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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XX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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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如何在居家环境中切实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增强其安全感和独

立性，已成为当前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居家适老化改造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措施，通

过科学、系统的设计与实施，优化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有效缓解因身体机能退化带来的生活不便与风险，

从而帮助老年人实现生活自理能力的提升和居家生活品质的改善。广东省明确将适老化改造纳入省级民

生实事，并投入专项资金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老年人创造更为友好的居住条件。“十四五”期间已

累计为超过8.8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居住环境的便利性和安全

性。 

本文件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要求，深入分析老年人居家生活场景中的实际需求，明确了居

家适老化改造服务的术语、基本要求和服务内容。系统覆盖了改造实施的全过程，包括方案设计、施工

管理、验收交付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确保改造项目具备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以安全性为核心，

强调无障碍设计与人体工学原则的深度结合，同时倡导综合运用智能家居技术和适老化产品配置，全面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本文件的制定紧密对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

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政策，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做法，细化实践操作要求。通过明

确服务机构的资质条件、从业人员能力要求及改造服务流程及内容要求，为推动市场化适老化改造服务

的规范化、专业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通过建立服务质量管控体系和评价机制，引导行业持续优化

和完善改造服务，助力老年人居家生活环境的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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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和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机构提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3518  人类工效学 家居无障碍设计导则 

GB 50327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38  住宅项目规范 

MZ/T 217  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机构基本规范 

MZ/T 218-2024  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MZ/T 2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总则 

4.1.1 按国家有关适老化改造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相关政策和法规要求开展改造服务。 

4.1.2 服务开展应遵循以下原则： 

a) 体现人性化设计，尊重老年人及其共同居住家庭成员的改造意愿，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变化趋势、自理能力、家庭状况和居住环境等，制定个性化改造方案； 

b) 严守安全底线，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物安全、装饰装修材料安全、设备用品质量安全和工程

质量安全等；并重点考虑安装安全设施（如扶手、防滑地板、紧急呼叫系统等），减少老年

人发生意外伤害的风险，确保居家安全； 

c) 考虑无障碍设计、人体工学设计及集成智能家居技术（如智能照明、温度控制和安全监控系

统等）应用，以提高老年人居家生活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涉及无障碍设计的改造内地应符合      

GB 50763、GB 55019、GB 55038 和 GB/T 43518 要求，香港应符合《香港住宅通用设计指南》

要求，澳门应符合《订定关于消除建筑障碍的规则》《澳门特区无障碍通用设计建筑指引》

要求； 

d) 服务机构可根据三地的法律法规与标准差异，适当调整设计和施工细节，以符合当地具体要

求。 

e) 服务项目与收费标准应公开、透明。 

4.1.3 改造后空间布局应简洁明了，避免过多的隔断和复杂的设计。室内视野应开阔，以便于老人活

动和使用辅助设备。力求室内光线自然均匀、温度均匀。 

服务机构 

4.2.1 服务机构应依法注册登记，具备与其服务规模相适应的独立固定的经营场所，具备与其业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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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和人员。 

4.2.2 服务机构应具备开展适老化改造项目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适老化改造评估、适老化改造方案

设计、适老化改造工程施工和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等专业能力。不具备适老化改造评估和器具辅具配置等

能力的服务机构应与具备能力的相关机构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 

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服务人员由管理、评估、设计、施工等专业人员组成； 

b) 提供身体健康证明； 

c) 具备相关资质或参加相关培训，具备与老年人良好沟通能力及适老化服务相关知识； 

d) 熟练掌握本岗位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操作要求及应急预案； 

e) 守法诚信，尊重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f) 信守保护服务对象隐私和信息安全承诺； 

g) 举止文明、仪容仪表整洁、用语规范文明、服务周到热情。 

服务管理 

4.4.1 按 MZ/T 218-2024 中第 5章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并有效开展实施，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设计管理、

施工管理、安全管理及应急预案、服务质量控制管理、档案管理、人员管理、信息管理、财务管理、项

目评估、采购管理、教育培训、绩效考核等制度。 

4.4.2 鼓励服务机构通过组织粤港澳三地交流培训、跨区域机构合作等形式，培养熟悉三地养老服务

标准、康复护理技术、辅具适配方法、建筑设计规范和装修施工要求的综合性专业团队，促进三地服务

经验和技术交流。 

5 服务内容与要求 

服务接待 

5.1.1 了解客户提出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内容和预算等。 

5.1.2 向客户介绍改造服务流程、具体项目内容及收费标准等事项。 

5.1.3 双方就改造服务目标、服务工作范围和服务意愿等基本达成一致。 

改造需求评估 

按 MZ/T 218-2024 中的 4.1 要求开展包括老年人能力状况、家庭情况、居家环境、辅助器具与智能

产品配置情况及改造需求评估。 

现场勘察 

开展现场勘察、测量,详细了解房屋原始结构、水电线路位置、门窗与墙面状况等相关情况；与客

户沟通改造细节。 

方案制定 

5.4.1 根据改造需求评估结果及专业建议，结合客户自身意愿参考《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

基础配置清单》（见附录 A）和《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推荐配置清单》（见附录 B），确定

改造内容，提出改造设计方案。方案设计应充分考虑老年人及其家庭环境的可行性、安全性、便利性、

舒适性，并遵循实现性和适用性原则。方案至少包括: 

a) 局部或全屋改造方案； 

b) 适老家具、智能产品配置和辅助器具适配方案。 

5.4.2 在充分征求客户意见的基础上，对各功能区域改造内容进行界定，确定装修风格、主要用材和

项目报价；相关改造项目应符合 MZ/T 218-2024 中第 5 章要求。 

5.4.3 涉及智能产品的配置方案，宜将相关产品实现联动；条件允许时，在全屋布局中增加必要的智

能传感器，支持实时数据采集与家庭成员远程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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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 

5.5.1 充分尊重客户意愿及个人爱好，从专业角度为客户推荐优选的改造方案，并向客户介绍适老化

改造及住宅装饰装修设计方案的各功能用途以及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详细记录客户的要求，并要求

客户签字确认，存档。 

5.5.2 服务机构应与客户就改造方案进行充分沟通，协商一致后签订改造服务合同，合同应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改造内容、工期及进度、合同金额、验收标准、质保期、合同变更与争议处理、及双方

责权利等。 

效果图设计 

必要时，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改造效果图，并与客户再次确定改造实施方案；每次与客户洽谈的内

容都应做好详细文字记录。 

施工图设计 

针对全屋改造项目，客户在同意效果图后，设计人员应对改造设计方案进行细化，绘制施工图纸；

图纸审核完毕，应要求客户在每张图纸上签字确认。 

改造施工 

5.8.1 施工前应进行设计交底工作，并对施工现场进行核査。相关项目按 GB 50327 的要求进行施工，

并做好施工后主体改造干燥过程防护。施工现场如发生工程变更，应经双方签字确认。 

5.8.2 每户改造项目都应确定一名项目施工负责人，全面负责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进

度和现场管理等工作；并及时与客户进行沟通。 

5.8.3 施工期间， 应做好老年人及其家庭安置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将老年人临时安置空间与改造施

工区域分隔开，避免老年人接近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区域；设置必要的除尘和通风设备，并及时处理改

造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等污染物；对于设有两个以上卫生间的住宅户型，可通过交替施工的方式满足

改造期间的使用需求等。做好计划，包括避免高危动作，减少噪声和对老年人造成的心理压力，确保施

工进度与老年人的生活规律相协调；此外，施工方应制定老年人疏散计划，并安排专人来负责疏散老年

人等。 

项目验收 

5.9.1 工程竣工后，服务机构和客户双方到场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国家标准进行验收，并做好验收记

录。相关设施、设备及用品按合同约定的相关标准进行调试和验收,必要时发放相关安全使用告知书并

对使用人员进行相关指导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使用功能、安全使用方法、日常维护方法和安全注

意事项等。 

5.9.2 涉及双方约定需开展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的，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在改造工程竣工七天后，

成品家具及饰品进场之前进行。 

5.9.3 服务机构应与客户签署设施维护维修和安全使用协议,明确改造各方的责权利。服务机构负责采

购装饰装修材料及设备用品等的，应向客户交付相关的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保修单和环保说明书(针

对有环保要求的材料)等资料。 

资料归档 

服务机构应建立完整的改造档案，留存完整的改造信息，有清晰的改造前后图片资料；必要时，按

要求将改造成果说明与竣工图等录入相关信息管理系统，接受监督审查。 

保修与维修 

5.11.1 服务机构应按合同约定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向客户提供保修服务。正常情况下，合

同列出的改造内容都在保修范围内，以下情况除外： 

a) 客户因使用、维护不当造成损坏的； 

b) 私自返工或私自维修造成损坏的； 

c) 由于建筑物的变形造成损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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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在保修期外，服务机构对合同列出的改造内容有维修义务，可参照行业定额收取包括人工费和

材料费在内的相关维修费用；且维修完毕后相关人员应清理维修现场并请客户签字确认。 

5.11.3 服务机构接到客户有关质量问题的保修或维修要求时,应在 12 小时内作出响应，在 24h 内与客

户约定上门时间。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机构应对所承接的改造服务项目进行分阶段、多次回访,回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的居

住使用体验,设施、设备运行状况、服务响应速度和服务态度等。 

对客户的反馈与投诉，出现质量问题及相关改进建议等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及时反馈处理，并

做好记录。 

就已实施改造项目开展关于安全性和舒适性的检测评价；邀请客户及老年人对改造项目的改善效

果进行满意度评价；及时总结相关改进信息，用于以后的改造项目方案设计与实施。 

开展改造服务满意度调查，持续改进和完善，提升服务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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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基础配置清单 

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基础配置可参考表B.1。 

表A.1 基础配置清单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1 地面改造 

防滑处理 
在卫生间、厨房、卧室等区域，铺设防滑砖或者防滑地胶，避

免老年人滑倒，提高安全性。 

高差处理 
铺设水泥坡道或者加设橡胶等材质的可移动式坡道，保证路面

平滑、无高差障碍，方便轮椅进出。 

平整硬化 对地面进行平整硬化，方便轮椅通过，降低风险。 

安装扶手 在高差变化处安装扶手，辅助老年人通过。 

2 卧室改造 安装床边护栏(抓杆)
辅助老年人起身、上下床，防止翻身滚下床,保证老年人睡眠和

活动安全。 

3 如厕洗浴设备改造 
安装扶手 

在如厕区或者洗浴区安装扶手，辅助老年人起身、站立、转身

和坐下，包括一字形扶手、U 形扶手、L形扶手、135°扶手、T

形扶手或者助力扶手等。 

配置淋浴椅 辅助老年人洗澡用，避免老年人滑倒，提高安全性。 

4 老年用品配置 

手杖 辅助老年人平稳站立和行走，包含三脚或四脚手杖、凳拐等。

防走失装置 
用于监测失智老年人或其他精神障碍老年人定位，避免老年人

走失，包括防走失手环、防走失胸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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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推荐配置清单 

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和老年用品推荐配置可参考表C.1。 

表B.1 推荐配置清单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1 门改造 

门槛移除 移除门槛，保证老年人进门无障碍，方便轮椅进出。 

平开门改为推拉门 方便开启，增加通行宽度和辅助操作空间。 

房门拓宽 
对卫生间、厨房等空间较窄的门洞进行拓宽，改善通过

性，方便轮椅进出。 

下压式门把手改造 
可用单手手掌或者手指轻松操作，增加摩擦力和稳定性，

方便老年人开门。 

安装闪光振动门铃 供听力视力障碍老年人使用。 

2 卧室改造 

配置护理床 

帮助失能老年人完成起身、侧翻、上下床、吃饭等动作，

辅助喂食、处理排泄物等。 

床头安装辅助起身的装置。 

配置防压疮垫 
避免长期乘坐轮椅或卧床的老年人发生严重压疮，包括

防压疮坐垫、靠垫或床垫等。 

床旁扶手 
在老年人床边安装可升降式扶手，辅助老年人起身平稳

下床，避免翻身意外跌落。 

下拉杆 
在老年人卧室的衣柜内安装下拉式拉杆，辅助老年人收

取高于自身身高的衣物，避免意外从高处跌落。 

3 卫生间改造 

干湿分区 
将洗浴区与坐便器、洗手盆等干区分开，降低干区地面

被水打湿的可能，减少老年人滑倒的风险。 

坐便器改造 

1.蹲便器改坐便器，减轻蹲姿造成的腿部压力，避免老

年人如厕时摔倒，方便乘轮椅老年人使用； 
2.安装马桶增高器，带扶手，提高老年人如厕时的便利

性和舒适度； 
3.增加坐便椅； 
4.安装智能座便器，解决老年人便后擦拭困难问题。

水龙头改造 采用拔杆式或感应水龙头，方便老年人开关水阀。 

浴缸/淋浴房改造 
拆除浴缸/淋浴房，更换浴帘、浴杆，增加淋浴空间，方

便照护人员辅助老年人洗浴。 

加设温度调节设备 如浴霸、暖风机等。 

加设镜前灯、镜箱 
1.除顶灯外，设置镜前灯，消除面部阴影。 

2.设置镜箱，增加储物空间。 

4 厨房改造 

台面改造 

1.降低操作台、灶台、洗菜池高度或者在其下方留出容

膝空间，方便乘轮椅或者体型矮小老年人操作； 

2.洗菜池及炉灶两边，冰箱等电器旁边增设操作台面，

方便放置物品。 

厨柜改造 

1.在吊柜下方设置开敞式中部柜、中部架，方便老年人

取放物品； 

2.使用附有升降架的吊柜或增加踏板抽屉。 

加设扶手 
洗菜池及炉灶前设扶手，方便乘轮椅者活动时拉拽扶手

借力。 

加设小餐台 提供老年人就近就餐，也可作接手台或置物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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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推荐配置清单（续）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5 物理环境改造 

安装自动感应灯具 

安装感应便携灯或报时小夜灯，避免直射光源、强刺激

性光源，人走灯灭，辅助老年人起夜使用或提醒老年人

吃药。 

灯光亮度 安装的灯具灯光应适宜老年人使用，灯光温馨不刺眼。

电源线路、插座及开关改造 

1.视情进行暴露电源线路的改造，避免发生安全事故;视

情进行高/低位改造,避免老年人下蹲或弯腰，方便老年

人插拔电源和使用开关； 

2.入门及卧室等空间设置照明双控开关； 

3.以方便老年人使用为出发点，增设相关的开关插座。

安装防撞护角/防撞条、提示标识

在家具尖角或墙角安装防撞护角或者防撞条,避免老年

人磕碰划伤，必要时粘贴防滑条、警示条等符合相关标

准和老年人认知特点的提示标识。 

水管改造 视情进行锈迹水管的改造，改善老年人用水质量。 

6 适老家具配置 

门厅 配置换鞋凳、衣帽架、物品暂放台、提示板等。 

起居室 配置适老椅（或老人专座）、边几、助起沙发等 

卧室 
配置适老衣柜（增配升降、抽屉、隔板等配件）、床头

柜、靠背椅等 

阳台 电动升降晾衣架等 

7 老年用品配置 

轮椅/助行器 
辅助家人、照护人员推行/帮助老年人站立行走，扩大老

年人活动空间。 

坐便椅 
坐便椅(带便桶)方便体弱或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就近如

厕，一般放于卧室。 

接尿器或便盆 适用于长期卧床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放大装置 
运用光学/电子原理进行影像放大，方便老年人近用，如:

放大镜、放大镜指甲剪等。 

助听器 
帮助老年人听清声音来源，增加与周围的交流，包括盒

式助听器、耳内助听器、耳背助听器、骨导助听器等。

自助进食器具 
辅助老年人进食，包括防洒碗(盘)、助食筷、弯柄勺(叉)、

饮水杯(壶)等。 

辅助运动设施设备 辅助老年人居家运动锻炼。 

8 智能产品配置 

紧急呼叫装置 
卧室、卫生间、起居室(厅)安装按钮和拉绳相结合的紧

急呼叫装置，老年人发生突发情况时，发出求救信息。

电气安全监测与报警装置 
安装电气安全监测与报警装置，实现对漏电、短路、过

载(超负荷)、线路温度过高等风险的监测。 

行为异常监测与报警装置 

安装行为异常监测与报警装置（如：红外探测器、智能

监测电表、人体感应探测器、智能监测水表、跌倒探测

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养老服务记录仪等），实现对

老年人跌倒、起居延时、长时间未主动用电等异常行为

的监测。 

烟雾/煤气泄漏/溢水报警器 对火灾，煤气/水源泄漏进行报警提示。 

门磁感应器 实现开/关门（窗）状态、联动设备或场景、辅助提醒等。

防走失定位设备 为认知障碍老年人配置的防走失定位设备。 

其他 智能养老机器人等（陪伴、辅助起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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