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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针对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探究人们对社区居家养老的需求变化，提出

智慧养老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策略。方法：通过研究国家政策、社区功能、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并对现

有智能居家养老产品以及医疗信息服务系统进行分析，得出有效的产品与服务设计思路，开展最终方案

设计。结论：开展依托社区服务平台，以家庭为使用场景的智慧养老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方案。意义：转

变传统养老模式，给出功能合理、性价比合适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下的养老产品服务系统架构，能够为

解决养老问题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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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needs of people for community-based ageing in place and to 
propose 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of smart ageing product and service systems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ageing population and increasing pressure on the elderly. Through studying national 
policies, community function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nd analysing existing intelligent ageing-in-place products as well as med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s, effective product and service design ideas were derived and final solution designs were 
carried out, to carry out a design proposal for a smart elderly care product and service system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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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s on a community service platform and uses the home as the usage scenari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model, and give a reasonable function and cost-effective architecture of 
elderly care product and service system under the community home care model, which can provide 
new ideas to solve the elderly car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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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活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不断攀升，人口老龄化问题也

俞加严重，养老问题亦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都成为智慧养

老能够发展的必要条件。智慧养老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将传统养老服务与当代先进科技进行结合发展，

积极的统筹社会分散资源，合理进行分配，创造了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同时这种新型养老模式也是解决

我国社会养老问题的一种全新尝试。尽管与国外相比，我国在智慧养老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与之相关

的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一新型的养老方式已经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2015 年国务院印

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智慧养老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发展[1]。
利用已有的互联网资源与社会力量，建立一个基于社区的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

老服务。国家越来越重视智慧养老对解决老龄化问题发挥的作用，为智慧养老行业不断发展与完善提供

了政策支持。转变传统养老模式，探索智慧养老新模式是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必然要求。 

2. 智慧养老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可能性分析 

2.1. 智慧养老的概念界定 

“智慧养老”这一理念首先出现在英国，它是指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情况下，为老人提供高品质的生

活与照顾帮护。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其概念也是在 2013 年之后

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前，智慧养老的内容包括：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智慧医疗养老服务、智慧机构

养老服务和智慧城市养老服务[2]。其中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施成效最明显。在我国，智慧养老指通过

互联网等新技术，提供医疗卫生、生活娱乐等方面的服务，把老年人、社区、亲属、医院和政府有关机

构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2.2. 社区居家养老的特殊性 

在中国，这种以家庭为基本，以社区为依托，重视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之间的密切关联的养老模式

被称为社区居家养老。它通过整合资源与社会服务对老年人提供全面可靠的专业化养老服务。这种养老

模式与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三种常见的养老模式之间的不同点是，它能让老年人安心呆在自

己的家中，还能享受来自社区与其他服务机构所提供的专业标准的养老服务，这是更容易被广泛接纳一

种新型养老模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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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家养老类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到家型”，即社区中的老人在家里享受到“到家”的服务；

二是“社区托付”，它与“上门托付”的不同之处，就是把老人们所处的位置转移到了社区服务中心，

并且提供了与“上门托付”基本相同的服务内容。社区居家养老具有以下特征：将家庭与社区的养老资

源进行整合，使留在家中的老人不仅可以享受到配偶的陪伴和儿女的照顾，还可以由社区的服务机构或

社工为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让他们能够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安度晚年，减少了他们的精神

压力，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感。 

2.3. 系统的相关应用 

系统指的是处于相互联系中，并与其周围的环境发生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结构、特征、行为、动态、原理、定律和系统间关系的新兴学科，利用数学来描

述系统的工作方式，有效提高生产力[4]。主要任务是研究整个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从本质出

发说明其结构、特征、行为和动态，掌握整个系统并达到最佳目标。 
产品服务系统着眼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与产品目标用户的非物质偏好，通过对用户需求进行研究，将

产品与服务整合为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依据产品和服务系统的目标，建立一套可持续改进的服务设

计体系，以达到降低能耗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通过对系统论的研究与应用，能更加清晰的梳理产品

服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优化整个服务平台，得到更加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 

3. 智慧养老产品的应用现状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养老机构、社区还是家庭，引入智能养老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

我国的养老困境。像是华为，阿里，联想这样的大公司，都已经开始尝试进入“智能养老”的领域，并

将这些产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在智慧养老产品的研究上，将其分为智能家居产品和养老机器

人两个大类进行分类研究。 

3.1. 智能家居产品 

我国对于智能家居产品的研究还不多，大部分都是针对家居系统的设计。从目前市场上现有的智能

家居产品来看，老年智能家居产品(见表 1)的种类主要有可穿戴式设备、远程检测设备、无意识触摸式设

备和便携式设备。 
 
Table 1. Elderly smart home product analysis 
表 1. 老年智能家居产品分析 

设备类别 功能 

可穿戴式设备 一是通过对老人进行健康监测，对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采集；二是利用 GPS 系统，实

现对老人的实时定位。例如智能手环。 

远程检测设备 搭载 360˚全景、定制巡航、移动追踪等功能，内置 AI 算法，自动追踪行动轨迹，并在手机

APP 上推送报警录像。例如智能摄像头。 

无意识触摸式设备 利用无线传感器，在家中安装针对老人日常活动能力的监测系统，利用对老人在家中的行动

轨迹进行分析并跟踪，从而对老人的活动能力进行掌控。例如智能居家检测系统。 

便携式设备 对心率心电图进行动态持续的监测，并准确地记录下心电波形，从而对心率失常或波形异常

等疾病进行判断。例如便携式心电图仪。 

3.2. 养老机器人 

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全球范围内都在关注着养老机器人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智能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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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被应用到了生活中，为老人们提供了帮助。在分析了国内外养老机器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

了五大类养老机器人，见表 2。 
 
Table 2. Elderly care robot analysis 
表 2. 养老机器人分析 

机器人类别 功能 

娱乐机器人 为老人们提供歌舞娱乐，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例如 Aibo 机器狗。 

行动辅助机器人 辅助肢体活动能力受到损害的人完成站立，行走，坐卧等行动，例如 HAL 行动辅助机

器人。 

日常照顾机器人 能照顾老人，做好家务活，例如 Busboy 保姆机器人。 

陪伴机器人 利用机器人对老人的情感进行识别引导，例如 Pepper 机器人。 

按摩机器人 通过按摩等辅助手段提供服务，例如 KUKA 按摩机器人。 

3.3. 智慧养老平台 

智慧养老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信息硬件以及电子商务等为基础，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

整合，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实现智慧养老，通常需要多种智能硬件对其展开帮助，具体包括了可穿

戴设备、智能机器人以及与之相关的智能产品[5]。相关的信息交互软件通常包含智能移动端 APP 设计、

小程序设计和计算机端网页显示设计。 
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对于养老等问题研究较早。国内的相关研究开展较晚，

但是也初显成效。表 3 为近几年国内众多学者对于智慧养老平台的开发研究。 
 
Table 3.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intelligent pension platform 
表 3. 智慧养老平台的开发研究 

研究人员 研究内容 

朱晓凤 在移动互联网和社区养老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基于 Android 技术的智慧养老平台设计。 

蒋鸿 提出了基于数据融合的智慧养老平台架构。 

许崇华 构建了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的开发流程。 

赵璐 设计研究了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形式。 

黄维 从服务需求、服务内容、智慧实现手段与服务供给机制 4 个维度构建了基于个体需求的智慧养

老服务体系及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平台。 
 

本次研究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以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为基础，通过智能化数据管理模块实现档案管

理、医疗健康、学习娱乐、生活购物等服务管理，最大限度地满足老人的各种需要，提高老人的生活品

质和幸福感。 

4. 用户群体研究分析 

4.1. 老年人群体分析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1 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

口为 2.64 亿，占人口总数的 18.70% [6]。有研究发现，人在 60 岁以后，心理和生理变化会比较明显。因

此，本课题以 60 岁以上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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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老年人生理特征分析 
进入 60 岁的老年人身体的很多机能将发生变化，各种功能也将下降或衰退，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感知能力下降。人到老年，视力、听力以及视听耐受能力都会有明显下降。 
2) 运动能力下降。主要表现为躯体能力下降与躯体形态改变。 
3) 认知能力下降。老年人在认知能力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信息处理能力的下降与信息认知能力的下

降。 
4) 免疫力下降，体弱多病。年龄增加导致人体的各组织系统生理性老化，人体免疫功能与机体衰老

平行下降。 

4.1.2. 老年人心理特征分析 
老年人因为身体功能的变化，从年轻的时候可以把工作都做得很快，到现在处理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都会感到特别困难。类似这样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外部环境也会对老人的心

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随着老人患病人数的增多，人们经常会听到某某邻居生病了，某某人因事故去

世了的新闻。特别是自己的亲人比如老伴去世等，突然间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这会对老人的心态产

生直接的影响，从而产生孤独、悲观的情绪。所以作为子女，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多陪陪他们，听听他

们的想法。总体来说，老人会表现出自卑、孤独、恐惧、抑郁等情绪，而且敏感、固执，有时候还会出

现一些极端的情况，容易情绪激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这些不利的因素特点，会加剧老年人的心

理感受，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针对老年人心理上的特征变化，智能家居产品的陪伴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在产品设计时要考虑其情

绪调节、娱乐体验、陪伴关怀等服务内容，更全面的提供养老服务。 

4.2. 老年人对智慧养老产品的适应性及需求分析 

20 世纪中期，美国著名的心理学者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被人们所熟知。他将人类需求的层次从高

到低划分为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分别是：自我实现需求、获得尊重的需求、社交与情感需要、安全需

要以及生理需要。按照该理论，只有在低级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才会出现高级需求。老年人群体是社

会弱势群体，在需求层次上与年轻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要满足他们的需求，需要更好地理解他们的

诉求。 
通过对建大花园、慧园和迎宾名著三个社区的 60 余名的老年人进行访谈，同时借助用户旅程图(见

图 1)寻找和发现设计痛点，得出老年消费者对智慧居家养老产品的主要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功能需求。老人们在挑选智能家居养老产品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它能否满足自己最基本的

需要，若它具有实用、易于操作、先进、合理的功能，往往更受人们的欢迎。 
2) 经济需求。老年人喜爱买物超所值且性价比高的产品。所以对智慧居家养老产品这种可以长时间

使用的产品来说，满足功能需求的基础上若价格合理则更容易受到消费者青睐。 
3) 科技需求。科学技术能改善生活。科学和技术的需要，也就是体现在人类需要新的物质，寻求新

的特性等。高技术产品代表的是前沿，是高端，是先进，是淘汰率低。在智能家居产品的设计中，可将

现代科技与新材料相结合。 
4) 使用需求。在产品使用上来讲，老年人对于新技术产品的接受程度低，因此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基

础上要考虑产品使用的难易程度，浓缩功能点，让老年人在使用阶段容易接受。 
通过对社区老人的实地调研和对老人的日常行为的分析，得到了老年人对于智慧居家养老产品的真

实需求，结合马斯洛需求理论知识与调研结果，了解到老年人的需求层次与年轻人的差异性。因此，智

慧居家养老产品的设计研发更应该切实从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出发，用高度人性化的方式，来削减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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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陌生、压抑的感受，架构好养老产品的服务系统功能，使老年人与现代科技接轨，改善老年人的

生活环境，减轻社会养老问题压力。 
 

 
Figure 1. User journey map of a day activity for the elderly 
图 1. 老年人一日活动用户旅程图 

5. 家庭用智慧养老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架构与设计实践 

家庭用智慧养老产品的设计内容中，要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对老年人的生理、

心理变化特点进行充分的关注，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感知他们的“痛点”，有针对性的

开展设计研究，对家庭用智慧养老产品的市场现状、产品分类有深入的了解，结合实地市场和问卷调研，

合理想象和构建使用场景，遵循“形式追随功能”的原则来确定家庭用智慧养老产品的功能、外观形态

和操作方式等。 
对于给老年人使用的产品，需要特别注意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与使用习惯，做到“精于心，简于形”。

最终选择确定“硬件 + 软件 + 第三方服务”的设计模式开展产品设计，并综合构架“床头平板产品 + 移
动监控机器人 + 报警器 + 社区服务平台”的表现形式(见图 2)，展示最终设计。 

居家养老生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存在人与物的动态交互[7]。此次家庭用智慧养老产品服务

系统的设计架构，实现人机分配与机机分配的功能与结构优化目标。该产品服务系统架构家庭与社区的

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养老服务平台作为控制中枢，合理高效将社会资源分配到不同的家庭中，解决每个

家庭个性化的养老需求，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和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 

5.1. 床头平板产品及交互设计分析 

5.1.1. 床头平板产品功能设计分析 
床头端的平板产品是整个智慧养老产品服务系统设计中的家庭端中枢，是整个系统中连接社区、家

庭与各服务机构的节点。老人通过该产品选择个性化功能，向社区服务平台发送自己的需求后，社区养

老服务平台整个各个家庭不同的养老需求，整合相应的社会资源向所属的服务机构分配不同的服务任务，

实现更全面、可持续的养老服务，解决老年人生活所需。图 3 为平板产品的整体使用流程。 

5.1.2. 床头平板产品外观设计分析 
床头平板产品由平板和支架两大部分组成。通过支架进行固定和调节角度，支架的多角度调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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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ystem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diagram 
图 2. 系统功能架构图 
 

 
Figure 3. Use process of tablet products 
图 3. 平板产品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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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不同用户的操作习惯。平板尺寸的选择上，考虑老年人使用屏幕时的舒适度以及平板本身重量等因

素，结合人机工程学知识，其尺寸初步设定为 14 英寸。平板上设计有一键报警按钮，向子女和社区发送

求助信息，可以更好的预防老年人突发状况发生时不能及时呼救的问题。整体外观颜色选择白色为主，

使整体造型简单大方，易于老年用户接受，见图 4。 
 

 
Figure 4. Bedside tablet product appearance design 
图 4. 床头平板产品外观设计 

5.1.3. 床头平板产品交互设计分析 
通过对老年人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进行梳理归类，对老年人生理及心理特征进行分析，了解到老年人

对于高技术产品大多数具有抵触心理，过于繁琐的操作界面和使用过程都可能加大老年人使用产品时的

困难程度。因此总结老年人产品设计的五大原则：简化操作流程、克制展示内容、着重亲友交流、多样

场景引导、清晰突出重点。 
基于此对老年人生活中常见的需求进行归纳分析，我将生活服务、医疗健康、消息提醒、亲情联络

和信息查询作为主体任务板块，加上智能语音助手来架构整个平板端的功能。 
生活服务是一大主要任务板块，其中包括购物、订餐、娱乐、水电缴纳等生活相关服务，可以全方

面的保证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所需；医疗健康任务板块包含老年人健康相关的网络问诊、药品购买、医院

线上预约、送药上门等医疗相关服务；消息提醒服务包括闹钟设定、吃药提醒、重要事件提醒以及社区

服务信息反馈接收提醒等；亲情联络功能主要实现与子女的视频通讯和老年人近期健康状况的定期上传，

使子女及时了解父母的身体健康情况；信息查询功能是所有功能使用情况的记录者，可以查询每项服务

的进展情况，可以查询服务的花费记录等。图 5 为床头平板产品的交互界面设计。 

5.2. 移动监控机器人产品设计分析 

5.2.1. 移动监控机器人外观设计分析 
移动监控机器人的外形设计上根据其移动监视的功能特点，避免大型笨重的设计元素，体量上满足

小巧灵活。作为一款居家环境下的产品，需要匹配室内家居环境，其外观设计方面，要注重轻松、和谐

的视觉感受，对形态、色彩、材质进行设计时要尽可能地保持温和、舒心，削弱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僵

硬与冷漠感，使老年人更易于接受[8]。因此外观颜色选取暖白色为主色，整体外形为圆球形状，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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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有简单的提示图标，造型简单可爱，见图 6。 
 

 
Figure 5. Bedside tablet product interactive interface design 
图 5. 床头平板产品交互界面设计 
 

 
Figure 6. Mobile robot appearance design 
图 6. 移动机器人外观设计 

5.2.2. 移动监控机器人功能与交互设计分析 
通过对老年人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进行梳理归类，结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与行为特征分析，设计机

器人的功能：一是直接向老人提供方便的随身服务，重点是监视活动和感情陪伴，提供天气提醒、服药

提醒、异动提醒等服务，且机器人自身具备全屋移动、自主避障、自动回航的功能；二是实现与养老服

务平台之间的连接，将老年人的健康、情绪变动等相关信息上传平台，便于家人及时得知老年人的健康

及活动情况。因为机器人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家居环境限制和老年人使用习惯问题，因此交互方式直接

采用简单明了、方便易懂的语音交互，可以大大降低老年人的使用难度。图 7 为移动监控机器人的使用

场景。 

5.3. 报警设备设计分析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项素质都严重下降，反应力变差，行动极其不便。很多独居的老人，

若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等疾病发作，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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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Mobile robot usage scenario 
图 7. 移动机器人使用场景 
 

 
Figure 8. Emergency call button 
图 8. 紧急呼叫按钮 

 

 
Figure 9. Emergency call button usage scenario 
图 9. 紧急呼叫按钮使用场景 

 
础上，设计一键紧急求救功能的设备，在老年人家中的关键位置，比如卫生间、马桶、餐桌等位置处，

安装一键启动的紧急求救按钮(见图 8)，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通过报警设备能够将报警求救信息及时

地发送给子女、社区和医院，如果子女无法及时的救援，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

场进行紧急救援。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根据需要可以安排专业的急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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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可以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整个救援过程将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的反馈，

使参与救援的各方都能及时了解到老人的健康状况及医疗状况。紧急报警设计的应用会为老年人特别是

独居老人的生命安全提供更有效的保障。图 9 为紧急呼叫按钮的使用场景。 

5.4.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平台设计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行业与社会各行各业开始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硬件 + 软件 + 第三方服

务”俱全的综合解决方案[9]。以平台化的方式对产品、大数据、互联网和物流进行一体化的管理，是未

来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更好地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在设计养老服务平台的时候，

也要朝着智能化、信息化和互联化的智能服务方向发展，进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方便、安全的综合性服

务平台。设计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平台融入家庭、社区、医院等多个部门，以养老作为主体支撑，

具备健康检测、疾病预防、安全报警、医疗服务、健康养生、购物娱乐等个性化功能。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设计不仅是面向老年人的特定设计，更是引导社区规划建设向精致化、人性化方

向的开拓性探索[10]。本文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架构设计(见图 10)，涵盖角色、设备、展示层、应用层、

资源层与数据层。其中，数据层与资源层利用终端监测设备，全方位收集老年人身体及环境指标数据，

以此为基础，应用层面向家庭、社区、医院等不同层面，实现对老年人进行多层次的医养护理、风险预

警、事故报警和个性化推荐的多层次、综合性的智慧养老服务。 
 

 
Figure 10. Architecture desig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platform 
图 10. 社区养老服务平台架构设计 

6. 结语 

科技的不断发展使得更多的高技术产品进入到生活当中，这些智能化和服务型产品可以帮助我们解

决社会养老这一大难题，本文通过对智慧养老模式、老年人真切需求以及现有的智能养老产品的研究，

确定了“软件 + 硬件 + 第三方服务”模式的居家养老服务系统设计，为社区居家养老提供了一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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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为解决养老问题创造了新的思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养老服务。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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