；

4 坐便器水箱控制装置应位于易于触及的位置，应可自动操作或单手

操作；

5 取纸器宜设在坐便器的侧前方；



19

6 在坐便器附近应设置救助呼叫装置。

7.7.8 洗浴区应为淋浴，淋浴区宜有相对完整独立的区域，不宜使用浴

缸。淋浴区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淋浴区宜扩大空间，方便乘轮椅者进出和使用，预留出他人护理洗

浴的空间；

2 淋浴间宜设便于乘轮椅者通行和转动的净空间；

3 淋浴区的地面排水应排向地漏，不宜采用突出地面的挡水条；

4 淋浴区应设坐台并安装牢固，高度为400mm～450mm，深度为400mm

～500mm，宽度为 500mm～550mm；

5 淋浴区宜设置带有加热、通风和照明功能的安全可靠的采暖通风设

施；

6 淋浴区应设置L形安全抓杆，其水平部分距地面高度应为700mm～

750mm，长度不应小于700mm，其垂直部分应设置在淋浴区坐台前端，顶部

距地面高度应为1.40m～1.60m；

7 控制淋浴的开关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00m，应设置一个手持的喷

头，其支架高度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20m，淋浴软管长度不应小于1.50m；

8 设置浴缸无法改造时，应在浴缸一端设置方便进入和使用的坐台，

且应沿浴缸长边和洗浴坐台设置安全抓杆。

7.7.9 卫生间墙面应采用防水、耐污、易清洁的材料，地面应采用防滑、

耐污、易清洁、不积水且弱反光性的材料。

7.8 走道

7.8.1 对走道进行适老化改造设计时，应满足行走的安全、无障碍，提

供扶手撑扶等要求。

7.8.2 对走道进行适老化改造时，通往卧室、起居室（厅）的走道净宽

不宜小于1000mm，通往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的走道净宽不宜小于900mm。

7.8.3 对于行走不便的老年人，走道应设置连续的扶手或兼具撑扶作用

的家具，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扶手高度应根据老人的身高和身体情况来确定，离地面宜为800mm

～850mm。

2 扶手内侧与墙面之间净宽不应小于40mm，扶手抓握部分的圆弧截面

直径宜为35mm～45mm，扶手末端应向墙面或向下延伸，延伸长度不应小于

100mm。

7.8.4 户内走道地面应选用平整、无过大凹凸的材质。走道与其他房间

地面应平滑衔接，避免产生高差。

7.8.5 走道的墙面不应有尖锐的突出物。

7.8.6 走道应保证良好的亮度环境，走道宜设置感应式脚灯。

7.8.7 在保证通行需求的同时，走道可设置收纳柜、吊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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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 墙体转角处及家具家电宜做好防磕碰设计或防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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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构设计

8.1 一般规定

8.1.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原则上不改变原设计工作年限。

8.1.2 建筑结构改造应综合考虑结构现状和功能，宜采用结构局部改造方案。

8.1.3 结构局部改造且未超过原设计工作年限的房屋，未进行抗震鉴定和采

取加强措施，房屋后续工作年限不得延长。

8.1.4 结构改造前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进行安全性鉴定。

8.1.5 结构整体改造或已超过原工作年限的房屋，应进行抗震鉴定并采取相

应措施，其后续工作年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确定。

8.2 场地、地基与基础

8.2.1 当缺失地质勘察资料或资料不足时，应补充勘察。

8.2.2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进行基础

子单元安全性鉴定，结合鉴定等级采取相应措施。

8.2.3 当地基或基础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既有建筑地

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16 的规定进行加固。

8.2.4 新建基础应考虑其对原基础的影响，除满足地基承载力外，尚应按变

形协调原则进行地基基础设计。

8.3 主体结构

8.3.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不得改变原住宅的主要结构体系。

8.3.2 新增电梯构件宜与原结构脱开或铰接连接。

8.3.3 主体结构采取加固措施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

范》GB50702 和《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执行。

8.3.4 应避免改造过程中对原结构造成损伤，当无法避免时应采取有效修复

或加强措施。

8.3.5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设计应考虑施工荷载、施工顺序对原结构的影响。

8.3.6 改造设计文件中应提出相应的安全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8.3.7 主体结构加固施工应委托有相应资质有加固经验的施工单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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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设备设计

9.1 供暖通风空调

9.1.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建筑冬季应设置集中供暖系统，宣采用热水

作为热媒。有条件时，宜采用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供水温度不应高于

60°C。无条件采用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时，则优先采用散热器供暖系统，

供水温度不应高于75°C。

9.1.2 散热器及热水辐射供暖分集水器必须有防止烫伤的保护措施。

9.1.3 采用热水地面辐射供暖方式，卧室、起居室（厅）的地面表面温度不

应超过28°C。

9.1.4 主要房间的供暖室内设计温度不应低于表9.1.4 的规定。

表 9.1.4 主要房间的供暖室内设计温度

9.1.5 设置空调系统的老年人用房、人员长期逗留区域舒适性空调室内设计

参数应符合表9.1.5的规定。

表 9.1.5 老年人用房、人员长期逗留区域舒适性空调室内设计参数

类别 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m/s）

供热工况 24～26 - ≤0.2

供冷工况 26～28 ≤70 ≤0.25

9.1.6 设置户式集中空调系统时，宜设置新风换气系统，空调系统所需新风

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起居室（厅）所需最小新风量为40m³/h 或换气次数不小于2次/h；

2 卧室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为30m³/h。

9.1.7 新风换气系统的动力设备宜设置在非卧室、非起居室（厅）的位置，

且预留出更换滤网组件的操作空间。新风换气系统的进风口应设置在室外空

气清洁的位置，且应避免进风、排风短路。

9.1.8 当建筑外墙设置空调室外机时，其安装位置应能保证室外机通畅地向

室外排放空气和自室外吸入空气，室外机宣设置在邻近厨房、卫生间等对嗓

声敏感度低的位置。

9.1.9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建筑的供暖系统应设置分室或分区温度控制

装置，空调系统应设置分室温度控制装置。

房间类别 卧室 起居室（厅） 卫生间 厨房

设计温度（℃） 22 22 2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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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给水排水

9.2.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的给水排水系统设计和设备、配件选型应适

应老年人的使用和满足卫生、安全的要求，并应符合国家和吉林省现行标准

的有关规定。

9.2.2 卫生器具形式与位置的变更应与给水排水管道改造同步进行。

9.2.3 卫生器具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卫生器具和配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节水型卫生洁具》GB/T

31436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 164的有关规定；

2 厨房、卫生间的水嘴和淋浴器应采用单控式水嘴，水龙头把手形状

宜为杠杆式；公共活动区域的卫生间宜采用感应式水嘴；洗脸盆、洗涤盆应

带溢流口；

3 蹲便器宜更换为虹吸式坐便器或配置坐便椅、移动马桶；坐便器的

冲洗开关宜采用触摸式或感应式，并宜设置在坐便器的侧边；

4 沐浴宜采用手提式莲蓬头淋浴器和上下滑动的杆件，配置的软管长

度不宜小于 1.50m；

5 卫生器具用水点处的供水压力不应大于0.2MPa；

6 除淋浴器、洗衣机的排水地漏外，卫生间等其他部位若设置地漏，

应采用密闭地漏或防干涸地漏，地漏设置不应高出地坪面。

9.2.4 给水排水管道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水系统应采取防烫伤措施，出水有明显的冷热水标识，热水配水

点水温宜为40℃～50℃。冷、热水管道宜暗敷；明敷时应采取防护措施并有

明显标识；

2 排水管、通气管不得穿越住户的卧室、起居厅、餐厅，并不宜靠近

与卧室相邻的内墙。排水管道应选用低噪声的排水管材或采取管道包覆等降

低噪声的措施；

3 既有卫生间和厨房共用一根排水立管的应按规范分开设置立管。

9.2.5 给水排水管道的管材及保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满足使用功能的给水管道应更换为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金属管、

塑料给水管、金属与塑料复合管等生活饮用水管材；

2 不满足使用功能的排水管应更换为塑料排水管或柔性接口机制排水

铸铁管等管材；

3 热水管及明露给水管应有保温措施。

9.2.6 建筑出入口和室外人行通道上的给水排水构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沟盖板或雨水口箅子不应妨碍轮椅的通行和拐杖等其他代步工

具的使用，且应采用防滑盖板或箅子，排水沟宜采用线性排水沟或暗沟；

2 水表井、阀门井、检查井不宜设置在建筑出入口或室外人行通道上。

无法避免时井盖应采取牢固的固定和防滑措施，并应与路面保持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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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非传统水源可用于室外绿化及道路浇酒，不得进入建筑内老年人可触

及的生活区域。

9.3 电气

9.3.1 供配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系统应采用与改造前相同的接地制式，若为整栋改造，需进行总

等电位联结；引至住户配电箱的电源线均应配置保护接地导体；

2 涉及卫生间更新改造的住宅，卫生间内应设置辅助等电位联结端子箱；

3 每套住宅应设置家居配电箱，其开关、回路设置应符合《住宅建筑电

气设计规范》相关规定。

9.3.2 照明设施应按国家现行规范《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合

理选择照明方式、光源和灯具，避免造成眩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灯具应采用LED光源；

2 卧室至卫生间的过道应设置脚灯，脚灯距地应为0.4m；

3 卫生间洗面台、厨房操作台、洗涤池应设置局部照明；

4 入户过渡空间内应设置照明总开关；

5 卧室床头照明应采用照度可调的控制方式；

6 起居室、长过道及卧室应安装多点控制的照明开关；

7 卫生间应采用延时开关；

8 照明开关应选用带夜间指示灯的面板开关，开关高度距地应为1.1m。

9.3.3 公共空间及套内空间应设置人工照明，其照度标准值应符合表

9.3.3-1、9.3.3-2的规定。

表9.3.3-1 公共空间照度标准值

公共空间 参考平面 照度标准值(lx)

门厅 地 面 150

走廊 地 面 150

楼梯间 地面 100

电梯前厅 150

表9.3.3-2 套内空间照度标准值

房 间 参考平面 照度标准值(lx)

起居室

(厅)

一般活动 0.75m水平面 200

书写、阅读 500*

卧室 一般活动 0.75m水平面 150

床头、阅读 300*

过道、门厅 0.75m水平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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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9.3.3-2

房 间 参考平面 照度标准值(lx)

餐厅 0.75m水平面 200

厨房 一般活动区 0.75m水平面 150

操作台 台面 500*

卫生间 一般活动区 0.75m水平面 150

注：*指混合照明照度。

9.3.4 套内电源插座均应采用安全型插座，且应满足主要家用 电器和安

全报警装置的使用需求。常用插座高度距地宜为0.60m～0.80m,厨房操

作台的电源插座高度距地宜为0.90m～1. 10m。

9.3.5 户内电气线路宜穿管暗敷，改造线缆宜采用低烟无卤型。若为整层

或整栋改造，户内进户导线应采用不小于 10 mm
2
铜线。

9.4 智能化

9.4.1 应设有线电视、电话、信息网络等信息设施及视频监控系统；宜设

无线局域网络系统及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宜为小区管理中心、社区管理

中心、城市应急管理中心及其他第三方业务系统提供接口。

9.4.2 套内卧室、起居室、卫生间应设紧急报警求助按钮，起居室、卧室

紧急报警求助按钮距地宜为0.80m～1.1m,起居室按钮距地面高度宜与沙发高

度匹配，并靠近沙发，起居室按钮距地面高度宜与床高度匹配，淋浴间、卫

生间紧急报警求助按钮应在0.5m和1.0m分别设置。紧急报警求助按钮宜有明

显标注。

9.4.3 使用可燃气体的厨房，应设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器并应自动切断

燃气阀门；宜采用户外报警方式，配套蜂鸣器宜安装 在户门外或物管用房等部

位。

9.4.4 厨房、卫生间宜设漏水检测控制装置，并应带报警功能。

9.4.5 应在老人常出现及易摔倒的地方设置无线探测报警设施。无线报警设施

在设定时间内未检测到老年人活动时应能主动报警。

1 老人卧室的床位正上方应安装无线探头，实现老人在床不动报警；

2 在洗手间、客厅等老人日常必去的位置应安装无线探头，实现长时间

滞留、 久坐不动提示报警。

9.4.6 宜通过智能化控制器和传感器，或老人随身佩带的智能化辅具，对各

项生理指标（体温、脉搏、血压、血糖等）进行监测和分析，建立个人健康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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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报警及求助信号可通过安防系统或智能化系统反馈给预设的应急联系

人、小区管理中心或社区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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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工及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1 施工单位应具备适老化住宅改造工程建设相应的施工资质。

10.1.2 施工单位应采用经过审批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

10.1.3 施工现场应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制

度。

10.1.4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施工全过程中，应有可靠的施工安全措

施。施工单位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害、灾害与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

案。

10.1.5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应保障消防安全，按现行制度

做好临时用电管理，严格履行动火审批制度。

10.1.6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区分作业区、危险区和

工程相邻影响区，设置安全警示和引导标识，并应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

10.1.7 工改造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对住宅及周边的安全状况进行核查。若

施工中发现原结构有严重缺陷或电气、燃气设施危及施工安全时，应及时

向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报告，在采取有效处理措施后方可继续

施工。

10.1.8 涉及地下施工时应事先对施工影响的地下管线进行排查。

10.1.9 改造施工应按照绿色施工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

用和限制使用的建筑材料。

10.1.10 改造结束时，应按附录A.0.9填写《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

收表》，并经老年人(或监护人)签字确认。

10.2 施 工

10.2.1 改造施工前，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对

设计文件进行会审和交底。

10.2.2 改造施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特点和现场条件，按有关规定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组织进行技术交底，并对施工人员进行相

关的安全技术教育与培训。

10.2.3 改造施工前应建立参建各方和居民的沟通协调机制。应对施工部

位、施工内容、施工时间、施工安全隐患、安全防护措施和居民需要配合

的事项提前公告。



28

10.2.4 改造施工过程中，应采取绿色、安全、文明施工等技术措施，有

效控制施工现场的粉尘、废气、废弃物、噪声、振动等环境因素，降低施

工过程对住宅小区环境和居民出行的影响。

10.2.5 燃气、电气工程拆除前，应编制拆除方案，并经相关部门及监理

工程师审批。

10.2.6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结构加固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编制施工专项方案；

2 加固材料及其制品应进行现场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3 凡涉及安全、功能、卫生、环保的材料和制品应进行见证取样复验；

4 应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制定的施工顺序进行施工；

5 必要时应对施工全过程进行监测。

10.2.7 改造施工期间的堆放荷载应严格控制，不得大于原设计承载能力；

出现结构性损伤的部位，在修复加固前不得进行施工堆载。

10.2.8 改造引起荷载增加以及加层、平面扩建或加装电梯等改造时，应

根据设计文件要求对建筑物的沉降变化进行监测。

10.2.9 改造施工需进行管线移位时，应编制施工专项方案，并应按照国

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执行。

10.2.10 改造施工时应对主结构、设备设施和装饰装修采取有效的防护措

施，不得采取振动大或可能造成较大破坏的施工工艺。

10.3 验 收

10.3.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验收时，各分部、子分部、分项和检验

批的划分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执行。如涉及结构加固，结构加固应划分为(子)

分部工程。

10.3.2 各分部和分项工程的验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执行。

10.3.3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本标准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通用规范》GB 55032、《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GB 50642、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及相关专业验收标准的规定；

2 当没有明确的现行国家验收标准要求时，应由各参见单位按照确

保适老设施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原则共同制定验收标准，并按验收标准进

行验收；

10.3.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按规定

要求形成验收文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工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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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设备、材料进场验收和复验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10.3.6 消防管道及附属设备的更新或改造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

规定。

10.3.7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中绿化景观应符合相关验收标准的规

定。

10.3.8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的工程资料整理应按国家和地方现行标准的相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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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

A.0.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场地与环境，见表

A.0.1。

表 A.0.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场地与环境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

建造时间 改造户数 有□ 无□

对应

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

果

5.1.2 室外步行道路应设置连续人行通道通达各功能场所。

必选项

5.1.4
车行道路应通过交通稳静化措施，保障行人及非机动车的交通

安全。

5.1.5
室外环境中应配套设置完整的标识系统。标识位置应醒目且不

得影响正常通行，内容简明精炼、清晰可辨，便于记识。

5.2.4 室外台阶及防护扶手应进行适老化改造。

5.2.6 各种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有高差时应设置缘石坡道。

5.3.2
室外活动场地不应大于 2.5%，且不应小于 0.3%，并应合

理组织排水，避免场地内及出入口等位置积水。

5.3.4 室外活动场地应设置禁止车辆进入的标志。

5.4.2
小区中的照明设施应做好遮光、控光设计，无眩光，并应避免

产生光污染。

5.6.1 绿地园路应设置休息座椅，座椅旁宜设置轮椅停留空间。

5.6.2

场地园林绿化改造时，绿化种植应选用乡土树种。绿化种

植不应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危害。植物设置不应影响既有住

宅采光及日照。植物设置不应妨碍消防救援。

5.6.3
出入口、转角等转弯处不应种植遮挡视线的树木，以保持

较好的通视性。

5.6.4
无障碍通行流线上水池等临空、临水处增设安全警示标志

及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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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5.2.1 住区道路系统宜按人车分流设置。 宜选项□

5.2.2 场地道路及公共绿地中绿地园路宜与住宅建筑的主要出

入口实现无障碍连通，且其转角处应采用圆弧处理。
宜选项□

5.2.5
无障碍通道上有地面高差时，设置轮椅坡道。坡道设置

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

范》GB 55019的规定。

宜选项□

5.3.5
老年人活动频率高的步行区域铺装宜选用防腐木材地面

或者塑胶地面。
宜选项□

5.3.6
老年人活动场地附近有条件时可增设无障碍厕所(厕位)

或第三卫生间。 宜选项□

5.3.8
有条件时设置的健身步道，其宽度不宜小于 1.20m，宜

结合风雨连廊设置为连续环路，并设置距离标识。 宜选项□

5.4.3
室外照明设施宜按分区、定时方式控制，符合老年人行

为特点。
宜选项□

5.5.6
标识系统宜结合语音信息、智能化等辅助手段以增强导

视信息。
宜选项□

5.6.5
绿地内的园林建筑、园林小品如亭、廊、榭、花架等宜

做相应的无障碍改造。
宜选项□

项目负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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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室内公共空间，见表

A.0.2。

表 A.0.2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室内公共空间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称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剪力墙结构□

框架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

建造时间 建筑

层数

对应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果

6.2.1 既有住宅出入口应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

必选项

6.2.2 出入口单元门及雨篷处应设置明显的标牌指示及灯

光照明。

6.2.5 住宅建筑出入口单元门净宽度、开关的便利性以及

扶手应满足相关要求。

6.2.7 出入口平台应在临空面采取防止轮椅滑落的安全阻

挡措施。

6.2.8 建筑出入口门厅和候梯厅中应设置楼层导视、安全

疏散指示等标识。

6.4.2 三级及三级以上的台阶和楼梯应在两侧设置扶手。

6.4.3 上行和下行的第一阶踏步应在颜色上与平台有明显

区别。

6.1.3 无电梯的既有住宅宜加装电梯。 宜选项□

6.1.4 建筑公共空间宜形成连续无障碍通行条件。 宜选项□

6.2.2 既有住宅出入口宜采用平坡无障碍出入口；出入口

上方设置雨篷，有组织排水。

宜选项□

6.2.6 信报箱设置高度、位置宜适合老年人使用、兼具公

共照明和局部照明条件。

宜选项□

6.5.1 电梯门开闭应缓慢，层站运行抵达提示音清晰，轿

厢镜面、电梯报警及扶手等设施齐备。

宜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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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套内空间，见表A.0.3。

表 A.0.3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套内空间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称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剪力墙结构□

框架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

建造时间 建筑层
数

居者基本

情况

(如：房屋面积，套型，老人年龄及人数，自理情况，听觉，视觉，是

否有护理，等等)

对应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果

7.1.3 安装部品时，应结合墙体类型及所承荷载，选择

安全牢固的部品安装方式。对有防水要求的房间

安装部品后对防水层应进行修复，满足防水要求

。

必选项

7.1.7 当有高差时，高差不应大于15mm，且应设置斜坡

过渡，斜面的纵向坡度不应大于1：10。

7.2.4
户门改造不应降低原设计防火使用要求，采用横

执杆式把手，并设置可视对讲设施。

7.7.5 卫生间应采用能向外开启的平开门或推拉门或折

叠门，卫生间门内外宜安装撑扶扶手。

7.7.7 坐便器两侧应设置安全抓杆，坐便器附近应设置

救助呼叫装置。

7.7.8 淋浴区应设置坐台并安装牢固，淋浴区应设置 L

形安全抓杆，浴缸无法改造时浴缸一端设置方便

进入和使 用的坐台，且应沿浴缸长边和洗浴坐台

设置安全抓杆。

7.1.8 套内空间中老年人日常行走活动区，可通过家具

和扶手结合的方式提供撑扶。
宜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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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3

7.6.2 厨房操作台考虑老年人站姿操作、坐姿操作

及与其他人员共用的情况。
宜选项□

7.6.3 厨房吊柜改造。 宜选项□

7.6.5 厨房墙面应采用防火、防水、耐腐蚀、易清

洁的墙面材料，地面应采用防滑、耐磨、耐

腐蚀、易清洁的地面材料。 宜选项□

7.6.6

厨房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不宜小于800mm，

采 用玻璃门时应采用钢化夹层安全玻璃，

宜选用推拉门，采用平开门时宜向外开启。

宜选项□

7.6.7 水龙头应采用能调节水温的杠杆式水龙头。 宜选项□

7.7.4 卫生间合理组织排水，避免地面积水。 宜选项□

7.7.6 卫生间洗手盆改造。 宜选项□

7.7.8

淋浴区不宜采用突出地面的挡水条，淋浴区

宜设置带有加热、通风和照明功能的安全可

靠的采暖通风设施。

宜选项□

7.7.9 卫生间墙面应采用防水、耐污、易清洁的材

料，地面应采用防滑、耐污、易清洁、不积

水且反光性较弱的材料。

宜选项□

项目负责人 检查评估人 业主或其他

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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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结构检查，见表A.0.4。

表 A.0.4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结构检查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称

结构类型 砖混结构□ 剪力墙结构□

框架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

建造时间 建筑层数

结构基

本情况

(结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结构体系及其结构布置、设计工作年限、结

构抗震设防、建筑结构使用环境、地基及基础形式、结构使用现状。)

对应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果

8.1

结构的使用荷载变化情况

确需改动原结构时，为必选项

结构的整体或局部变形

结构构件及连接的缺陷、变形、损伤

钢结构构件及节点连接的腐蚀

有无影响建筑安全的非结构构件

是否存在其他安全隐患

项目负责人 检查评估人 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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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暖通空调，见表A.0.5。

表 A.0.5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暖通空调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称

供暖末端类型

散热器系统□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电加热系统□ 分体空调□ 风机盘管系统□

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式空调系统□ 其他

空调末端类型
分体空调□ 变制冷剂流量多联式空调系统□

风机盘管系统□ 顶板辐射系统□ 其他□

新风系统 开窗自然通风□ 机械新风系统□ 两者混合□

建造时间 建筑层数

对应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果

9.1.1 室内应设置集中供暖系统或者其

他分散式供暖系统。

必选项

9.1.2 规定范围内的供暖末端设备及管道

应设置防止烫伤碰伤的防护措施。

9.1.9 供暖系统应设置分室或分户温度

控 制装置，空调系统应设置分室温

度控制装置。

9.1.4 供暖季时，室内实测温度应满足室内

设计温度的要求。
宜选项□

9.1.5 设置空调系统时，空调室内实测的

参 数如温度、湿度及风速应满足空

调室内设计参数的要求。

宜选项□

9.1.7 设置新风换气系统时，进风口应设

置 在室外空气清洁的位置，且应避

免进风、排风短路。

宜选项□

项目负责人 检查评估人 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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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给水排水，见表A.0.6。

表 A.0.6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给水排水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称

建造时间 建筑层数

对应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果

9.2.1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的给水排水系统设计和设备

、配件选型应适应老年人的使用并满足卫生、安全的

要求，并应符合国家和吉林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必选项

9.2.2
卫生器具形式与位置的变更应与给水排水管道改造同

步进行。

9.2.3 卫生器具配置应符合 9.2.3 相应规定。

9.2.4-2

卫生器具应选用低噪声产品，排水管、通 气管不得穿

越住户的卧室、起居厅、餐厅，并不宜靠近与卧室相

邻的内墙。

9.2.4-3
既有卫生间和厨房共用一根排水立管的应按规范分开

设置立管。

9.2.6
建筑出入口和室外人行通道上的给水排水构筑物应符

合 9.2.6 相应规定。

9.2.7
非传统水源可用于室外绿化及道路浇洒，不得进入建

筑内老年人可触及的生活区域。

9.2.4-1

水系统应采取防烫伤措施，宜采用恒温阀 或恒温龙头

，当采用普通水龙头时，冷、 热水应采用色标区分；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的加热设备出水温度不应高于

70℃ ，储水 温度不宜低于60℃。冷、热水管道宜暗

敷；明敷时应采取防护措施并有明显标识。

宜选项□

9.2.5
有冻结、结露风险区域的给排水管道应采取保温的措

施，防止管道冻裂或结露导致结冰、滴水使老年人滑

倒。

宜选项□

项目负责人 检查评估人 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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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电气，见表A.0.7。

表 A.0.7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电气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
称

建造时间 建筑层数

对应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果

9.3.1-1

整栋改造时，总等电位联结及保护接

地导体应符合条文规定。

必选项

9.3.1-3

每套住宅应设置家居配电箱，其开关、

回路设置应符合条文规定。

9.3.2

照明设施及照明开关的设置应符合条文

规定。

9.3.3

公共空间及套内空间的照度应符合条文

规定。

9.3.5

户内导线选择及线路防护应符合条文规

定。

9.3.4 套内电源插座的设置应符合条文规定。 宜选项□

项目负责人 检查评估人 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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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智能化，见表A.0.8。

表 A.0.8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检查和评估推荐表—智能化

既有住宅

基本情况

改造项目名称

建造时间 建筑层数

对应条文 检查和评估内容 检查和评估结果

9.4.1

套内电视、电话、网络系统设置应
符合规定；室内公共空间移动通信
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应符合条文规定
。室内外公共活动场所应设置视频
监控设施。

必选项9.4.2 室内起居室 (厅)、卧室、卫生间应
设置紧急报警求助按钮。

9.4.3

厨房内使用燃气时，应设置燃气浓
度检测报警装置，并具有切断燃气
阀门的功能。

9.4.4

厨房、卫生间宜设置漏水检测控制
装置。 宜选项□

9.4.5

住宅套内宜设置安全监测系统或预
留点位。 宜选项□

项目负责人 检查评估人 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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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分户验收表，见表A.0.9。

表 A.0.9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分户验收表

老年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改造地址

改造服务

机构

施工现场负责人

施工时间 联系电话

改造项目 具体改造内容 金额（元）

改造项目1

改造项目2

改造项目3

改造项目4

改造项目4 合计总金额

调整改造内容 项目序号 涉及金额 原因 签字

原改造预算 改造后结算

家庭代表验收
意见

签字

市（区）民政部门委托单位验收意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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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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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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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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技术标准》DBXX/XXXX-2024，经吉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2024年 XX 月 XX 日以第 XX 公

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总结了近年来我省既有住宅适老化改

造工程的实践经验，学习借鉴其他省市先进经验，依据国家相关标准，

结合我省具体情况，经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

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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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目前居家养老还是我省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营

造符合老年人行为需求的生活空间，大力推进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不

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利于保障老年人权益，促进社会

和谐，推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0.2 我省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时，应按本标准实施。对于新建住

宅，在设计时也可参照本标准的相关要求，进行适老化设计、施工与验收。

1.0.3 本条规定明确了本标准和国家、行业、吉林省现行的其他标准、规范、

规定的关系。适老化改造涉及建筑、结构、消防、热工、节能、隔声、空气质

量、采光、照明、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电气、智能化等多专业，对各专业规

范已有的规定，本标准除必要的重申外，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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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2 本标准适老化改造设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既有住宅室外道路、场地与环境等相关空间及设施的适老化改造；

2 既有住宅套外公共空间适老化改造；

3 老年人所居住的既有住宅套内空间适老化改造。

2.0.3 按照按照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将年满60周岁

及以上的人称为老年人。

2.0.4 本标准主要涉及居家的养老环境改造，区别于专业的养老机构和社区

集中养老的环境建设。

2.0.6 住宅适老化改造通行流线上的走道、门、洞口、梯段、标识物、垃圾

桶、座椅、灯柱、隔离墩、地灯和地面布线(线槽) 等设施在距地高度2.00m

范围内均不应妨碍行动障碍者的独立通行。

2.0.9 第三卫生间是为解决一部分特殊对象 (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共同外出，

其中一人的行动无法自理) 如厕不便问题，主要是指儿女协助父母、父母协助

小孩等。

2.0.10 在小区道路规划设计中，通过采取工程措施及管理措施，降低机动

车车速、减少机动车流量，并控制其他交通进入，以改善道路沿线居民的生

活环境，保障行人和 非机动车的交通安全。工程措施主要有：减速带、小交

叉口转弯半径、路面铺装等；管理措施主要有：立法、技术标准、通行管理

等。

2.0.11 助老辅具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辅助设备，旨在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和自理能力。常见的助老辅具包括但不限于移动辅助器具，如轮椅、助行车、

拐杖、爬楼机、移位机等，帮助老年人移动和上下楼梯；洗浴辅助器具，如洗

澡椅、助浴床等，帮助老年人安全洗浴，减少滑倒的风险；智能辅助器具，如

智能血压计、智能手环等，具有监测健康数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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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安全健康原则就是应保证老年人的人身安全，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应

使用环保、安全的建筑材料。

经济适用原则就是应根据老年人家庭经济状况制定改造方案，满足老年人

最紧迫的需求，兼顾经济性。

舒适方便原则就是应注重细节改善，提高舒适性，应体现人性化设计，方

便老年人及家庭成员使用。

3.0.6 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 相

关条文，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既有住宅改造设计文件施工，不允许

擅自改动建筑物承重结构或主要使用功能。

3.0.7 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 相

关条文。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中，应保证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尤其20 世纪老

旧小区，多为砖混住宅，改造时有可能对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应事先进行结构

安全性鉴定，并采取 相应措施。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除满足适老化的要求外，也应兼顾其他设施的正

常使用。

日照对老年人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居住的舒适度，还与健康有关。既

有住宅适老化改造工程中考虑加装电梯、外环境种植树木等应充分考虑到对

日照的影响，不应降低原有建筑的日照标准。

3.0.8 本条意见是为后面的建筑设备设计制定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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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和评估

4.2 场地与环境

4.2.1 场地与环境的评估工作应全面覆盖人行交通、场地设施、绿化景观等

关键方面，以确保改造工程能够提升小区的整体环境质量，满足居民的使用

需求。

4.2.2 检查现有的无障碍设施是否完好，是否便于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士

使用，如坡道、扶手等。评估公共活动空间是否容易到达和识别，是否满足

居民的社交和休闲需求。检查绿化区域的植物配置是否合理，相关设施是否

安全可用，是否为居民提供了舒适的休闲环境。检查室外照明的照度是否充

足，灯具是否完好，控制方式是否合理。评估室外安防系统的设置是否充分，

是否能够有效保障居民的安全。

4.2.3 车行道路在改造过程中不宜降低原有的使用标准，应保持或提升其质

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确保救援车辆能够顺利通行，以应对紧急情

况。

4.3 公共空间

4.3.3 当直观检查和仪器探测法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或确定性时，应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更深入的检测和鉴定，提供更准确的评估和必要的

专业意见。

4.4 套内空间

4.4.2 套内空间评估内容旨在确保室内的每个部分都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个

安全、舒适和便利的生活环境。通过对这些关键区域的细致评估，可以确定

需要改进的具体方面，从而制定出有效的适老化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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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地与环境

5.1 一般规定

5.1.2 从住区出入口到各单体建筑户内，设置连续人行通道，为老年人尤其

是使用轮椅者提供了出行必要的基本保障；适老化通行设施一般包括无障碍

出入口、门、无障碍 电梯、楼梯和台阶、扶手、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通

道、轮椅坡道和缘石坡道等。

室外使用的设备设施应选择体感较好材料，避免冰冷、过热给老年人带

来的不适。供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座椅、花架、阅报栏等设施，宜沿人

行通道布置，便于老年人使用。

5.1.4 常用的稳静化手段包括曲折车行道、减速丘、减速台、变形交叉口等。

5.1.5 标识系统应主要设置在出入口，道路分岔口、拐点，主要活动场地和

建筑附近等老年人主要的生活流线上。标识中提示的信息应完整易懂，方位

准确，导向清晰且具有连续性。

标识字体醒目、图案清晰、通俗易懂。字体和图案宜做适当放大处理。

标识宜具有夜间显示功能，宜结合智能化等辅助手段来增强导视信息。

5.2 道路交通

5.2.5 有条件时轮椅坡道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

碍通用规范》GB 55019 的相关规定。当确实难以做到且轮椅坡道的高度不大

于150mm时，其轮椅坡道的坡度允许采用1:10。

5.3 公共活动场地与设施

5.3.2 老年人活动场地应合理组织排水，避免场地内及出入口处等位置积水。

5.3.3 住区内的垃圾箱房应合理规划其位置，既要满足使用及垃圾清运的要求，

同时不能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垃圾箱房的改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环境卫

生设施设置标 准》CJJ27 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CJJ/T 102

的有关规定，并应按照当地垃圾分类的要求设置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5.3.5 铺装材料选用防腐木材地面或塑胶地面等弹性地面，是为了增加地面的

柔韧性，减少老年人在意外摔倒时造成的伤害。

5.3.6 老年人使用的活动场地附近如有配套的服务场所，宜在其内设置无障碍

厕所 (厕位) 或第三卫生间。

5.3.7 健身场地布置于宅间，宜靠近老人居住场所，便于老人积极、主动地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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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器材宜成组设置，方便老人在锻炼的同时也可以交流。健身器材间应保

持足够的距离，防止老人锻炼时相互碰撞。同时，应在健身区周边设置休闲

座椅供老人休憩和交流，座椅应设有靠背、扶手。

5.3.8 健身步道是社区内步行体系的一部分，也是老人日常锻炼的重要载体。

在规划设计时，宜考虑环路设计、沿路景观、休息区域设置几个方面，也可沿

路设置步道距离 标识，增加老人的成就感以及锻炼的动力。

风雨连廊的设置为全天候活动提供了可能，保证老人日常运动空间，延续老

人的运动习惯，并考虑沿途设置休息座椅，为老人提供休憩、交流场所。

5.3.10 小区内主要供老年人活动的场地应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如视频监控

系统、呼叫救助系统等，以便在老年人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快速回应，并提供救

助服务。

5.5 室外标识

5.5.2 标识应安装在兼顾使用轮椅的老年人也容易看得到的位置和高度，且

设置在醒目位置。字体应简洁标准，文字内容通俗易懂，字体选择应清晰醒

目。

小区出入口标识应适当提前指示，远近、多方向皆可见；楼号标识应在高

位设置，避免高大树木对其遮挡，使一进入小区就能看到较远处楼号，便于判

断，且多方向重复设置，避免出现盲区；总导视图应在主入口处就近布置，方

便老年人询问值班保安；入口处宜设置动态信息标识，便于老人了解天气、温

度等信息，提醒其带雨具和添减 衣物；居住单元入口标识应明确楼号和单元

号，旁边可设置公告栏，并可使用特殊元素增强老年人的记忆点，门与标识牌

间应留有一定间距，以便张贴春联等。

5.5.3 标识字体应简洁标准，文字内容通俗易懂，字体选择应清晰醒目，内

容应简洁明快。

5.6 绿化景观

5.6.1 园路休息座椅旁应设置轮椅停留空间，以便乘坐轮椅的老年人休息和交

谈。

5.6.2 绿化改造时，不应选用有刺的丛生植物。不应选用飞絮类树种，以避

免引发老年人过敏、哮喘等病症。应以落叶乔木为主，林下净空不应小于

2.50m，以便于居民活动不受影响。不应选用有毒的植物。可增加一些花、叶、

果较大的观赏植物或具有果 实、花朵、香气等良好辨识度的植物品种，以吸

引老年人的注意和兴趣。消防登高操 作场地和住宅建筑之间不应设置高大乔

木。

5.6.4 一般情况下无障碍通行流线应尽量避开地形险要的地段。在有观赏游览

需求的山地、水面、下沉广场等容易发生跌落、倾覆、侧翻事故的地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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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护栏、挡台等形式的安全防护设施，必要时同时设置可以起到提示作用

的警示标识或警示线。

5.6.5 入口处已经设置台阶的，有条件改造时应增加轮椅坡道，并符合相关

规定，以便于老年人使用，且绿地内的园林建筑、园林小品外凸的棱角宜做

圆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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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空间设计

6.2 建筑出入口

6.2.1 平坡出入口不仅方便了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给其他人带来了便利。

雨篷的宽度宜能够覆盖出入口的平台，雨篷的排水管应避开下方坡道、台阶。

无障碍出入口平台的深度不仅要满足轮椅的回转和通行，还要考虑其他人通

行的安全和便利；入口上方设置雨篷既能够有效防止上空坠物，也能够在雨

雪天气为出入的人群提供过渡空间，避免出入口地面湿滑带来的危险。坡道

表面材质应优先选用吸水 或透水性较好的材料；坡道两侧应设置连续的挡台

或底部栏杆的方式，避免轮椅或拐杖滑出坡道。

无障碍出入口应为下列三种出入口之一：

1 地面坡度不大于 1：20 的平坡出入口；

2 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出入口；

3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出入口。

另外，建筑出入口及公共空间会存在开敞外廊等情况，应设置防雨水设

施，并应合理组织排水，防止地面积水、结冰。有条件时，在不改变原有消

防及疏散安全的原则下，宜改造为封闭走廊。

6.2.3 出入口造型应标志鲜明、易于辨认。单元号牌应包含楼号且清晰、醒

目，并采用夜间可识别的材质或配有夜间照明；灯光宜选用柔和漫射的光源，

以满足老年人的视 觉需求。

出入口单元门及雨篷处均应设置灯光照明，是为了避免其中的一处照明

损坏时，在没有得到及时修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第二处照明保证使用，避

免照明盲区对老年人通行造成困难。

6.2.4 第2款有条件的情况下，宜结合台阶设置轮椅推行坡道，坡道宽度不应

小于0.9m，坡道两侧应设扶手，扶手建议距地高850-900mm。

第3款台阶两侧扶手建议距地850～900mm。

第6款台阶前缘和防滑条为防止老年人绊脚不应凸出表面，如有凸出部分，

其凸缘下口应抹圆角。台阶侧边临空时宜设置侧挡台，防止拐杖头滑出台阶

侧边，造成老年人失稳。

6.2.5 第1款门把手一侧的活动空间宽度不宜小于400mm，是为了使乘轮椅者方

便地开启门扇。活动空间不仅限于墙垛宽度，如双扇开启门的其中一扇开启后

能够满足无障碍通行宽度要求，另一扇门与墙垛共同形成了大于400mm的空间

时，同样能够满足无障碍轮椅活动的需要。当确实不能满足本规定时，可以采

取增设电动开启门扇的方式。

6.2.6 针对站姿取物的老年人，信报箱的使用高度范围宜为 0.60m～1.40m。针

对乘坐轮椅的老年人，信报箱的使用高度范围宜为0.40m～1.10m，以便于其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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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取放物品。信报箱可以采用智能快递信报箱共存共取的方式，但其数量不宜

小于总户数的30%，大小应按照快递标准合理搭配。

6.2.7 本条是在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相关条文的

基础上，针对老年人可能接触到的场所提出的更为严格的规定，以避免对老年

人造成伤害。平台临空高度不超过0.45m 时，应设置不小于100mm高的防护挡

台，以防止轮椅滑落。当平台临空高度超过0.45m时，应在临空处采取防护措

施，设置不小于100mm高的挡台或挡杆，且防护栏杆 (栏板) 有效防护高度不

应小于 1100mm。

6.3 通道和走廊

6.3.3 当地面因铺设多种材质而导致有高差时，可统一拆除重铺，或者设置

坡度不大于1:20的坡面消除高差并应设明显标志。

6.3.4 考虑老年人的身高及身体情况，扶手建议距地高850mm-900mm。

6.4 楼梯和台阶

6.4.3 应在楼梯间设置明显清晰的标识，包括楼层导视、安全提示等，以适

应老年人记忆力下降、视觉弱化等生理特点。

为避免台阶表面过于光滑，老年人手持拐杖力度不均衡，出现拄杖偏滑

不稳，楼梯踏步临空一侧应增设返台，防止手杖外滑至梯井中而失稳滑倒。

6.5 电梯

6.5.1 电梯选择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尽可能减小对现有建筑环境的影响。

当选用担架电梯时，其载重量不应小于1000kg，深轿厢需满足 1.10 m(宽)

×2.10m(深)，宽轿厢需满足1.60m(宽)×1.50m(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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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套内空间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2 自理老年人是生活行为基本可以独立进行，可以照料自己的老年人；

乘坐轮椅的老年人包括依赖他人和扶助设施帮助的老年人。

7.1.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是建筑改造工作中的一部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有关规定。

7.1.5 装饰装修材料中的机拼木工板 (大芯板)、胶合板、复合木地板、密度

板材类、内墙涂料、油漆等涂料类，以及各种粘合剂都会释放出甲醛气体，非

甲烷类挥发性有机气体会污染室内空气，对居住者的健康危害很大。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对氡、甲醛、苯、氨、总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TVOC)等有害气体的限量及 检测方法作了规定，应作为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中对空气污染控制的依据。

7.1.6 考虑到既有住宅有水房间的改造，在此处明确其遵循的基本原则，特

别是改造工程不得破坏原有的防水层。如果破坏了原有的防水层，应采取可

靠措施补救，并保证防水效果。

7.1.7 套内空间的高差处理既可以采用石材、砂浆等材料，也可以采用成品

可拆卸坡板等材料。

7.1.8 扶手是协助人们通行的重要辅助设施，可以保持身体平衡和协助使用

者行进，避免发生摔倒的危险。扶手要安装牢固，材质宜选用防滑、热惰性

指标好的材料。

7.2 入户过渡空间

7.2.1 老年人身体不便，入户后需及时开灯，老年人需要在此空间更换外套、

鞋子等，取放随身物品、方便开关屋内灯光，扶手撑扶。对于需要使用轮椅

的老年人，还需为轮椅存放提供空间。

7.2.4 第1款，户门改造时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800mm，有条件时不宜小于

900mm，户门不应设置门槛，当户门改造难以实现时，可设置可拆卸坡板，以满

足无障碍出行；

第2款，宜采用老年人容易握住及打开门的横执杆式把手；

第3款，老年人听力、视力、均可能有所衰退，宜设置语音、震动与闪光

结合的门铃，便于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及时了解来访情况，宜设置分体式门铃便

于老年人在其他房间时能够及时了解到来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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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入户过渡空间

7.3.2 电视机柜高度宜为450mm~600mm，与老年人坐姿视线高度相平或

略高，防止老年人长时间低头看电视造成颈部酸痛。电视机柜旁宜设置矮

柜，矮柜高度宜为850~900mm高，方便老年人搁置物品及临时撑扶。

7.3.3 起居厅电视机周围的墙面隔声处理，避免老年人将电视机音量调

大时对其他房间造成干扰。

7.3.4 茶几高度宜略高于沙发，便于老年人取物，茶几下部宜便于老年

人伸直腿部。

7.5 卧室

7.5.3 自理老年人床靠墙设置，以降低意外跌落风险；需要护理的老年

人，设置离床报警设备，以便于照护人员及时了解老年人的情况。

7.5.4 老年人从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上宜设置感应式脚灯，保障老年人

夜间起夜的安全性。

7.5.5 卧室宜设置床头紧急呼叫按钮，有条件可增加体征检测等智能设

备。

7.5.6 适老化衣柜内部设升降衣架，避免老年人躬身或爬高取放衣物；

柜内安装照明灯具，方便老年人查找衣物；衣柜可增设下拉式拉杆挂，可

下拉挂取衣服，避免老年人攀高取物时摔倒。

7.5.7 照明开关其中一处靠近床头，便于老年人卧姿操作。

7.6 厨房

7.6.1 应满足基本功能空间，即操作空间、设备空间及活动空间，考虑老年

人的生活习惯，宜设置一定的储藏空间；

平面布局按照清洗食材、处理食材、烹饪的顺序安排，减少流线的交叉，

避免因操作不畅发生危险；

建议使用U 型、L 型的连续台面，将洗涤池、炉灶靠近布置，中间适当留

出台面，以减少移动操作，便于老人连续操作。



58

7.6.2 第2款，无障碍厨房操作台宜在洗菜池、灶具处设置容膝容脚空间，

以保证乘轮椅者使用。

图7.6.2 容膝容脚空间示意

7.6.3 距地 1.60m 以上吊柜，深度宜为350mm；距地 1.20m～1.60m 范围内

宜设置开敞式中部吊柜，深度宜为200mm～250mm，便于老人取放碗碟、调味

品等常用物品。吊柜把手应方便老年人抓握，避免采用单孔或球形的点式把

手。

图7.6.3 吊柜尺寸示意

7.6.6 采用玻璃门时应采用钢化夹层安全玻璃，避免轮椅或拐杖等器械接触

玻璃造成危险。选用推拉门，可减少平开门开启后对室内空间的影响。

7.6.7 水龙头宜采用恒温阀，以使出水温度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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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卫生间

7.7.1 卫生间是老人居家养老不可或缺的功能空间，是老人日常洗漱、

如厕和洗浴的地方。卫生间也是最容易发生危险事故的场所，卫生间

的安全性和便 捷性是适老化改造的重中之重。

7.7.4 卫生间地面应采用防滑耐污类地面材料，避免老年人因地面湿滑

而跌倒摔伤。

7.7.5 对于既有住宅卫生间空间较为狭小，内外高差较大，轮椅无法

进出的情况，卫生间门内外宜安装撑扶扶手，以方便老年人使用。

图7.7.5 扶手位置示意

7.7.6 第1款，考虑到乘轮椅者在保持坐姿时可以触摸到的高度和最远

点，台面的设置不应过高；考虑乘轮椅者需要占用较大的宽度，水嘴中

心不应距侧墙过近；台面下设置可供乘轮椅者容膝容脚的空间，以保证

乘轮椅者能够 在坐姿时洗手和用水。

第2款，乘轮椅者在使用面盆后，一般需倒退移动以远离面盆，设置

镜子可协助乘轮椅者观察其背后的情况，避免在倒退时撞到他人。镜子

的安装高度应能够同时满足站立和坐姿的人使用。

第3款，考虑到部分肢体不便者手部力量有限，杠杆式或感应式水

龙头更便于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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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6 坐姿操作时洗面台台面留空区域示意图

7.7.7 第1款～第3款，这3款为坐便器两侧设置安全抓杆的要求。在坐

便器的两侧安装安全抓杆，供乘轮椅者从轮椅上转移到坐便器上以及

拄拐杖者和下肢虚弱者在起立时使用。水平安全抓杆可做水平旋转

90°或者垂直旋转90°，在使用前将抓杆转到贴墙面上，不占空间，待

轮椅靠近坐便器后 再将抓杆转过来，协助乘轮椅者从轮椅上转换到坐

便器上。L 形抓杆竖向部 分一般与地面垂直，也可根据使用要求设置

成非垂直的角度，位置在坐便器前端，便于使用者借助其拉起身体。

第4款，本款中“易于触及的位置”主要是指乘轮椅者使用时易于

触及的位置；

第5款，主要是考虑到弯腰、转身不方便的人士的使用；

第6款，如厕时更容易产生跌倒危险，可通过安装不同高度的救助

呼叫按钮，或设置救助呼叫拉绳，满足坐便器上和跌倒在地面的人均

能够使用救助呼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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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7-1 坐便器安全抓杆设置平面图图 图7.7.7-2 坐便器安全抓杆设置正立图

7.7.8 洗浴区有条件时可设置单独的淋浴间，为乘轮椅者进出和使用

以及护理人员预留空间。

第4款，本款要求固定的坐台安装需牢固，可采用折叠式。为保证安

全，一般情况下不应使用移动座位；

第6款，本款中L形抓杆竖向部分一般应与地面垂直，以保证在湿滑

环境里的使用安全。L形抓杆的垂直部分宜设置在淋浴区坐台前端

200mm～300mm；

第8款，浴缸无法改造时，浴缸外缘高度不宜大于450mm，应在浴缸一

端设置坐台，以便于老年人迈入或借助可坐边缘进入浴缸，满足乘轮

椅者从轮椅上平滑地移动到浴缸中。为防止在使用浴缸时发生滑倒设

置安全抓杆，按抓杆形式可根据具体的情况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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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构设计

8.1一般规定

8.1.1 根据建筑荷载取值、结构材料选用、结构构造做法，建筑主体结构

的工作年限不应局部的改造发生变化。

8.1.2 适老化改造目的是利用现有的住宅，改造后有利于老年人生活，局

部改造可以降低成本，保证工程顺利推动。

8.1.3 现行国家规范体系中对抗震的要求，不同阶段具体内容有差别，工

作年限改变会发生依据规范的变化，所以需做抗震鉴定。

8.1.4 安全性鉴定是结构改造的依据。

8.1.5 只有明确后续工作年限，才能确定抗震改造的详细要求。

8.2场地、地基与基础

8.2.1 详细的勘察报告是基础鉴定和基础改造的依据。

8.2.2 基础鉴定报告是基础加固的依据。

8.2.3 基础承载力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保证承载力要求是基础和

上部结构安全的前提条件。

8.2.4 新建结构基础的施工不应影响原结构基础安全，不同时期施工的基

础下部地基变形完成度不同，应考虑两种情况的变形差。

8.3主体结构

8.3.1 统一的主体结构体系能保证受力协调，局部结构体系的改变超出规

范范围。

8.3.2 新增电梯结构与原结构存在着结构体系和沉降量的差别，两者连接

应采用弱连接。

8.3.3 现有的住宅主体结构材料以混合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加固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 和《混凝土结构加固

设计规范》GB50367。

8.3.4 建筑设计的原则是安全、适用、经济、美观。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幸福，所以改造要保证原有建筑的可靠度。

8.3.5～8.3.7 建筑结构加固施工比新建建筑施工复杂，施工前要采取可靠

的安全措施，明确施工加固的先后顺序，施工荷载的施加顺序，同时保护原

有主体结构。复杂的工作需要有经验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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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设备设计

9.1 供暖通风空调

9.1.1 “集中供暖”从节能、供暖质量、环保等因素来看，是供暖方

式的主流，严寒和寒冷地区应用尤为普遍。从供暖舒适度及安全保护等

角度出发，考虑使用低温地板辐射供暖系统对适老化建筑的适用性和实

用性是比较好的。但本建筑是改造建筑，是否采用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

统还需要考虑原建筑是否有垫层，新增加垫层对结构荷载的影响等因素。

9.1.2 规定本条的目的是保护老年人的安全健康，采取有效措施避免

老年人烫伤。热水散热器、热水辐射供暖分集水器等必须暗装或加防护

罩。

9.1.3 卧室、起居室（厅）是老年人经常逗留的房间，从有利于健康

角度考虑，采用热水地面辐射供暖方式时，地面表面温度不应超过规定

值。

9.1.4 老年人体质差，对室内环境要求较高，供暖室内设计温度适当

提高。含淋浴设备的卫生间应设置安全可靠的辅助供暖设施，平时保持

22°C，洗浴时借助辅助供暖设施升温至25°C，保证洗浴时的室内温度。

9.1.5 根据老年人的体质特点，空调风口正对床头或人员长期停留区

域，易造成老年人面部受凉引发相关疾病。设置空调设备的房间，冷风

不宜直接吹向人员长期逗留处。卧室的空调出风不宜直接吹向床头，起

居室（厅）的空调出风不宜直接吹向沙发。老年人自身新陈代谢过程减

缓，身体常常会感觉发凉怕冷，需要比普通成年人更高一些的环境温度。

风速较高对休息状态的老年人影响较大，风口风速应严格控制，不符合

要求时，应采取遮挡等有效措施，满足要求。

9.1.6 当开启集中空调设备时，空气通过外窗缝隙渗透很难保证房间

的新风量。如果采用频繁开窗、关窗的方式，不满足国家节能要求并且

增加了部分老年人的行动负担，因此在条件允许时，宜设置新风换气系

统。

9.1.7 新风换气系统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滤网等容易滋生霉菌、积攒

灰尘等有害物质，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故建议新风换气系统的设置应

便于清洁。

9.1.8 老年人对嗓声和其他的干扰可能会更加敏感和脆弱，因此对室

外机等设备所产生的嗓声和其他干扰，需要避免。

9.1.9 考虑到适老化建筑的使用特点，室温控制是保证舒适性的前提。

对于采用集中供暖系统和空调系统的建筑，应根据房间、区域的功能，

合理设置可现场独立调节室内温度的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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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给水排水

9.2.3 规定卫生器具目的是由于老年人行动不便及记忆力衰退，需要

选用具有自控、便于操作的水龙头和卫生洁具。既有住宅造老化改造的

建筑供水压力需满足最不利点用水器具最低工作压力以保证使用效果。

同时，为防止超压出流，节约用水，并减少用水嗓声，还需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所规定的相关要求。

9.2.4 规定1、2条的目的是保护老年人的安全、健康。老年人大多患

有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神经衰弱等疾病，对嗓声很敏感，尤其是

65dB（A）以上的突发嗓声，将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甚至导致病情加

重。因此，宜采用隔声性能好的管材，排水立管的降嗓措施包括设置土

建管井，要求管井璧有一定厚度或管道外包覆具有一定隔声性能的材料。

也可采用超静音类管材。

9.2.6 本条规定无障碍通道上有井盖、篦子时，井盖、篦子孔洞的宽

度或直径不应大于13mm，条状孔洞应垂直于通行方向。

9.2.7 非传统水（再生水）引入室内使用，老年人辨识能力弱，易发

生误用，会形成隐患。

9.3 电 气

9.3.2.设置脚灯时应考虑灯具的安装位置，光线的射出及反射角度，应

避免光线对老人的休息造成影响。照明开关应当昼夜都已识别，并兼顾

轮椅使用者的使用。

9.3.3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及现行国家

标准《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JGJ 450的相关数据，考虑到老

年人的视力较弱，老年人由于眼睛的水晶体和视网膜功能的下降而引起

视觉衰退，对色彩的识别能力下降，对明暗度感觉能力下降，在较暗的

场所难以看清物体，眼睛受到眩光影响后的恢复能力减弱。因此需要适

当提高老年人生活环境照明标准以满足老年人生理活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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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智能化

9.4.1 从老年人的居住、活动规律和需要出发，配备电话、电视和信

息网络终端口，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室内停车场也应设置移

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将来结合5G技术、物联网的推广、使用，可

结合居家、社区养老要求，形成智慧家居、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的统一

平台。智慧家居系统，包含基础网络通信、家居安防、照明与家电控制、

环境监测、家居健康、多媒体娱乐、家居节能、网络信息安全、集中控

制等子系统。照明与家电控制系统可集成控制照明灯具、空调机、电视

机、电动窗帘等，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信息交互；可支持就地控制及远程

监控功能，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自定义模式和场景，远程控制家用电器

并进行状态反馈。智慧家居系统需便于老年人识别和操作使用。

9.4.2 考虑老年人易出现突发状况，规定设置紧急报警求助的设施。

高度分别按老年人站姿、坐姿或卧姿的不同状态来规定。

9.4.4 为了老年人用水安全考虑，漏水检测控制装置宜带报警功能，

可上传至物管用房等处，便于物业等及时发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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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工及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7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结合前期的检测或评估鉴定报告，对住宅

结构的严重缺陷进行核查，包括构件开裂、构件较大变形、连接松动等，

也包括住户私自拆改原结构的情况，并将情况及时上报。核查中也要注

意给施工安全带来隐患的因素，如电气、燃气设施受到影响等。

10.1.9 绿色施工是指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以人为

本，因地制宜。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

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绿色施工是建筑工程的发展方向，尤其在

居民区进行改造施工，更有现实意义。绿色施工相关的标准有《建筑与

市政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 50640、《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GB/T 50905等。

10.2 施工

10.2.2 既有住宅小区往往场地狭小，对施工组织和大型施工设备的进

场和作业产生限制，因此需要事先查勘现场，有针对性地编制施工组织

设计和施工方案。

10.2.6 施工专项方案应对各过程工况的安全性进行分析：临时支撑系

统应进行严格的分析计算和设计，并应复核承载支撑系统的原结构构件

的安全；对可能引起倒塌风险的墙体开洞或拆墙托换，应进行施工过程

的监测和制定应急预案。

10.2.8 监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10.3 验收

10.3.1 结构加固工程应划分为分部工程之一，并遵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50进行子分部、分项和检

验批的划分。

10.3.2 分部和分项工程验收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主要有《砌体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建筑地基基

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55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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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GB 50303、《暖通与空调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234、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10、《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GB 50411等。

10.3.5 设备、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对实行生产许可

证制度及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应具有相应的生产许可证、出厂合格证及

相关技术文件。设备、材料、成品、半成品、配件、器具等的规格、型

号及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品技术标准的规定。

10.3.8 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有《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JGJ/T 185,

现行地方标准有《建筑工程资料管理标准》DB22/T 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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