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T应用与智慧养老 | 43 

作者简介

林文洁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linwj2007@ 163.com
高雯雯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袁小辉

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硕士

系规划》 [ 2]中提出“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能力，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加快发展生活性

为老服务”。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往往面临运

营困难的问题，据统计，“有 8 0% 以上的社区养

老服务驿站②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 3]。连锁运

营模式有利于运营中人员和空间的统筹，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营成本。有哪些服务项目

可以进行设施间统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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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我国已正式步入中度老龄社会阶段。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的依托，其合理配置是

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基本保障。以老龄化率居前列的首都核心区连锁运营模式下的代表性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组团为

研究对象，对驿站布局与规模类型，服务项目、服务量与服务提供形式，人员安排与统筹调配情况，不同规模驿站的空间

利用实态等进行调研；对服务量的影响因素、空间利用现状与问题等进行分析归纳，进而对连锁运营模式下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的规划布局、不同规模驿站功能与空间的合理配置提出建议，以期为优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参考。

China has technically become a moderately aging society by the end of 2021.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elderly care. Therefore, the proper deployment of such facilities guarantees the satisfaction of service 
demand from the aged people. This paper takes representativ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tation clusters under chain 
operation in core areas of the capital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onducts surveys and analysis about the layout and scale 
of stations, service options and service quantity, patterns of service offered, staff arrangement and practical use of spac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rein, and then gives suggestions on the planning and layout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tations 
as well as the proper deployment of functions and spaces according to the scale, in a hope to offer references for optimized 
desig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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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1年底，我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比达14.9 % ，正式步入中度老龄社会阶段。

数据显示，“北京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占

户籍老年人口不足1% ” [ 1]，而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①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依托，其合

理配置是满足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基本保障。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健康促

进视角下的老年人宜居社区环境构建研究”（编号

8202014）；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市居家养

老服务模式改革研究”（编号23JCA008）资助。

①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服务以及日间或短期集中照料的养老服务设施。不同城

市对此类设施的命名有一定差异。例如在北京，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包括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老年人活动中

心、老年人活动站、居家（家政）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上海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包括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长者照护之家、长者食堂、家门口养老服务站等。本文以北京市首都核心区“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为研究对象，文中将连锁运营驿站群称为“驿站组团”。

②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设施设计和服务标准（试行）》（京民福发〔2016〕392号）：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充

分利用社区资源，就近为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陪伴护理、心理支持、社会交流等服务，由法

人或具有法人资质的专业团队运营的为老服务机构。本文中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特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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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明确。另一方面，现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多

为既有建筑改造，其选址、面积、功能空间配置

等均存在局限性。不同面积规模的设施如何进

行功能空间的合理配置才能更好地与所提供

的服务项目相匹配，同样需要深入探讨。

有关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既往研究，程

晓青 [ 4]通过对北京典型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抽样调查，归纳总结现状主要问题并提出设

施发展建议，并对首都核心区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 [ 5 ]，进而并结合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设计实践探索，剖析既有

建筑适老化改造的关键技术 [ 6]。姚栋等 [ 7]基于

ICT技术对社区养老设施的空间绩效和老年

人行为偏好展开研究。于文婷等 [ 8 ]对大连市 9

所公有资产改造的养老设施规模、空间类型

与功能配比、设施类别、运营状况及老年人行

为等进行分析。林文洁等 [ 9 ] 9 从利用者居住距

离的角度对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规划布局进

行探讨，并基于全托老人的生活实态对驿站

功能空间展开研究。于一凡 [ 10]对社区养老服

务资源的配置主体、配置对象、配置思路进行

了系统探讨，提出结合社区实际情况灵活配

置服务模块、采用总量控制和复合设置手段

落实配建的建议。卜德清 [ 11- 12]通过案例分析，

研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功能空间设计、空

间构成关系及面积配比。张健等 [ 13]以北京市

通州区养老服务驿站为分析样本，提出适应

不同照护程度的驿站类型及相应设计策略。

卫泽华等 [ 14]从空间利用、服务配置、运营管理

等方面对养老驿站进行分析，总结现状问题

并提出改善策略。

既往研究从多个角度对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有关连锁运营模式下

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研究尚不充分。本文以老

龄化率在北京市各行政区中居前列的首都核

心区（见图1）连锁运营模式下的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为研究对象，对设施布局和规模类型、

服务项目、服务量、服务提供形式、服务人员统

筹情况、设施空间利用实态等进行调查分析，

探讨在连锁运营模式下，如何优化不同规模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人员及空间配置，从

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空间利用效率，缓解设

施运营困难问题。

1 研究思路与调查概要

1.1 研究思路

基于“连锁运营模式可降低人力和空间

成本，从而提升驿站运营的可持续性”“空间是

服务的载体和支撑，驿站的功能空间应根据其

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所需合理配置”的思路，本

文尝试解决连锁运营驿站的规划布局问题以

及驿站建筑单体功能空间与面积的合理配置

问题。

研究内容主要包含3个部分：（1）通过访

谈与观察调查，了解驿站工作人员的配置情

况、各类人员的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及其所需

的办公与休息空间，从而获得对工作人员及其

所需功能空间统筹规划的依据。（2）对于不同

规模驿站间的差异，主要通过访谈调查，了解

其服务内容与服务量、各项服务的提供形式、

适宜的服务半径等，以明确驿站的基本功能模

块及随规模变化适宜配置的功能模块。（3）对

于功能空间面积的分析，主要通过对在驿站内

提供的各项服务内容所对应的功能空间与场

所及相关设施设备、空间复合利用情况等的观

察调查来采集数据。在对上述内容分析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连锁运营驿站规划布局、不同规

模驿站功能模块配置及各功能模块空间构成

和适宜面积的建议（见图2）。

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东城区、西城区连锁运营驿站

数量最多的两家公司其下属驿站组团作为调

查对象，分别于2022年9 月—11月对东城区D

公司连锁运营的5 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以下

简称“驿站”）、2023年7月对西城区X公司连

锁运营的8 个驿站的基本信息、服务项目与服

务量、人员配置等进行调研，并对D公司各驿

站的空间利用实态进行观察调查。

驿站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调研对象虽分

属于不同城区、不同街道、不同运营商，驿站数

量也有差别，但两家公司运营的驿站组团中都

包含了A、B、C这3种规模类型③。C型居多，

B型其次，A型各有一家。其中D- 5 为单一功能

对外开放的社区食堂，其他驿站均为有指定服

务社区范围的复合功能驿站。驿站分布及服务

社区范围如图3所示。

图1 全国、北京市及其各行政区第七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占比
Fig.1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cross China, in Beijing and in 
respective districts thereof in the 7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图2 研究框架
Fig.2  Research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 《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京老龄委发〔2016〕8号）：A型驿站主体服务区建筑面积原则上在400 m²以上；B型驿站主体服务区建筑面积原则上

在200—400 m²；C型驿站主体服务区建筑面积一般在100—200 m²。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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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服务现状与影响

因素

2.1 服务项目与分类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设施设计和服务标

准》 [ 15 ]要求，驿站需设置日间照料、呼叫服务、

助餐服务、文化娱乐、健康指导、心理慰藉6类

基本服务。在此基础上，可根据条件拓展助洁、

助浴、助医、助行、代办、康复护理、法律咨询等

服务项目。实际调研中，除法律咨询服务之外，

驿站的服务项目包含了上述内容，部分驿站进

一步拓展了用品售卖、家政服务和健康监测。

同时，随着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的推进，“巡视探

访”亦成为驿站的基本服务内容之一。为进一

步研究服务的提供与驿站空间之间的关系，根

据服务项目提供的场所，可进一步将服务项目

划分为“设施型服务”“居家型服务”“设施居

家兼有型服务”（见图4）。

2.2 服务量现状

“设施型服务”中，设置了日间照料床位

的有7家驿站共22张床位，但仅有D- 2一名老

人、X- 1两名老人利用了日间照料服务。日间

照料虽被列为驿站的首要基本服务内容，但实

际利用率却很低，其原因与接送困难、费用问

题、服务质量等相关。用品售卖服务量在各驿

站间差距显著，与签约老人数量、驿站开设年

数相关，可视为一个服务增长点。文化娱乐活

动多为驿站有组织的活动而非老年人日常性

的自发活动，以一周1—2次居多。

“居家型服务”中，巡视探访服务按照政

策要求每周需进行一次，其服务量由签约老人

人数决定。值得关注的是，家政服务量位居第

二位，成为驿站服务的另一个增长点。陪同就

医、代为取药等助医服务有一定的需求量，因

签约服务对象中有不同失能程度的老人和独

居老人，他们需要定期去医院就诊、拿药。服务

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受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和消费能力的影响。

“设施居家兼有型服务”中，助餐服务在

D、X两家公司的驿站都呈现出购餐人数多于

堂食人数的特点。经访谈得知，其原因一是部

分老人由子女到驿站代为取餐，二是老人往往

会在中午多买些餐品带回用于晚餐。且堂食仅

在A、B型驿站出现，可见驿站规模对堂食有

一定影响。助洁类服务如理发、修脚及助浴在C

型驿站中亦能提供。比较同一服务项目驿站内

服务量与上门服务量，总体而言A、B型驿站

中站内服务量略高，而C型驿站上门服务量较

大。康复护理服务以驿站内服务为主，调研中

有5 家驿站开展，包含A、B、C型驿站（见图5 ）。

既往研究显示，9 0% 以上到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的利用者居住在400 m范围内 [ 9 ] 10。以

此为依据，对各驿站的400 m路网可达范围进

行分析，并对其覆盖面积占所服务社区总面积

表1 调研连锁运营驿站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chain stations involved in research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3 调研连锁运营驿站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chain station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图4 驿站服务类型、服务项目与服务形式
Fig.4  Types, options and forms of service available 
in the stations

城
区

编
号

驿站
位置 房屋类型 驿站

面积/m²
规模
类型

星
级

日间照
料床位
数/张

服务社区人
口总数/人

60岁及以上老
年人数/人

（占比/%）

专职工
作人员
数/人

开业
年份

东
城
区

D-1 沿主路 楼房底商
（二层） 952.21 A 2星 5 13 999 4 721（33.72） 13 2018年

D-2 沿主路 楼房底商
（一层） 205.00 B — 3 12 711 3 980（31.31） 3 2019年

D-3 社区内 楼房底商
（二层） 176.00 C 2星 1 12 641 4 152（32.85） 3 2022年

D-4 沿主路 楼房底商
（一层） 145.00 C 2星 2 9 818 3 389（34.52） 4 2017年

D-5 沿主路 平房 75.00 C — — 对外开放的
社区食堂 — 8 2020年

西
城
区

X-1 沿主路 楼房底商
（一、二层） 671.70 A 3星 3 15 373 2 300（14.96） 2 2018年

X-2 社区内 平房 308.00 B — 6 17 578 7 000（39.82） 3 2023年

X-3 社区内 楼房底商
（一层） 241.00 B 1星 — 26 395 6 100（23.11） 2 2017年

X-4 社区内 平房 234.00 B 2星 — 15 674 6 500（41.47） 1 2017年

X-5 沿主路 楼房底商
（一层） 158.00 C 1星 2 9 946 1 300（13.07） 2 2018年

X-6 社区内 平房 100.10 C 2星 — 20 488 2 100（10.25） 2 2018年

X-7 社区内 平房 100.00 C 2星 — 23 467 3 400（14.49） 3 2017年

X-8 社区内 平房 72.60 C 1星 — 18 456 6 000（32.51） 2 2018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灰色文字为政府文件中有提及但实际未开展的服务

类型，棕色文字为文件中未提及但实际开展的服务项目。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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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进行计算。如图6所示，占比最高的为

47.5 2% ，最低的仅6.24% 。《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设施设计和服务标准》[ 15 ]第五条要求，现有

驿站按照不超过1 000 m服务半径布局，因此

其400 m路网可达范围占比低，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老年人前往驿站利用服务有所影响。

3 对连锁运营驿站统筹发展的探讨

3.1 驿站工作人员的专属与统筹

驿站工作人员分为固定人员、统筹调配

人员、后勤服务人员、总部管理人员。以D运营

商为例，每个驿站的固定人员含站长1人、运

营专员2—3人，负责站内的日间照料、用品售

卖、文化娱乐活动组织、呼叫服务接应与订单

处理，以及签约老人的巡视探访。运营专员的

人数配置主要根据签约老人人数及总体工作

量而定（见图7）。

统筹调配人员包含护理人员20人、家政

人员30人、医务人员5 人。护理人员负责助医

（陪同就医、代为取药）、助洁（理发、修脚）、助

浴服务。护理与家政人员无固定工位，根据工

作需要调配至各驿站，午间在驿站用餐和休

息。医务人员同样根据需要到各驿站进行诊

疗、健康检测、康复治疗或上门服务。医务人员

和总部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在A型驿站内设有

固定工位。

D- 5 作为驿站组团的供餐中心配有7名后

勤工作人员，负责为其余4家驿站供餐以及为

周边社区老人送餐，同时面向社会开放。调研

日午餐、晚餐的堂食利用者共 8 3人，其中老年

人8 人、中青年人65 人、儿童10人，非老年人占

多数。送餐服务利用者虽以老年人居多，但也

含中青年人（见图8 ）。面向社会开放的社区食

堂成为驿站的可赢利点之一。

3.2 居家上门服务站点及供餐中心统筹

既往研究显示，9 0% 左右的居家上门服

务对象在驿站的1 5 00 m范围内，部分可达 

2 000 m[ 9 ] 10。也就是说，驿站的居家上门服

务范围可扩展至1 5 00 m服务半径。图 9 为各

驿站的1 5 00 m路网可达范围示意。

X运营商的驿站组团相对距离较近，相

邻两个驿站间的最远距离为2 5 29  m（X- 2到

X- 6）。X驿站组团中，一个驿站的1 5 00 m路

网可达范围可覆盖周边其他2—4个驿站的服

务社区。若在X- 2、X- 3、X- 5 这3个驿站设“居

家护理 • 家政人员休息站点”，即可覆盖 8 个驿

站组团 9 0% 以上的服务社区范围。而D运营商

的驿站组团相距较远，D- 1与D- 2跨不同街道、

距离4 315  m，超出了1 5 00 m路网可覆盖范

围。D运营商的 5 个驿站同样需要设3个“居

家护理 • 家政人员休息站点”方可覆盖其驿站

组团的服务社区范围。由此可见，连锁运营的

驿站组团相对集中布置，可提高空间效率，缩

短工作人员动线。供餐方面，D驿站组团供餐

中心D- 5 至最远驿站D- 2的距离为4 719  m，

X驿站组团供餐中心至最远驿站X- 8 的距离为

4 018  m，即车行 5 —10 min的距离。连锁运营

驿站组团设一处供餐中心即可。

4  连锁运营驿站功能用房构成及空间

利用实态

4.1  驿站功能用房现状

依据《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16]

中对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用房设置的分类并

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将驿站功能用房分为：生

活用房（日间照料休息室、就餐空间、卫生间、

助浴间）、文娱与健身用房（多功能活动空

间）、康复与医疗用房（理疗室、康复训练厅、

图5 驿站服务量统计④

Fig.5  Statistics on volume of service offered at st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图中服务量单位，助餐为“人/d”，巡视探访为“人/周”，其余项目为“人/月”。

④ D运营商尝试进行医养结合服务的探索，诊疗服务量未提供。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ICT应用与智慧养老 | 47 

心理慰藉室、医生办公室）、管理服务用房（接

待台 / 接待厅、办公位 / 办公室、员工休息室 / 值

班室、储藏空间 / 储藏室）、膳食服务用房（备

餐台、备餐间、厨房操作间、面点间、洗消间）。

表2为所调研连锁运营驿站功能用房现状。

生活、文娱与健身用房方面，各驿站就餐

空间大多与多功能活动空间合用，独立设置

就餐空间的驿站主要受既有建筑平面形式或

承重墙所限。日间照料休息室在C型驿站均可

设置。受驿站面积影响的功能用房主要是独

立助浴间，C型驿站中仅面积最大的D- 3驿站

（176 m²）设置了独立助浴间。文娱活动用房

中，C型驿站X- 5 设有面积约15  m²的多功能教

室，每月1次或于节日开展小规模讲座、手工等

活动，并可结合儿童托管服务；B型驿站X- 4设

有面积约25  m²的乒乓球室，但目前为闲置状

态；A型驿站D- 1设置了约40 m²的舞蹈室，社区

老人用于跳舞、合唱、朗诵等活动。可见，C型

图8 社区食堂利用者统计
Fig.8  Statistics of community canteen use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各驿站的1 500 m路网可达范围
Fig.9  Reach of 1 500 m road network of respective st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驿站400 m路网可达范围及其占所服务社区面积比例⑤

Fig.6  Reach of 400 m road network of service stations and proportion to the 
area of the community served

图7 D运营商工作人员统筹情况
Fig.7  Deployment of staff of operator 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⑤ D-5为对外开放的社区食堂，为D连锁运营驿站组团供餐。因无特定服务社区，故无400 m路网可达范围覆盖面积占服务社区总面积比例的数值。注释：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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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亦有设置文娱类或多功能活动空间的可

能性，并且能够对开展多类活动起积极作用。

康复与医疗用房方面，提供康复服务的

D运营商在A型、B型、C型驿站中均设置了

理疗室，并在A型驿站中设置了面积约100 m²

的康复训练厅和2个医生办公室，B型驿站中

的一个闲置日间照料休息室转用为医生办公

室。D- 1、X- 1、X- 4设有心理慰藉室但处于

闲置状态。工作人员与老人的沟通交流通常

在驿站接待台或其他随机场所进行，心理慰

藉室基本未得到利用。提供康复与医疗服务

的不同规模驿站均可设置理疗室，但康复训

练厅的设置，依据既往研究成果 [ 17] 66，应从街

道范围进行统筹，可设于A类或B类驿站。医生

办公室设一处即可，可与管理服务用房同设

于驿站组团总部。

管理服务用房方面，C型驿站中接待台

均与办公位共用，B型、A型驿站在设置共用

接待台和办公位的同时设置了独立办公室，

其中A型D- 1驿站有4个行政办公室、2个医

生办公室、2个接待展示厅。员工休息室各有

2个B型、C型驿站设置，包含与办公室或储

藏室兼用的情况。储藏空间是各驿站的必备

空间，无法设独立储藏室的情况下，往往结合

接待台周边或办公室、多功能活动空间设置

储藏柜。各驿站均设置了备餐间，其中2个B型

驿站另设有备餐台。D- 5 设置了驿站组团的

中心厨房，X运营商由距离X- 8 驿站4 018  m

的连锁养老机构供餐，未在驿站组团设中心

厨房。

由此可见，连锁运营驿站不论规模大小

均需设置的功能用房和空间包括：多功能活

动空间（兼就餐空间）、卫生间、接待台（兼

办公位）、用品售卖柜、备餐间、储藏柜，接待

台（兼办公位）可与多功能活动空间结合设

置。在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各驿站宜设置助浴

间、文娱活动 / 多功能活动室；具备服务条件时

可设理疗室。流动人员休息站、康复训练厅、

医务人员办公室、总部运营办公室、供餐中心

等，可发挥连锁运营模式的优势，设置在B型

及以上规模驿站。

4.2  驿站功能空间利用实态

为进一步明晰连锁运营驿站的各项服务

对于空间及设施、设备的要求，本文对D运营

商各驿站功能空间的利用实态进行观察调查。

图10为D- 2驿站内各项服务所利用的空间、行

为场所与流线。

表2 调研连锁运营驿站功能用房现状

Tab.2  Current status of functional rooms at chain station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专用；○表示合用；◎表示有设置但别用或闲置；*表示用房内含有储藏柜；同色表示同一驿站内的合用空间，例：X-1的日间照料休息室目前作为员工休息室使用。

功能用房
编号 D-1 X-1 X-2 X-3 X-4 D-2 D-3 X-5 D-4 X-6 X-7 X-8 D-5

驿站规模 A A B B B B C C C C C C C
面积/m² 952.21 671.70 308.00 241.00 234.00 205.00 176.00 158.00 145.00 100.10 100.00 72.60 75.00

生活用房

日间照料休息室 ●
2● 2◎ 3◎

◎
◎

● ◎ ◎
◎*

— ◎* —
◎ ◎ ◎* ● ◎*

就餐空间 ○ ● ○ ●* ○* ○ ● ○ ○ ○* ○ ○* ●
卫生间 ●* ● ● ● ● ●* ● ● ○ ○ ● ○ ●
助浴间 ● ○ ● — — ●* ● — ○ — — — —

文娱与
健身用房

多功能活动空间 ○* ●* ○ ○* ○ ○ ○* ○ ○ ○ ○* ○ —
文娱活动用房 ● — — — ◎* — — ● — — — — —

康复与
医疗用房

理疗室 ● ◎ — — — ● ●* — ○* — — — —
康复训练厅 ●* — — — — — — — — — — — —
医生办公室 ● — — — — ○ — — — — — — —
心理慰藉室 ◎ ◎ ○ ○ ◎ ○ ○ ○ ○ ○ ○ ○ —

管理服务
用房

办公室 ● ● ○ ●* ● — — — — ○ — — —
办公位 — — — — ○ ○ ○ ○ ○ — ○ ○ —
接待台 ● ● ● ○ ○* ○ ○ ○ ○ — — ○* —

接待展示厅 2● — 2●* — ● — — — ○* — — — —
员工休息室 ○ ○ ● — — ○ — ○ ○ ○ ● ○ —

储藏室⑥ ● ● ● — — ○ ● — — — — — —
备餐台 — — ● — — ● — — — — — — ●
备餐间 ●* ● ● ● ● ● ● ●* ● ●* ●* ●* ○

热加工间 — — — — — ●* — — — — — — ●
面点间 — — — — — — — — — — — — ●

洗消间 — — ● — — — — ● — — — — ○

⑥ 储藏室：D-3驿站内档案室储存服务老年人、驿站运营的相关资料，同时用于储存杂物。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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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照料服务涉及的功能空间包括日间

照料休息室、公共卫生间、助浴间、多功能活动

空间。行动不便的老人在面对电视的固定座位

就餐、看电视、洗脚，在走廊和多功能活动空间

进行步行练习。出于维护管理和增加老人活动

量的目的，日间照料休息室附带的卫生间并未

被使用。相关辅助服务还涉及床品的洗涤更换

以及护理用品的储藏。

用品售卖先由工作人员在用品展示柜前

为老人提供咨询，再到接待台签单、结账。用品

展示柜宜设于邻近接待台且方便于观看、走动

的位置。包饺子、手工制作等文化娱乐活动和

健康讲座在多功能活动厅进行，根据需要调整

餐桌、座椅位置，人数多时达20余人，需要有

收纳座椅的储藏空间。助餐堂食同样主要使用

多功能活动空间餐桌，邻近备餐间的备餐台为

购餐老人提供了便利。

理发、助浴在助浴间进行，多功能活动空

间作为其延伸空间，承担了服务前等候、服务

后吹干头发、接待台签单的功能。修脚服务护

理人员到卫生间接热水后，在多功能活动厅中

靠近窗户但面对入口的沙发处为老人提供服

务。空间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吹头发、修脚场所

宜在助浴间设置。

康复护理的服务流程为等候（多功能活

动厅）、理疗（理疗室）、签单（接待台）。现有

用房除理疗室无窗之外可满足基本使用要求。

虽然闲置的一间日间照料休息室已改为医生

办公室，但健康监测（测量血压、血糖等）和

健康咨询（医疗建议、用药指导、养生保健等）

仍在多功能厅餐桌进行。

将D公司连锁运营驿站内各服务项目的

相关功能用房与空间范围叠合后可知，多功能

活动空间是涉及服务项目最多、空间利用复合

度最高的空间。其次是接待台（兼办公位），多

数服务项目完成后需到接待台签单。卫生间、

助浴间也是承担对外服务的核心功能空间。将

多功能活动空间与备餐间、接待台、卫生间与

助浴间邻近设置，将有助于更便捷、高效地提

供服务（见图11）。

图12为承载连锁运营驿站组团助餐功能

的D- 5 社区食堂的使用现状。峰值就餐人数为

27人（含取餐2人、购买面点3人），现有34个

餐位可满足使用需求。或可减少4个餐位以缓

解取餐台和收银处前通道过窄的问题。厨房

区域存在洗消间与备餐间混用、缺乏食品储

藏空间及工作人员更衣室等问题。

结合上述连锁运营驿站内各功能空间的

使用现状和问题，可根据使用需求给出适宜的

空间面积。

5  连锁运营驿站功能模块配置及规划

布局建议

5.1  驿站功能模块配置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驿站首先应配置确保满足

基本服务要求必须设置的基础功能模块，包括

多功能活动空间、接待台/ 办公位、用品展示与

售卖、备餐间、公共卫生间、储藏空间和清洁

间。若面积允许，宜设兼顾理发、修脚服务的

助浴间；日间照料休息室根据需求设置相应的

床位；若提供康复理疗服务，应设理疗室；连锁

运营模式下，作为流动护理和家政服务人员午

餐、午休站点的驿站，应设工作人员休息室；

根据调研情况，建议结合多功能活动空间设

置健康检测空间，方便老人进行日常健康管

理。图13为包含上述功能的驿站平面示例，总

图10 D-2驿站内各服务项目与功能空间对应关系
Fig.10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options and functional spaces 
in station D-2

图11 D驿站功能空间利用现状
Fig.11  Current status of use of functional space in station 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D-5社区食堂利用实态
Fig.12  Practical use of community canteen D-5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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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18 0 m²。

如表3所示，总部管理模块包含办公室

2—3间、员工培训室、储藏室。根据运营商服

务特点，可设置辅具展示与租赁空间。

文体活动模块可包含多功能教室、棋牌

室、舞蹈音乐室、兼用型阅览与书画/ 网络/ 手

工室、乒乓球 / 台球室等。多功能教室可用于需

要安静、能集中注意力的认知症早期干预活动

等，还可拓展幼儿活动、托育等功能。

康复与健身模块包含康复训练厅与健身

房。依据既往研究成果[ 17] 66，为满足居民的康复

服务需求，在街道范围内宜设置4个康复服务

站，提供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等康复治疗

服务，以健全社区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中康复

治疗服务的短板。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老年人对

于室内健身空间的需求度很高，尤其是北方地

区冬季户外活动受限，配置有部分适老健身器

械的社区健身房可供各年龄层居民共同使用，

提高身体机能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代际交流。

供餐中心模块既可独立设置，也可与其

他功能模块结合设置，或是依托连锁运营的

养老机构供餐。全托照料单元模块可为驿站带

来稳定的收入，提升了驿站可持续运营的可能

性。床位数可根据设施面积条件设置。

需要老年人前往驿站使用的文体活动、

康复与健身模块，尽可能设置于服务社区老年

人400—5 00 m易达路网范围内，若面积允许，

尽可能在每一个驿站设置文体活动模块及社

区健身房。具体功能模块的配置还需根据运营

商服务能力、服务特点并结合设施面积规模而

定。图14为驿站全功能模块组合示意图。

5.2  连锁运营驿站规划布局建议

连锁运营模式下的驿站组团规划布局原

则，一方面应考虑老年人前往驿站利用服务

的步行易达距离，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连锁

运营可统筹调配的优势，集约人力与空间资

源。其中的关键数据，一是老年人步行易达的

400— 5 00 m路网覆盖范围，作为驿站基础模

块、文体活动模块、社区健身房的服务半径；

二是1 5 00—2 000 m路网覆盖范围，为提供

表3 驿站功能模块与功能空间面积建议

Tab.3  Suggested area for functional modules and functional spaces in st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功能模块 功能空间 面积 说明

基础模块

门厅 5—8 m² 有条件可设置
多功能活动空间 40—60 m² —
接待台/办公位 5—6 m² 与多功能活动空间结合设置
用品展示与售卖 2—4 m² 邻近接待台，与多功能活动空间结合设置
备餐间 8—10 m² —
公共卫生间 4—5 m² 有条件可男女分设
助浴间 10—12 m² 含理发、吹头、修脚等服务功能
日间照料休息室 4—5 m²/床 依据床位需求设置，至少设1个双人间
康复理疗室 10—12 m² 1—2个理疗床
健康监测空间 4—6 m² 可与多功能活动空间结合设置
储藏空间 2—4 m² 可结合不同用房设储藏柜，有条件可设储藏间
清洁间 4—6 m² —
员工休息室 10—12 m² 设流动护理、家政人员休息站点的驿站设置
小计（含交通面积） 125—180 m² —

总部管理
模块

办公室 12—15 m²/间 2—3间，用于财务、总部管理人员办公
员工培训室 20—30 m² 用于培训、接待、会议
储藏室 8—10 m²/间 1—2间
辅具展示与租赁 30—50 m² 有条件可设
小计（含交通面积） 95—170 m² —

文体活动
模块

多功能教室 20—30 m² 用于健康讲座、认知症预防与干预等
棋牌室 15—20 m² 2—3张棋牌桌，根据需要有条件可增设
舞蹈音乐室 30—50 m² —
阅览室 20—30 m² 可与书画、网络、手工室兼用
乒乓球/台球室 15—20 m² 一张球台所需活动范围，有条件可增设
小计（含交通面积） 115—175 m² —

康复与健
身模块

康复训练厅 125—140 m² 每个街道内可配置4个
健身房 30—60 m² 有条件可扩大面积
小计（含交通面积） 180—235 m² —

供餐中心
模块

热加工间 12—15 m² —
面点间 6—8 m² —
洗消间 6—8 m² —
备餐间 6—8 m² —
食品储藏室 6—8 m² 需分区储藏
更衣室 4—5 m²/间 男女分设
用餐空间 40—60 m² 对外开放
公共卫生间 4—5 m² —
小计（含交通面积） 100—140 m² —

照料单元
模块

全托床位照料单元
10/15/20床 20—25 m²/床 根据面积条件设置

小计（含交通面积） 200—500 m² —

图13 驿站基本功能模块平面示例
Fig.13  Station layout with basic functional modu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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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上门服务的流动护理人员和家政服务人

员午餐、午休站点的服务半径；三是2 000—

4 000 m路网距离，作为供餐中心至驿站的配

送可达范围。

由此，连锁运营驿站组团可以结合供餐

中心、全托照料单元的驿站总部（A类驿站），

以400— 5 00 m路网覆盖范围进行规划布局。

按照1 5 00—2 000 m路网范围覆盖所服务

社区的原则设置流动工作人员休息站点3—4

处，在街道范围设置4个康复服务站（设于B

类或A类驿站）。其他驿站在设置基础模块的

前提下，根据驿站面积规模与服务需求设置

相应的功能模块（见图15 ）。

新京报. 北京99%的老年人在家养老，将举办论

坛探讨居家养老痛点难点[EB/OL]. （2023-05-
22）[2024-06-21]. https://www.bjnews.com.cn/
detail/168474616314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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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驿站全功能模块组合示意图
Fig.14  Schematic diagram of full-function module 
combination of service station

图15 连锁运营驿站规划布局示意图
Fig.15  Diagram of chain station planning and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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