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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公园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和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全

龄友好理念强调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提升公园的包容性和功能性。本文以上海普陀区长寿公园

为例，通过详细的现状分析，提出基于全龄友好理念的改造提升设计策略，旨在为城市社区公园的改造

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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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community park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pub-
lic Space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or their functions and values. The all-age friendly 
concept emphasizes meeting the needs of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enhancing the inclu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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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nctionality of the park.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hangshou Park in Putuo District,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proposes a renovation and im-
provement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ll-age friendlines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
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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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和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社区公园作为城市居民日常休

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不仅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反映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和文化内涵[1] [2]。在现代

社会，人们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休闲功能，而是更加注重空间的包容性、多样性和可持

续性[3]。全龄友好理念应运而生，强调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包括儿童的游乐需求、

成年人的休闲健身需求以及老年人的康养需求，以提升公园的包容性和功能性[4]。 
上海普陀区长寿公园作为城市中的重要绿色空间，承载着周边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其改造提升不仅

是对公园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城市公共空间价值的重新诠释。通过引入全龄友好理念，本次改造旨

在打造一个全龄友好型的康养主题社区公园，使其在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休闲娱乐需求的同时，成为城市

中的一处生态绿洲和文化地标。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还将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

要的支持。 

2. 全龄友好理念的内涵 

2.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西方学界逐渐发现，聚焦特定年龄层的社区更新能有效促进社区整体发展。

其中，以儿童和老年群体为核心的家庭参与成为推动全龄友好型社区规划的关键要素。 
21 世纪以来，全球人口结构日益多元化，全龄友好设计理念受到学界广泛关注。Krey, Marymargaret

等学者从空间规划、可达性、公园资源配置、多代健身设施及代际互动五个维度，探讨了波士顿建设全

龄友好公园的可行性[5]。Severcan 则指出，过度关注特定年龄层可能导致规划失衡，其研究强调，既往

社区规划虽重视老年人与儿童需求，却常忽视中青年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诉求[6]。Warner 等人的研究表明，

老年友好与儿童友好空间在多个维度存在共性，如环境卫生、公共安全、户外空间设计、社区参与及社

会包容等，这些共性为全龄化规划提供了实践基础[7]。 
当前，研究焦点已转向全龄友好城市的价值探讨及框架设计，通过分析不同年龄层的偏好与需求，

提出相应的公共空间优化策略，以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城市环境。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全龄化设计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相关学术探讨在 2013 年后逐渐增多。目前，全龄友好型

设计在景观与规划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层面，重点关注老年人的行为特征及空间满意度评价。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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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卓在分析北京市全龄友好型公园设计时指出，应突出全龄化特色，兼顾不同年龄群体的使用需求，尤

其需关注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其研究建议优化运动场地布局、完善无障碍设施、增设

适老化健身器材，并引入智能化管理手段，结合合理的植物配置，以构建满足全年龄段需求的公园环境

[8]。黄怡在探讨成都公园城市建设时提出，全龄友好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其内涵不仅涵盖年

龄差异，还涉及性别、健康状况、社会经济水平等多维度的包容性，强调对全体市民的平等关怀[9]。 
总体而言，国内全龄友好设计研究仍以社区尺度为主，多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本土化应用。尽管部分

研究以“全龄友好”为标题，但实际内容仍偏向适老化设计。在城市公园领域，现有研究多结合公园增

量建设、公园城市发展等政策背景展开讨论，仍以理念倡导为主，针对城市公园的全龄友好设计研究尚

显不足。 

3. 长寿公园现状分析 

3.1. 公园外部现状分析 

3.1.1. 公园与周边关系 
西康路与长寿路交汇处是公园的主要人流来向，现状围挡较为封闭，限制了公园与城市的互动性。

长寿路作为商业综合体聚集地，公园需要更好地将消费者引入开放空间，激活城市中心的多样化生活品

质。陕西北路的服务设施较为全面，但公园与这些设施的衔接不够紧密，未能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街

道尺度较为舒适宜人，但公园的绿廊界面尚未充分打开，未能有效引入市民人流。西康路商办集聚，办

公人群需要更多的休闲空间，但公园目前未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西康路沿线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但公园在景观设计中未能充分挖掘和体现这些文化元素。 

3.1.2. 周边用地性质与功能 
周边用地以居住和商业为主，同时分布有少量教育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公园的主要服务对象

包括周边居民、办公人群以及商业引流人群。 

3.1.3. 周边客流分析 
公园毗邻轨道交通 13 号线，交通便利，人流量较大。主要服务于周围居住人群、周边办公人群及商

业引流人群。根据公园设计规范的标准，其陆地游人容量为 45 平方米/人，总面积约 40,255 平方米，其

中陆地面积 39,895 平方米，水体面积 360 平方米，静态瞬间可容人量为 895 人。 

3.2. 公园内部现状分析 

3.2.1. 建筑与设施 
公园内的建筑设施较为陈旧，包括管理作业房、公共厕所、咖啡屋等，外立面和内部布局需要进行

更新改造。现状入口广场的铺装和绿化组织较为杂乱，缺乏引导性和美观性。部分设备设施老化，如照

明设备、座椅等，需要进行更新和补充。公园内缺乏完善的景观导视系统和景观小品，不利于游客的游

览体验。夜间灯光设置不足，缺乏夜间主题活动，影响了公园的夜间使用率和游客体验。 

3.2.2. 绿化与植被 
公园现状以香樟、无患子、广玉兰等作为主乔，植物长势良好，但部分区域存在黄土裸露现象。乔

木覆盖率约为 58%，彩化率约为 24%。现状绿化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层次感和季相变化，未能充分体现

出公园的生态价值和景观特色。部分区域的树木浓密，遮挡了视线，影响了游客的观景体验。水体绿化

与人行道的空间较为狭窄，未能充分利用，影响了公园的景观效果和游客的亲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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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道路系统 
公园内部的道路系统较为单一，缺乏环路和放射状相结合的设计，部分区域的可达性较差。现状道

路铺装材料和形式较为陈旧，缺乏统一性和美观性，需要进行优化和提升。公园的主入口空间较为狭窄，

未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进出需求，同时也影响了公园与城市的融合度。 

3.2.4. 水体与景观 
现状水体较为隐蔽，缺乏观赏性和互动性体验，未能充分发挥其景观价值。水体周边的绿化种植较

为单一，未能形成丰富的水生植物景观。水体面积较大，但空间利用率较低，未能很好地与周边景观进

行有机结合。 

3.2.5. 活动场地与功能分区 
公园现状缺乏多样化的活动场地，难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和兴趣群体的需求。公园的功能分区不够明

确，缺乏主题性和特色，未能充分体现出公园的康养主题和社区公园的定位。 

3.3. 场地历史文化与社会需求 

3.3.1. 历史文化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文化与城市公园融合一体是城市公园再生重构的重要途径之一[10]。公

园所在的普陀区素有“赤色沪西”之称，是上海开埠后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

的骨干和共产党员。西康路原名“小沙渡路”，是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基地，成为普陀区独有的历

史文化资源。长寿公园在始建之初便渲染着浓郁的“红色精神”，在铺装、小品等设计上体现红色元素，

注入城市文化精神。 
长寿公园经历了多次改造和发展，1999 年 9 月立项兴建长寿绿地，2001 年 9 月正式对外开放。2002

年归入公园管理系统，更名为“长寿公园”。2005 年改建为长寿雕塑公园，2012 年进行全园改造，2013
年改造完成并沿用至今。 

3.3.2. 全龄化需求 
公园的使用者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包括老年人、成年人、儿童等，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公园

的需求各不相同[11]。老年人需要更多的康养设施和休闲空间，成年人需要运动健身和社交互动的场所，

儿童则需要安全、有趣的游乐设施。公园的服务人群不仅包括周边居民，还包括周边办公人群、商业引

流人群等，这些人群对公园的功能和服务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公园作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周边居民的情感寄托和社区归属感。公园的改造提升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和意见，增强居民对公园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2]。 

4. 设计策略 

4.1. 优化入口空间与城市融合 

拆除现状围挡，沿长寿路、西康路、陕西北路等主要道路设置开放式的入口空间，通过绿地、广场

和步道的有机结合，增强公园与周边街区的融合度，使公园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主要入口处设置

醒目的标识系统和景观节点，如五彩林入口的旱喷广场、水钢琴入口的景观界面等，引导人流自然进入

公园。 

4.2. 强化绿化景观与生态功能 

保留现状中长势良好、具有景观价值的乔木，如香樟、无患子、广玉兰等，作为公园的生态骨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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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适当抽稀过密乔木，增加色叶乔木和开花灌木，如美国红枫、鸡爪槭、紫薇等，丰富植物的季

相变化和色彩层次。 
景观建造时，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营造具有主题特色的植物景观[13]。例如，“疗愈之乐·五

彩林”以康养、耐阴植物为主，构建适老化的疗愈花园；“怡享之乐·绿森林”保留大型乔木，增加水

生植物，打造舒朗草地与核心聚场；“康养之乐·雾森林”保留乔木，替换灌木草花，增种蔬果类植物，

营造林荫休憩空间。 

4.3. 完善道路系统与提升可达性 

在保留现状主要道路的基础上，增加南北贯穿、东西串联的次级道路，形成环路与放射状相结合的

道路系统，提高公园内部的通达性。将主园路的铺装调整为深色沥青，增强游园的舒适度与耐久性，同

时与各分区的露骨料铺装相统一，提升整体景观效果。 

4.4. 完善公共设施与提升服务功能 

在公园内合理增设休息座椅，特别是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和景观节点附近，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休息空

间。对现有洗手间进行改造升级，增加无障碍设施、母婴室、儿童洗手池等，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结合

现代科技，设置智能导视系统、互动水景、智慧运动设施等，提升公园的科技感和趣味性。优化公园的

夜间灯光设置，通过增加景观照明、互动灯光装置等，营造安全、舒适且富有活力的夜间氛围，延长公

园的使用时间。 

4.5. 丰富活动空间与提升夜间体验 

全龄友好城市公园的设计要精准定位各年龄段人群的需求，设置多样化的活动空间[14]。例如，“运

动之乐·潮玩汇”区域设置智慧足球、智慧篮球、泡泡森林等设施，满足年轻人的运动和娱乐需求；“康

养之乐·雾森林”区域设置适老健身设施和无障碍通道，为老年人提供康养活动空间。 

5. 结语 

本次普陀区长寿公园的改造提升，旨在打造一个全龄友好型的康养主题社区公园，不仅重塑了公园

的物理空间，更重新诠释了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策略，改造后的长寿公园将成为

城市中的一处生态绿洲和文化地标，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娱乐需求，同时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重要力量。 
改造后的长寿公园具备生态友好、景观优美、功能完善、科技感强等特点。通过优化植物配置和生

态设计，提升公园的生态功能，为城市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丰富的植物景观和精心设计的景观节点，

使公园四季有景，步移景异，极大地增强其景观吸引力。多样化的活动空间和完善的公共设施，将满足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提升公园的包容性和功能性。此外，智慧设施的植入将使公园更具现代感和科

技感，显著提升游客的体验感。通过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和意见，改造还将增强居民对公园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提升公园的社会价值。 
全龄友好理念的引入，是本次改造的核心亮点。它将使长寿公园更好地服务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无论是儿童的游乐需求、成年人的休闲健身需求，还是老年人的康养需求，都能在公园中得到充分满足。

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不仅提升了公园的功能性，更彰显了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 
未来，长寿公园将成为城市中的一颗璀璨绿宝石，以其独特的生态价值、景观魅力和社会功能，为

城市居民提供一个高品质的休闲场所，同时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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