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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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部分：

居住社区》国家标准（计划编号：20240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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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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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广”+“难治愈”+“不可逆”的特征，使得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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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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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社区的要求

尚未有法律法规明确体现。在起草本文件时，标准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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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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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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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社区现实需求，从社区

环境和社区服务两方面出发，对我国认知症包容性居住社区

提出通用要求与指南，据此开展科学、有效的认知症包容性

居住社区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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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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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先进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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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XXX《老龄化

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要求与指南 第2部分：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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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症包容性居住社区的特点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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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社区的建设要求与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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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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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居住社区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的

要求与建议。）和适用范围（适用于认知

症包容性社区的设计、建设、改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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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

标志（所有部分） 

➢ GB/T 26443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所

有部分） 

➢ GB/T 31523 安全信息识别系统（所

有部分） 

➢ GB/T 45150-2024 老龄化社会 认知

症包容性社群框架 

➢ GB/T XXXXX.2—XXXX 老龄化社会 

认知症包容性社群要求与指南 第 2

部分：居所 

3 术语和定义 
引用或规定“居住社区”等 13 个相

关术语和定义 

4 社区环境 

从道路系统、建筑系统、景观系统、

标识系统、设施系统等方面，提出认知症

包容性居住社区在环境方面的要求与建

议 

5 社区服务 

从医疗健康服务、照护支持服务、信

息资源服务、社会参与服务等方面，提出

认知症包容性居住社区在服务方面的要

求与建议 

附录 A 

（规范

性） 

社区医疗团队

应具备的认知

症相关专业知

识和能力要求 

从认知症疾病知识、老年医学知识、

法律法规知识、伦理知识、认知症评估能

力、认知症诊断能力、认知症治疗与干预

技能、沟通支持能力等方面，提出认知症

包容性居住社区医疗团队应具备的认知

症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要求 

 参考文献 列出了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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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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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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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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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本文件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一览表 

章条 技术内容 对比情况 

4.1.1 a) 

设置平整、舒适的

人行道，有效通行

净宽≥1.8m 

GB 55019-2021《建筑与市政工程

无障碍通用规范》： 

2.2.2 无障碍通道的通行净宽不

应小于 1.20m，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的

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1.80m。 

其条文说明中解释，通道的通行

净宽不小于 1.80m 时，一般能容纳两

辆轮椅正面相对通行。 

认知包容性社区环境按照无障碍

环境较高要求设置。 

4.1.2 d) 

沿道路每 10m~15m

设置休息座椅，座

椅背靠建筑或灌木

绿植 

T/ASC 18-2021《室外适老健康环

境设计标准》： 

7.3.2 沿步行道布置的座椅间距

不宜大于 25m； 

认知症人群生活区域在此基础上

提升座椅设置要求。 

4.2.2 a) 

入口雨棚、门厅、

公共通道的地面平

均照度不宜＜300 

lx 

GB/T50034-2024《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 

居住建筑起居室照度标准值为

300 lx,为减少住宅内部与社区之间的

差异性，引发认知症人群不适，建议以

300 lx 为平均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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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技术内容 对比情况 

4.2.2 b) 

出入口的场地宜采

用地面坡度≤1:20

的平坡设计，不宜

使用台阶 

GB 50763-2012《无障碍设计规

范》： 

出入口的坡道坡度不应大于

1:20，以确保轮椅使用者的通行便利。 

应尽量避免使用台阶，以保障行

动不便人群的安全和便捷。 

GB/T 50340-2016《老年人居住建

筑设计规范》 

该规范针对老年人居住建筑的设

计提出了详细要求，包括出入口的坡

道坡度应≤1:20，且不宜使用台阶，以

方便老年人通行。 

综合上述内容，此处提出相应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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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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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社区的要求主要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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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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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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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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二）制定背景
	（三）起草过程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二）技术特点
	（三）编制依据
	（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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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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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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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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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