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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老龄化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要求与指南 第 2部分：

居所》国家标准（计划编号：20240028-T-469）是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2024 年度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4〕16 号），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二）制定背景 

我国是全球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认知症人群

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老龄协会《认知症老年人照护服

务现状与发展报告》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国阿尔茨海

默病报告（2024）》，2021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阿尔茨海默

病及其他认知症患者总数为 1600 万人左右，占世界总数的

20%，位列全球第一。预计 2030 年将达 2220 万，2050 年将

达 2898 万。 

作为一种慢性神经系统长期退行性疾病，认知症类型多

样、发病机制复杂，早期症状通常较为隐蔽且易与其他疾病

混淆，因此早期识别和诊断难度大。同时，由于缺乏针对病

因治疗的有效手段，认知症始终难以对症治愈，仅能在一定

程度改善症状、延缓病情发展、维持患者的社会功能，但治

疗依从性差，整体预后不容乐观。 

“人群广”+“难治愈”+“不可逆”的特征，使得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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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症包容性建设成为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有效应对认知

症的全球共识。为认知症人群建立包容性居所，是最为经济

有效、便捷可行的缓解认知症压力的路径，能够保障其安全、

健康、独立、幸福、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个人价值与人生追

求。 

（三）起草过程 

根据国家标准起草相关要求，本文件已分别完成草案稿

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总体过程如表 1 所示： 

表 1：标准编制过程一览表 

阶段 时间 工作内容或成果 

起草阶段 
2024年 3 月 计划任务正式下达 

2025年 3 月 优化形成本文件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 3 月至 5 月 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制主要原则如下： 

1．落实法律政策相关要求 

作为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技术支撑和落实手段，一方

面，国家标准中的内容不能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相冲突；

另一方面，国家标准应细化、量化、具体化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中的相关要求，为落实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提供抓

手。当前，我国对于认知症人群建立包容性居所的要求尚未

有法律法规明确体现。在起草本文件时，标准起草工作组对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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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30 年）》《中国痴呆诊疗指南》相关法律法规和重

要文件进行了深入学习，确保了本文件与我国政策文件的连

贯性和一致性，真正发挥标准的技术支撑作用，为落实法律

法规、政策文件的相关要求建立了可实施路径。 

2．遵循服务标准制定原理 

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认知症包容性建设，其服务

属性已被国内外广泛认可；实践亦证明，运用服务标准化方

法原理，针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认知症包容性的标准化工

作效果良好。基于以上情况，标准起草组参考国内外前沿科

研成果，基于我国认知症包容性居所现实需求，从共用空间

和套内空间两方面出发，对我国认知症包容性居所通用要求

与指南，据此开展科学、有效的我国认知症包容性居所建设

活动，为我国相关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与

技术基础。 

3．确保技术内容科学先进 

作为国家标准，本文件技术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先

进性尤为重要。依托牵头起草 ISO 25556《老龄化社会 老龄

化包容性数字经济通用要求与指南》国际标准、GB/T 45150-

2024《老龄化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框架》国家标准，以及

多年人口老龄化国内外标准化研究的宝贵经验，标准起草工

作组潜心研究，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技术攻关工作，实现本文

件与我国实际需求和行业习惯有机衔接，确保了标准的科学

性、先进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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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特点 

基于前期分析，标准起草工作组希望本文件具有以下特

点： 

——一致性，本文件内容与GB/T 45150-2024《老龄化社

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框架》、GB/T XXXXX.1—XXXX《老龄化

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要求与指南 第1部分：居住社区》及

相关国际、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无冲突或相悖； 

——针对性，本文件内容充分体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认

知症包容性居所的特点和需求； 

——科学性，本文件所提出的内容科学、先进、适用； 

——实用性，本文件为使用者提供了认知症包容性居所

的建设要求与指南，并配有详细说明、示例，具有实用性。 

（三）编制依据 

在研制过程中，本文件主要依据了以下法律、法规、文

件和标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

计划（2024-2030年）》《中国痴呆诊疗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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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5150-2024《老龄化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框

架》、GB 50096-2011《住宅设计规范》等。 

（四）主要内容 

本部分逻辑框架与主要技术内容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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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标准章节及主要内容一览表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知症

包容性居所套内空间和共用空间的要求

与建议）和适用范围（适用于认知症包容

性居所的设计、装修、装饰、布置、改造）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以下规范性引用文件： 

➢ GB/T 45150-2024 老龄化社会 认知

症包容性社群框架 

➢ GB/T XXXXX.1—XXXX 老龄化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要求与指南 第 1

部分：居住社区 

3 术语和定义 
引用或规定“居所”“喘息空间”等

12 个相关术语和定义 

4 套内空间 

从总体布局、通用设置以及卧室、餐

厅、起居室（厅）、卫生间、厨房、玄关、

阳台、喘息空间等方面，提出认知症包容

性居所套内空间的要求与建议 

5 共用空间 

以引用 GB/T XXXXX.1—XXXX 的形

式，提出认知症包容性居所共用空间的要

求与建议 

 参考文献 列出了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 

本文件预期效益主要包括： 

一方面，本文件将直接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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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积极老龄化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在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全国老龄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

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发挥好老年

人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本文件将为本文件将为我国积极老龄化的物

质准备、精神准备和制度准备提供强有力的标准化技术支撑

与规制保障。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长期、共同、不

可逆的趋势，也是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是关

乎国计民生、民族兴衰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综合性、长期性、

艰巨性的重大战略问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一项

长期战略任务，本文件将为我国深入推进积极老龄化国家战

略，平稳、高效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老年人社会参

与度和劳动参与率、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保持代际和

谐与社会活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支撑，从而确保中华民

族世代永续发展、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

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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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当前，我国对于认知症包容性居所的要求主要散见于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

（2024-2030 年）》《中国痴呆诊疗指南》等法律法规和政策

文件，本文件与上述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协调一致，无冲突、

无矛盾。 

在人口老龄化领域，我国和相关国际组织亦未发布强制

性标准。相关推荐性标准包括 ISO 25552:2022《老龄化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框架》、GB/T 45150-2024《老龄化社会 认

知症包容性社群框架》、GB/Z 45152-2024《老龄化社会 基于

社群的综合保健与照顾服务框架》、GB/T 45153-2024《老龄

化社会 照顾人员包容性组织通用要求与指南》、GB/T 45154-

2024《老龄化社会 年龄包容性劳动力通用要求与指南》等。

本文件的编制注意了与上述标准的协调、衔接问题，技术内

容统一、无冲突、无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根据《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以及本文件定

位，建议将本文件作为国家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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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发布后，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与起草工

作组联合成立标准宣贯小组，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以召

开宣贯会、出版宣贯教材、打造试点示范等形式，推动标准

宣贯实施。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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