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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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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BMCA 057.2—2024

适老化全场景技术规范  第 2部分：

既有居住建筑适老化改造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既有居住建筑适老化改造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改造评估、改造内容等。

本文件适用于既有居住建筑室内空间与环境的适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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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5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JGJ/T 440　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

JG/T 558　楼梯栏杆及扶手

T/CBMCA 057.1—2024　适老化全场景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居住建筑适老化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既有居住建筑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住宅类建筑物。

3.2　  
适老化改造　renovation for the elderly
根据老年人的人体工学、身心特点及行为习惯，通过施工改造、设施配备和辅具适配等方式，改善

老年人的生活空间和居住环境，增强安全性、适用性和舒适性。

3.3　  
适用性改造　applicability remould
在不影响原建筑结构安全的基础上，对建筑或环境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或功能。

3.4　  
装配式装修　assembled interior decoration
遵循管线与结构分离的原则，运用集成化设计方法，统筹隔墙和墙面系统、吊顶系统、楼地面系统、

厨房系统、卫生间系统、收纳系统、内门窗系统、设备和管线系统等，将工厂化生产的部品、部件以干式

工法为主进行施工安装的装修建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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