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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在适老化家居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马倩，郁舒兰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210037

摘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疗的水平的提高，世界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老龄人口日益增多，老年人的产品

设计问题也愈发受到重视。作为设计师应该积极地探索老年人的产品需求，切实感受老年人群的生活需求，选择合适的家居

材料应用在设计中，探究智能调温材料、智能调光材料等新材料的性能特点。分析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对产品材料提出的新

需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适老化家居产品设计要点，在保证家居产品实用性的基础上，保证老年人生活的安全性和舒适度，考

虑使用者的价格承受能力，结合对当前市场上相关材料使用案例的分析，探究新材料在适老化家居产品设计中的可行性，旨在

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推动新材料技术在适老化设计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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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level, th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world is con-

tinuously prolonged. In this situation, as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the design of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is also getting

more attention. Designer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product needs of the elderly, truly feel their living needs and choose suitable

household materials to be used in the design.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aterials such as in-

telligent temperature-adjusting materials and intelligent light-adjusting materials. The new demands for the product materials pro-

posed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re analyzed, and the main design points of the ag-

ing- friendly household products are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practicability of household products, the safety and

comfort degree of the elderly s life should be guaranteed. The feasibility of new materials applied in the design of aging- friendly

household products is explor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ic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users, and combining the analysis on the use

cases of related materials in the curre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improv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in the aging-friendl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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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科技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新材料的研究 与应用，关于智能材料的讨论越来越广泛。随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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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相比传统材料，智能材料展现出了更优异

的性能，甚至能够代替传统材料，解决生活需求。而在

科技发展医疗进步的同时，也使得老年人群体日益壮

大，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受到重视，适老化设计要紧跟科

技发展的步伐，将新材料技术切实运用到适老化家居

产品中去。

一、用户分析

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不断增多，老龄化问题逐

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虽然社会人口的老龄化无法避

免，但是通过材料技术的进步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问题

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年龄的增长会使人的生理、心

理产生变化，这是老年人必然会经历的阶段。首先是

身体机能的退化，紧接着是身体器官系统机能的退化，

以及听觉、视觉、感光功能的退化，最终导致反应迟缓、

行动力变差等问题 [1]。因为身体机能的变化及社交的

改变导致老年人心理上的变化，这都是适老化产品设

计需要考虑的问题。老年人生理机能的变化，可能会

导致一些意外发生，因此许多老年人更愿意待在室内

空间中活动，在居家空间中的适老化产品设计就必须

考虑老年人实际需求[2]。

（一）生理需求

老年人在生理各个方面面临着退化的问题，表现

为看不清物体、视野模糊、光线容易晃眼，导致看不清

道路，有磕绊或摔倒等情况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意外

发生，室内灯光不宜过亮。不仅是灯具及其亮度的调

试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家居材料的选择上，也需

要避免一些反射光线导致晃眼的情况。身体机能的退

化伴随着老年人免疫功能的减弱，身体素质的下降。

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由于厨

房、卫生间等地潮湿，易滋生霉菌，所以需要在这些空

间中注意抗菌防霉，以保障使用者的身体健康[3]。

（二）心理需求

生理方面的退化会使老年人情绪容易产生波动，

敏感多疑，同时退休后心理上也容易产生失落感。社

交方面的变化导致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的产生，这种情

绪容易发生在很多独居的老年人身上。适老化设计应

该重视老年人对安全方面的需求，不仅是老年人的生

理安全，而且还要考虑其心理上的安全感。居家环境

应该给人们营造一种温馨、舒适的氛围，产生安全感，

因此家居产品材料可以选择更具有亲和力的材料，一

些材料所特有的质感会让使用者感到舒适，例如中式

家居中常用的木制材料，这种温暖、柔软的自然材料会

带给人一种亲近感，产生心理上的愉悦，让人更乐意去

接受。

二、新材料应用案例分析

技术的发展让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智能材料。

所谓智能材料，大体来说是指那些可以根据外部刺激

或是变化进行适当处理的新型功能材料。因此，设计

的重点是分析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发现现在普遍使用

的家居材料存在的缺点，经过测试及实际应用，找到符

合要求的材料，并运用在适老化设计中。新材料的出

现会更好地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案例

分析，了解材料的特点、性能、具体应用情况，对适老化

产品提出一定的要求。

（一）智能调温材料

智能调温材料会根据环境温度变化，在发生相变

的过程中自动吸热放热，达到控制周围环境温度的目

的 [4]。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智能调温纤维就被投入

研究，该技术最初被用来制作宇航服和太空实验仪器

的保护套。基于此技术所开发的 Outlast 腈纶基智能

调温纤维，根据环境变化自动蓄热和放热，因此又被称

为“空调纤维”，将相变材料技术与纤维制造技术相结

合，利用微胶囊技术研发相变调温适温型纤维。目前

这种新型材料在服装中已投入使用，由于老年人免疫

功能减弱，气血不足，冬季怕冷，夏季惧热，所以自身

很难适应这样的温度变化，智能调温纤维可以帮助老

年人很快适应这样的冷热变化。相变纤维材料可靠

度较高、灵敏性高，能通过热度调节达到人体适应的

温度。

（二）智能调光材料

智能调光材料是具有自适应能力的一种建筑内装

材料，它会根据室内外光线强弱变换墙体光泽亮度，起

到室内采光的作用。老年人因为视力退化，对光线变

化极为敏感，室外太阳光照射及室内各种灯具照射都

会给老年人带来困扰。目前智能调光材料主要是调光

隔热涂料和智能变色调光膜。电致调光隔热涂料采用

紫外光固化工艺，目前主要应用在建筑玻璃门窗、室内

玻璃隔断及汽车玻璃等方面。智能变色调光膜在功能

上与智能调光涂料相似，可起到保温隔热和遮挡户外

光线的作用，目前替代传统遮光介质，广泛应用于建筑

材料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可以借助这种新型材料去适

应外界光线的变化，防止光线晃眼，避免光线直射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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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带来的伤害及光线在其他家居上的反射。

（三）抗菌防霉材料

中国家庭在家居材料的选用上普遍偏爱木材和木

竹制品。然而在气候潮湿的地方，家居容易滋生霉

菌。这不仅会减少家居的使用年限，而且用户在使用

这些家居产品时，也会对其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具

有抗菌防霉功能的涂料在家居产品中受到欢迎，抗菌

防霉的方式有很多种，但由于很多方法在使用上有局

限性，所以直接使用具有抑菌防霉效果的材料就显得

很有必要。纳米材料在抗菌防霉等方面一直具有优

势。20 世纪以来，多种纳米材料被研发为具有抑菌、

杀菌功能的新型净化材料。以 TiO2和 ZnO 为原料制

备纳米复合材料，再将其运用在竹制品上，起到防霉功

能 [5]，其原理主要是纳米复合涂层的制备使竹木制品

表面形成一层致密保护层，减少微生物的附着。

三、新材料在适老化产品中的设计原则

上文对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进行了分析，了解到

老年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特

殊生理需求，改善他们的心理状况，针对老年人存在的

问题，尝试寻找了一些新型材料，提出切实可行的设计

方法。

（一）安全性原则

在适老化家居产品设计中安全性原则应该放在首

要位置 [6]。因为身体机能的退化，老年人社交活动的

范围变小，会导致情绪上的变化 [7]。因此他们大部分

时间选择待在家中，但即使在家庭环境中老年人也会

发生一些意外，如老年人夜间起床时光线不足容易摔

倒。这些问题要从产品设计角度去解决，既要保证老

年人在夜间走动时能有一定的光线看到周围的情况，

也要使光线亮度不会刺激到用户的眼睛，强烈光线的

突然照射也会带来短暂眩晕，同样会给老年人的安全

造成威胁。在运用智能调光材料时，首先要考虑光线

的变化，白天调整太阳光线的直射，调光隔热，考虑老

年人夜间对光线的适应程度。其次是使用场景，在有

天窗或有阳光照射的地方，也可以考虑在老年人通向

卫生间等固定场所的线路上使用调光变色材料，在细

节之处为老年人考虑。

（二）实用性原则

提升产品的可用性，去掉影响产品实用性的部

分。迪特·拉姆斯提出的“好设计”的十项原则中有一

条：好的设计是实用的。所谓产品的实用性是要在功

能上有针对性地解决老年人生活需求，解决他们在生

理、心理方面提出的特殊需求 [8]。例如智能调温材料

的运用中，不仅需要追求材料技术的进步，还要考虑老

年人身体的舒适度。智能调温材料要实现其功能就需

要达到这样的舒适度，才能实现其实用性原则。人的

舒适感取决于人体内部的热平衡，需要综合评估影响

人体热平衡的不同因素，这就要提到“生理零度”了，它

是指不能引起皮肤冷热感觉的温度，身体各部分的生

理零度不同，同一皮肤表面在不同情况下生理零度同

样存在差异。老年人体质比较差，抵抗力较弱，温度

变化过大则难以适应，容易生病，因此智能调温材料需

要根据老年人自身的身体状况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进

行调整，才能保证人体在舒适温度区间内，减少患病

风险[9]。

（三）经济性原则

在进行产品设计之前，要对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有

一定的考量，老年人消费观念一般较为保守。在满足

产品功能的前提下，老年人很少会因为华丽的装饰效

果产生购买欲望，所以简洁的外观不仅能减少工艺难

度，还能降低材料成本。老年人保守的消费观念使他

们更关心产品价格与材料使用年限，在产品投入使用

过程中，损耗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厨房、浴室等场

所及温暖潮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霉菌，在这些场所使

用抗菌防霉材料，不仅可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而且能

保证用户的健康。在使用这些新型材料进行家居产品

设计时，除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产品功能外，也要延长

产品的使用年限，减少其更换次数，以达到经济实惠的

目的。

四、结语

老年人对家居产品的要求也在提升，研究新材料、

智能材料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材料技术的发展，还应

针对日益壮大的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作出新探索。传

统材料难以适应老年人生理机能的改变，找到与之匹

配的新型材料成为适老化家居产品设计的一大要点。

老年人心理特征的变化也对材料提出了新需求。老年

用户作为产品使用者，运用新材料技术可以解决老年

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很多适老化家居产品的购

买者往往是这些老年人的子女，他们对产品及其材料

也会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见，重视适老化家

居产品设计对居家康养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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