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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型以上养老设施护理单元中的护理站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国外案例研究及作者

的设计实践，从护理站的位置选择、功能配置两方面对护理站的设计要点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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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站是护理人员值班并为老人提供护理

服务的空间，在养老院及养护院的照护单元中均

需要设置。但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国

养老设施中护理站的设置及其与运营管理方式的

配合均存在许多问题，如护理站距老人房间距离

较长、功能单一、视野狭窄无法照顾到老人活动

等。这其中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我

国养老建筑建设发展时间较短，运营成功的案例

不多，运营管理者经验尚不足，对护理站的作用

认识不到位；第二，规范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养护

单元中需设置护理站，但对护理站的位置、功能

布局等缺乏具体说明；第三，设计者与开发、运

营者沟通不够充分，对老人的生活、机构的运营

缺乏深刻理解，在设计中常借用医院护士站的形

式，或者简单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一个房间作为护

理站。

在对国外护理站设计深入调研和研究的基

础上，笔者通过多年的养老建筑设计实践以及与

运营者、开发者之间的沟通探讨，逐渐在护理站

的设计方面收获一些心得体会。本文将从护理站

的位置选择、功能配置两方面给出相关的设计要

点，并通过两个实际项目的分析，对护理站的设

计给出示例与说明。同时，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

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型以上护理型养老

设施的照护单元中的护理站。

1 护理站的位置选择

1.1 保证工作人员有良好的视野

拥有良好视野的护理站有助于提高护理人员

的照护效率，节省人力。然而，在调研中我们发

现目前设计对工作人员视野要求考虑不足。一些

养老设施的护理站形式较为封闭，有的位于走廊

端部较偏远位置，仅作为办公或值班人员休息使

图1 日本的护理站设计从多方面考虑视线可达性 图2 日本的护理站与活动空间临近，便于看护公共空间中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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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护理人员无法在护理站中随时看护老

人。对此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护理站的位置可看到老人专用候

梯厅。

在护理站值班工作的人员的视线应可看

到供老人上下楼使用的电梯，以方便护理人

员实时掌握老人出入情况并问候出入楼层的

老人。这对于看护容易走失的失智老人和行

动不便的老人，保障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候梯空间中经常有老人进出，护理站

工作人员视线与电梯厅的互动，可创造护理

人员与老人间对话的契机，增进感情，营造

亲切氛围。

（2）护理站工作人员视线应兼顾走廊

空间。

护理人员视线观察到走廊的情况有利于

及时响应走廊中老人的需要。虽然许多养老

设施都会在各空间中安装摄像头，护理人员

在屏幕中可以实时看到走廊中的老人，但是

护理站的工作人员能够与走廊中的老人产生

较为直接的互动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

老人在走廊中行动时看到护理人员会感到安

心，另一方面，护理人员能够更准确地了解

老人的需求（图1）。

（3）护理站应临近主要公共活动空间。

护理型的机构往往会在养护单元中设置

公共起居室、餐厅等公共活动空间，行动能

力较差的老人在这些空间中停留、活动的时

间较多。护理站与主要活动空间就近设置可

方便护理人员及时为老人提供帮助与照料，

也便于护理人员与老人互动，如带领老人做

操、组织老人聊天等（图2）。

1.2 争取与电梯厅的视线联系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护理站与楼电梯的

布局存在典型矛盾。一些养老设施在设计时

为了在满足疏散要求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楼电

梯数量，往往将楼电梯分置两侧。同时，考

虑到护理方便，将护理站布置于平面中部，

导致工作人员无法照看到两侧的楼电梯（图

3）。这类平面布局的矛盾较为典型，我们尝

试用以下两种处理方法来解决。

方法一：将客梯置于相对居中的位置

在保证护理站位置相对居中的情况下，

可考虑将其中一部电梯置于平面中部，并调

整护理站的布局形式，使之可以照看到老人

进出电梯的情况；另一部电梯偏置平面一

侧，作为后勤货梯，运送家具、食品、布

草、污物等物品（图4）。

方法二：将护理站略偏置靠近一个电梯

在保证疏散效率、交通核分置两侧的

情况下，可以调整护理站位置与电梯厅的关

系，使护理站略偏一侧，使得护理人员可以

照顾到出入楼层的老人（图5）。

1.3 护理站到老人居室的服务半径不宜

过长

在笔者参观调研的国内养老设施中，

部分设施护理单元服务半径过长，从护理

站到最远的房间距离长达80m甚至100m。

一些护理人员反映由于走廊过长，他们有

时无法在老人呼叫后及时到达房间进行照

护，导致部分老人的不满。老人需要护理

人员前往紧急救助时，过长的走廊也可能

耽误抢救时机。

对于此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将护理站分散于组团中，控制护

理半径。

图3 错误案例：我国某养护院，护理站无法照看到老人进出楼层情况 图4 正确案例：某老年公寓标准层平面将护理

站与客梯居中布置

图5 正确案例：西班牙巴塞罗那某老年公寓平面布局，护理站偏向走廊一侧楼电梯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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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护理、半

护理老人的居住空间通常将8~10个居室组

成小规模单元组团，护理站与活动空间分散

于各单元组团内，服务流线较短捷，提高了

护理效率。在美国护理机构中，护理站到最

远房间的距离一般在36m左右，而一些护理

等级较高的机构则距离更短（图6）。援助

式居住生活机构中最远的房间到主要活动空

间的距离为46m左右1。日本特别养护老人

之家中，护理站到最远房间的距离通常为

30~40m左右2。

（2）护理站应尽量置于护理单元中

部，并控制护理单元规模。

我国《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中规

定，养护院中通常50床为一个单元，养老

院中50~100床为一个单元。在调研中我们

发现，一些养老设施中的照护单元规模达

到一百多床，几层共用一个护理站或在建

筑中设置一个总护理中心。这种大规模的

护理单元适用于自理程度较高的老人居住

空间，而对于护理型机构，护理站的护理

半径则不宜过长。

由于我国有喜爱南朝向的习惯，常采用

单廊式布局，容易形成较长的护理动线。因

此，在大的护理单元中宜居中设置护理站，

并控制护理单元的规模及开间数量。

（3）预留空间考虑未来增设护理站的

可能。

随着设施中老人介护程度的加深，护理

人员的工作量随之增加，护理的频率也越来

越高，此时护理站的数量可能需要增多，以

缩短护理人员拿取物品及到达老人房间的距

离，提高工作效率。在建筑设计时可在拐角

或走廊中预留一些空间，为将来增设护理站

提供条件。

2 护理站的功能配置

2.1 护理站设施设备配置

（1）护理站应配置齐全的记录、控制

设备。

传 统 的 护 理 设 施 中 ， 护 理 人 员 工 作

的重要部分是完成护理记录。当前，纸质

记录文档正在逐步被电子记录方式取代，

护理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等设备完成

记录。同时，护理站还往往设置老人呼叫

设备终端，及空调、照明等设备的控制终

端。因此，在护理站设计时，应充分考虑

电脑、呼叫系统终端、控制台等设备的设

置要求，如预留出充足的墙面满足各类控

制终端的安装，综合考虑设备位置的使用

便利性、隐蔽性等因素（图7）。

（2）护理站应附设独立卫浴及更衣、

休息空间。

在调研中，一些养老设施为了节约空

间，将护理人员的卫生间及休息空间集中布

置在地下层或建筑外的配楼中。而护理人员

工作时往往不便离开老人，暂时离开去卫生

间就可能会错过老人的紧急救助需求。为了

保证护理人员工作的连续性，护理站应当附

设独立的卫浴及休息空间，满足护理人员如

厕、更衣、洗浴的基本需求。

（3）兼具备餐功能时的布置需求。

一些情况下，特别是护理型机构中，

护理站还兼做备餐空间。此时护理站内需考

虑水池、冰箱、微波炉、电饭煲、食物粉碎

机等设施设备的布置，并留出一定长度的台

面，满足备餐、分餐需求（图8）。

（4）发达国家护理设施中护理站的形

式趋向备餐台。

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厨房和备餐

台越来越多地成为护理人员更主要的操作空

间，对办公空间则进行后台化处理，使设施

整体氛围更加温馨和家庭化（图9）。

2.2 护理站储藏空间配置

（1）满足护理人员及老人用品的存放。

随着照护服务的精细化，护理站储藏的

各类护理治疗用品、记录文档、清洁用品越

来越多，护理人员个人用品如杯子、书包、

饭盒等也需要一定的储存空间。同时，在一

些较为高端的护理机构，老人日常生活使用

的各类碗碟、餐具、毛巾等用品也越来越

多。护理站的储藏空间应同时满足护理人员

用品及老人用品的存放。

（2）考虑常用与不常用物品的分置。

在养老设施运营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积

累一些不常用但有保存意义的物品，如节日用

的彩灯、老人制作的手工艺品等。设计时需要

为这类物品预备一定的储藏空间，如在设计中

利用建筑的边角空间做壁柜、吊柜等。

（3）充分考虑洁污分区、干湿分区。

护理站的储藏空间应根据各类物品存放

需求设计适宜的尺寸及多样化的储藏形式。

具体而言，餐具、治疗仪器需要通风、洁净

的环境，常用记录册应分类放置，清洁用品

应靠近水池、妥善收纳并易于拿取。如图10

所示，日本成熟设施中护理站中物品虽然已

经尽可能分类储藏，但仍感到空间不足，台

图6 美国某护理机构采取组团化布局，

护理动线较短捷

图7 日本养老设施中护理站墙面的呼叫及控制系统

图8 日本某老人护理之家兼具备餐功能的护理站

图9 厨房操作台正取代护理站成为主要工作空间

图10 日本护理站中物品分类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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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亦堆满了物品，足见养老设施运营过程

中物品储藏的需求量很大，需要充足的储藏

空间与科学的分类存放方式。

2.3 护理站可与其他辅助空间临近布置

（ 1 ） 相邻布置有利于缩短流线提高

效率。

护理站与公共浴室、污物处理室、污物

暂存间、洁物储藏室等辅助空间临近布局，可

缩短护理人员工作流线，提高工作效率。同

时，集中布局也有利于护理人员之间的合作互

助与信息沟通。例如，护理站的工作人员可以

帮助公共浴室中的护理人员协助老人洗浴；又

如，多名护理人员同时进行不同工作时，可就

老人的护理情况进行沟通、商量（图11）。

（2）基本空间与可附设空间的划分。

我国设计规范中要求护理站应包括服务

台、值班室、护理人员卫生间、办公室、储

藏室等空间，而通过调研和案例研究，我们

认为护理站还可附设护理材料室、治疗室、

配餐台、杂物间、织物储藏室、洗衣室、污

物处理室、污物暂存室等空间。

3 护理站设计实践的经验总结

3.1 张家港澳洋优居壹佰老年项目护理站

张家港澳洋优居壹佰老年项目为较大

型的老年公寓综合体，共有床位414张，包

含健康老年公寓与护理老年公寓两种公寓类

型。其中护理老年公寓主要面向介护老人，

平面呈L形，每层为一个护理单元。护理站

位于护理单元平面拐角处，与公共活动空

间、公共浴室等辅助空间相临近（图12）。

该项目中护理站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个

特点（图13）：

（1）综合考虑各项需求，使护理站功

能完善、流线简洁。

护理站以“一”字形布局，布置备餐

台、工作台、值班室、卫生间等功能空间，

满足护理人员工作、生活需求，并且流线简

洁，提高护理效率。同时，充分考虑护理站

的物品储藏需求，在备餐区、工作区、值班

室中均设置了储藏空间。

（2）设置开敞式护理站，使视线可达

老人主要活动空间。

护 理 站 布 局 在 平 面 拐 角 处 ， 视 野 开

阔，护理人员在护理站工作时可以随时看

护到上下电梯空间、起居用餐空间、主要

走廊中的老人。护理站采用开敞式，备餐

功能同时开放给老人使用，促进了老人与

护理人员的交流。

（3）临近布置公共浴室等辅助空间，

缩短护理人员工作动线。

护理站与公共浴室、污物处理间、洗衣

室及晾衣空间相邻，并创造迴游动线，缩短

了护理人员的工作流线，方便护理人员之间

的协作与互动。

3.2 广东顺德颐养院护理站

广 东 顺 德 颐 养 院 原 为 医 院 建 筑 ， 后

一至二层改建为医疗用房及库房，三至四

层改建为小规模中高端养老院，定位于介

护型老人。颐养院的平面分为两个护理单

元，每个护理单元各设有一个护理站及公

共起居室、餐厅（图14）。由于空间进深

较大，因此在中部打开了两个天井用于通

风采光，并将中部空间作为公共活动、护

理辅助空间。

该项目中护理站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两个

特点：

（1）利用门、落地窗等通透元素为护

理站创造良好视野。

由于广东天气较热，为了尽量节约能

耗，活动空间均独立隔开。在设计中使用玻

璃门、落地窗的通透元素，为公共起居室中

的护理站拓展视野，使护理人员在护理站同

图11 日本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的护理站及附属空间

图13 张家港澳洋优居壹佰老年项目护理站平面分析图 图12 张家港澳洋优居壹佰老年项目标准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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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看护到天井对面的走廊、电梯厅等空

间的老人。

（2）备餐、治疗功能与护理站既互相

分隔又临近布置，缩短工作流线。

该颐养院主要服务于需要介护的老人，

院方要求每个护理单元均设置治疗室，每层

需设置处置室、观察室及配药室。在平面设

计中，护理站与治疗室、备餐等功能分区临

近布置，既满足各部分独立使用需求，又缩

短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动线（图15，16）。

4 结语

护理站的设计与养老设施的运营管理关

系非常密切，本文结合运营管理需求，从护理

站位置选择与功能配置两方面给出了相关的设

计建议及要点，其核心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护理站设计应考虑到护理人员的

视线通畅性，并尽量缩短服务距离。护理人

员工作空间与电梯候梯空间、公共活动空

间、走廊的视线联系可大大提高护理效率，

增强老人与护理人员间的互动与了解。同时

应合理设置服务分区，尽量缩短护理人员的

服务动线，减轻工作人员的体力消耗，并保

证老人的护理需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响应。

（2）护理站可与其他辅助空间临近布

置，以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护理站可

与污物处理室、公共浴室、储藏室、洗衣房

等空间临近布置，并通过门的开设、空间串

套等方式创造迴游动线，使护理人员工作流

线更加紧凑化，方便护理人员彼此间的交流

与协作。

（3）空间布置应为未来更加精细化的运

营管理方式做准备。未来一代老年人对生活

品质的要求会更高，养老设施的服务将更加精

细化与个性化，护理站设计应注意功能分区明

确、洁污分开，并设置足够的储藏空间，以适

应未来运营管理的需求，保证空间品质。

注释

1 文[7] P35.

2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主要为身体条件较差、介护等级

较高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根据文[5]中的平面图统

计得出。

图14 广东顺德颐养院四层平面图

图15 广东顺德颐养院护理站A平面分析 图16 广东顺德颐养院护理站护理站B平面分析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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