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2021, 11(1), 67-74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sa 
https://doi.org/10.12677/csa.2021.111008   

文章引用: 安文潞, 冀付军. 智慧养老平台的发展前景分析[J].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2021, 11(1): 67-74.  
DOI: 10.12677/csa.2021.111008 

 
 

智慧养老平台的发展前景分析 

——以锦州市为例 

安文潞，冀付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0年12月19日；录用日期：2021年1月14日；发布日期：2021年1月22日 

 
 

 
摘  要 

目前养老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智

慧养老”这一创新型养老模式渐渐被大家接受，但我国智慧养老及其相关产业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本

文通过调研国内外的智慧养老情况，结合锦州市的养老现状，对锦州市智慧养老平台现有功能进行分析，

并提出创新优化对策，对未来发展展开期望，希望论文的研究能对我国相关智慧养老系统设计的工作人

员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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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ension problem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innovative pension mode of “smart pension” using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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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s gradually accepted by everyone, but China's smart 
pension and related industries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functions of the smart pension platform in Jinzhou City by investigat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mart pension situation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inzhou City,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and optimized countermeasures, and carries out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hoping tha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inspire the relevant staff of intelligent 
pension system desig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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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随着“倒金字塔”、“空巢”式家庭以及高龄失能老人数量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导致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问题日趋严峻。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达 2.54 亿，占总人口的 18.1%。预计到 2050 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 4.83 亿，占比达 34.1%。同时数据

显示到 2020 年中国空巢老人将达到 1.18 亿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推算，到 2030 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

将翻一番达到 30%。因此能够得出这个老龄化速度远远高于世界整体的水平，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

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仅靠增加人力投入，全社会的养老需求已经无法得到满足，老人的养

老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老龄化社会正在迫近，我们亟需通过技术方式思考如何构建智慧养老平台，使智

慧养老产业得到有序健康发展。 
本篇论文从国内外养老现状出发，以锦州市养老平台为例，为每一位老年人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

更好帮助老年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提供多种服务项目，包括生活服务、心理咨询、健康管理、法律

服务与志愿者等，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希望本文能对智慧养老

平台的建设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2. 国内外养老现状 

从国外的研究进展看，国外智慧养老起步较早，现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体系和各具特色的养老模

式。国外关于智慧养老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智慧养老需求、科技手段能够提供的医疗保健、安全健康、

老年教育与娱乐等方面。实际上，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机构利用招呼警报系统、远程照顾系统以及远程

医疗系统等智能家居系统实现了对老年人的远程照顾。 
从国内的研究进展看，国内智慧养老起步相对较晚，国内现有关于智慧养老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概念

阐释、信息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探讨等方面，与国外研究相比，关于智慧养老理论层面研究较为薄弱，

在实践层面，由于针对智慧养老具体服务内容的研究不够细化、具体，缺乏系统性的指导智慧养老发展

的有效措施。 
传统的家庭式养老和机构式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需求，通过借鉴国外养老经验和对我国养老

模式的积极探索，智慧养老应成为我国主要养老模式，所占比率达 90%。根据调查，85%以上的老年人

有享受居家养老的意愿，智慧养老能够零距离解决养老难的问题。居家养老让多数老人居住在他们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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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由社会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多种养老服务，帮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居家养老使社会发展到了

一个更高层面的养老方式。 

3. 智慧养老平台的发展现状 

智慧养老平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平台，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需求与提供优质的保障，

实现养老服务的智慧化与互联化，同时这也是在我国老龄化背景下，能够解决现有养老资源短缺与养老

方式落后的有效方法。其能与服务能够更加贴近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够给他们带来熟悉感与归属感，同

时能在第一时间满足老人的需求，对突发情况的处理也可以及时到位。大量的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使得“智慧养老”在操作的过程中人性化，运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周围数据进行分析

后，可进行人性化的思考，从而能够分析居民所需要的服务并相应提供相关服务建议。总的来说，智慧

养老可以提高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效率，弥补供需不平衡和资源供应不足的缺陷，同时保障资源的节约与

高效利用，从而帮助减轻政府的养老负担，提供了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武器。 
智慧养老平台具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智慧养老理念慢慢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中，其也能够加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高城市经济效益，而城市养老的服务质量与效率，也促进城

市的养老服务领域快速发展，促进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与大数据等技术相结合的智慧养老平台的

建设，则已成为当下和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助力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问题[1]。 

4. 锦州市智慧养老平台情况 

锦州市智慧养老平台旨在解决目前锦州市日趋尖锐养老服务难题。应用“新一代物联设备 + 人工智

能”为政府提供精准大数据分析及数据支持，提供 24 小时贴心家政及健康咨询服务，帮助老人子女实时

全方位看护老人居家安全。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在养老行业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实现智慧养老，提升城市

养老服务质量与效率，促进锦州市养老服务领域快速发展。 
构建锦州市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借助于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结合，为每

一位老年人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更好帮助老年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提供多种服务项目，包括生

活服务、心理咨询、健康管理、法律服务与志愿者服务等，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此平台也得到了锦州市政府的授权与大力支持，得到了一定的监管，具有较强的

权威性。 
此平台做到只要老年人有需求，则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志愿者与网格员，随时在平台上由子女提交需

求，平台会派专人第一时间去为老年人解决苦恼。录入社区的网格员信息的优势在于能够精准覆盖到每

一个街道与社区。老年大学具有包括朗读、乐理、国画、电子琴等多项课程，使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加

丰富。同时借助硬件的嵌入，在老年人身上佩戴防走失手环，实时定位并实时检测老年人的位置信息，

通过在老年人家里安装火警燃气等报警设备，使家里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即可直接通过电话一键报警，

一键与子女取得联系。 

5. 研究方法概述 

此系统在互联网与政府搭建连接的桥梁，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各种新信息技术，为老

人提供较为便捷的养老体验，提供安全适用、精确高效的养老服务。因此系统会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

主要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 

5.1. 文献分析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数据资料等，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与归纳整理，在广泛考察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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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智慧居家养老的内容、利弊、模式及基本发展情况。 

5.2. 问卷调查法 

本论文采用问卷调查，调研对象主要是锦州市 60 岁以上的老人子女，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发放回收，

了解老年人个人情况以及对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和需求。同时，通过与锦州老龄办及社区工作人

员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当地智慧养老的具体情况，从而获得一手的研究资料。 

5.3. 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是对调查的数据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做出相关的结论。通过学

习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分析，分析了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认知及需求，以及老年人的

年龄、教育背景、居住状况、月收入状况、自理能力等个人因素对智慧养老需求的影响。 

5.4. 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是指小范围、有针对性的面对面访谈，可以帮助弥补问卷调查所不能满足的有针对性，能

够更详尽地了解老人的实际需求与意见。同时，为了保证调查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进行对老人访

谈时，要充分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与身体状况的不同，根据不同的老人反应的情况再灵活提

出相关问题，使其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调查问题，更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点和感受，也可以进一步搜集

问卷所不能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 

6. 锦州市智慧养老平台技术分析 

6.1. 面向对象开发方法 

面向对象思想是一种软件工程领域常用的开发方法，它与面向过程相比，具有较多的优点，也会降

低开发和后期修改代码的难度，这是目前的主流开发方法，我们应提升对学会更要学好它的意识，面向

对象的思想往往很抽象，用对象来代替实际的事物，建立起不同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面向对象方法可

维护性好，在开发大型软件产品时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数据和操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扩展性，在想

要实现某些新的功能的时候，只需要进行某些局部修改，实施难度较小，不会对软件的整体性造成破坏。 

6.2. 使用技术 

本平台开发环境系统选择使用 Windows 10，集成开发环境选择使用 Pycharm，使用 python 语言中自

带的 Django 开源 WEB 框架进行开发，数据库采用 MySQL 关系型数据库，网站前端采用 bootstrap 和 layui
框架，可视化技术应用 ECharts 实现。 

6.2.1. Django 
Django 是一个基于 Web 的应用框架，由 python 书写。Web 开发的基础是 B/S 架构，它通过前后端

配合，将后台服务器的数据在浏览器上展现给前台用户的应用。Django 本身是基于 MVC 模型，即 Model 
(模型) + View (视图) + Controller (控制器)设计模式，View 模块和 Template 模块组成了它的视图部分，这

种结构使动态的逻辑是剥离于静态页面处理的。Django 具有以下优点。首先，提供了大量的特性和工具，

不需要自行重新定义、多次组合、增删及修改。其次，开发文档较为完善，利于上手和学习。并且自带

强大数据库访问组件：其 Model 层自带了数据库 ORM 组件，不用再学习另外的数据库访问技术。并且，

其 URL 映射非常灵活：它使用正则表达式来进行 URL 映射管理，灵活且可操作性高。其自带免费的后

台管理系统、完整的错误信息提示也为 Django 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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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Echarts 
ECharts，是开源的数据可视化工具，兼容了几乎全部常用浏览器的特点，使它可广泛用于 PC 端及

手机客户端，其能够辅助开发者整合用户数据，创新性的完成个性化设置可视化图表。支持柱状图、折

线图、饼图等多类型图表。它只需要引用封装好的 JS 就可以得到预期可视化效果。并且其图标种类模板

丰富，还有丰富的 API 和适合新手的指导文档。利用 Echarts 开发的要点主要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引入

相关的库文件以及自己定义好的 JS 文件，定义好图表展示位置，使用 bootstrap 布局进行加工，编写 js
文件，处理图表数据，修改参数，适配实际数据情况和应用场景，运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封装，将图表展

示和数据接口独立出来，方便其他项目引用。 

7. 锦州市智慧养老平台功能介绍 

7.1. 系统主要角色 

在对系统分析之前，首要工作则是要明确系统具有哪些用户角色，该系统的主要角色主要包括老年

人、老年人子女、服务商、网格员、管理员五个群体。 
用例(Use Case)，这是一种在进行系统开发时捕获潜在需求的技术，描述了系统具备的功能和所提供

的具体服务。分析系统参与者要先从识别用例开始，在此系统中，从参与者的类型考虑，列出了系统中

的基本用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Use case diagram 
表 1. 用例图 

参与者 用例 

老人、老年人子女 用户信息管理、享受包括健康医疗在内的多种贴心上门服务、与硬件设备相关联实时了解老人的状况 

服务商 用户信息管理、提供服务、发布企业产品信息 

网格员 用户信息管理 

管理员 用户管理、平台功能维护与更新 

 

老人：该系统的被服务对象，也是该系统的使用人员，老人可以进行服务项目的下单、报名，提出

自己的需求，让服务人员上门来为老人实时解决疑惑。 
老年人子女：平台的主要使用者，是老人的监护人。老人可能不太会使用手机，因此需要他们的子

女来帮助老人注册账号，登入老人的信息，及如购买了硬件设备，还需要在平台上加以绑定。老人如果

需要什么服务，子女可以在手机上帮助老人购买服务。老年人子女应该教老人如何使用手机，这样老人

可以通过手机主动浏览健康资讯，也可以学习使用老年大学报名等相关功能。在服务结束，每个用户都

可以对服务人员进行评价，还可以查询到历史服务记录。 
服务商：服务的提供者，各类相关企业通过此平台可以发布各类产品信息。同时这不仅仅针对企业，

个人类型的服务人员同样可以注册登录系统，查看老年人需要的服务，并对其进行帮助。平台对服务人

员的资质也会加以严格审查，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服务从业资格才能上岗。评价是双方的，服务人员在服

务完老人之后，也可以在平台上提交信息，如该位老人的生活习惯或禁忌等注意事项，为日后其他的服

务人员也可以加以提示功能。 
网格员：以社区为单位统一管理用户，网格员作为最熟悉本社区用户的工作人员，应加强对用户的

关爱，同时如果接到所在社区的报警通知需立即处理。 
系统管理员：作为系统后台的主要管理人员，管理员主要负责对系统注册用户的审核与管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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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所入驻服务商家的资质与其所发布的服务项目是否可靠真实，管理员对系统的功能与安全负责，还

应在平时工作中重视对系统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7.2. 系统功能需求 

该平台叫做“智慧居家养老公共服务平台”，这是一个实现“养老信息共享”的信息化的公共服务

平台，借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这样的平台，整合各个专职系统的技术特点和优势，将个人、

社区、服务商、医疗机构连接起来，完善养老相关功能，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从生活照料、健

康管理、精神生活、紧急救援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养老保障服务。智慧养老系统建设的核心

内容是建设虚拟养老院，优化系统构架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起着关键作用。在老年人切实需求的基础上，

减少系统的重复建设、提高信息数据共享率、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将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供给水平。系

统功能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unctional structure diagram 
图 1. 功能结构图 
 

在前期调研过程中，通过对老年人的实地走访调查，我们更加了解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设计的主

要几个功能模块包括：用户管理、老年人信息管理、健康档案管理、远程看护、位置监控、服务商管理、

服务项目管理、老年大学、应急预案管理、硬件设备管理等。这些事项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子女最为关

心的环节，因此本系统的开发主要围绕这些功能需求实现。 
在使用过程中，老年人通过手机 APP 即可获取相关信息，但更多的还是老人的子女在使用，替老人

注册、绑定基本信息、绑定相关设备、及报名老年大学，提交服务项目的服务需求等，如果有问题即可

直接拨打电话，直接联系志愿者或社区网格员。还能够直接在平台上咨询与预定服务项目，心理咨询、

法律服务、家政服务等，查看老年大学的课程信息及点击报名，预定医院的体检项目。作为企业服务商，

企业能够通过平台发布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如家政服务、保姆、家电维修、上门理发、助诊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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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老年人的基础信息管理，包括一些身体指标数据等，为了能使老年人、老人子女更放心，老

人基础信息的数据可实时进行修改，如果自行检测完可直接修改并上传回该系统。老人还可自行上传自

己的血压、心率等身体指标，以能够实时掌握自己的健康或者疾病状况。 
本系统的开发即主要围绕这些功能需求来实现。同时，硬件设备的接入使老年人子女能够实时监测

到老人所在的位置信息，实时看到老人的运动轨迹。在服务人员要想为老人进行服务之前，也同样需要

开启定位，确保老人或老人子女也能够实时查看到当前服务人员的信息，安全放心。 

7.3. 系统业务流程图 

业务流程图是一种用来描述业务走向的完整的业务流程的过程文件，在产品设计中不可缺少，它以业

务处理过程为中心，用来帮助系统分析人员找出业务流程中的不合理流向。图 2 为此系统的业务流程图。 
 

 
Figure 2. System business flow chart 
图 2. 系统业务流程图 

 
首先由老人或老人子女通过 APP 表达自身需求，下达服务请求，此智慧养老系统会通过三种途径为

老人提供养老服务：一是通过硬件设备为老人提供报警监控、位置定位、一键呼叫等服务；二是为老人

登录后平台会根据家庭住址自动绑定所在社区网格员的信息，如果老人有紧急情况或需要帮助的时候，

都会立即为老人们提供服务；三是系统通过平台匹配老人需求的外部养老服务资源，帮助老人传递需求

信息，服药提醒、医药食品代购、上门维修、上门医疗等养老服务，推荐老人选择最合适自己的服务。

在整个服务获取流程中，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人机交互、指令传输等功能，而这也是智慧养

老系统的技术核心，也是当今社会需要发展的信息技术。 

7.4. 系统特色功能 

7.4.1. 大数据的应用 
在“智慧城市”框架内提出“大数据”技术在智慧养老中的应用，大数据的核心作用是预测功能，

它将为智慧养老的研究创造可量化的维度，通过展示作用能够动态展现当前街道人数，在智慧养老的发

展过程中，大数据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据可视化可直观呈现数据结果，用户体验效果较好，复杂的数据需要借助有效的工具使得数据可

视化，便于理解。在此系统中，通过对网格员和网格社区的精准定位，可以实时查询到不同社区的人数

情况，获取到年龄结构、居住情况，及各网格员的联系方式，同时还能够统计出服务响应速度，包括报

警次数与处理次数等内容，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实时获取位置附近信息等。 

7.4.2. 物联网的应用创新 
如今我们既可以认为未来的物联网是面向全球的连接物品的信息基础设施，也可以理解它是物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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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换网络。继互联网之后，物联网急速扩展，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传感器 在移动终端、养老专用设备中的部署越来越普遍，老年人与周围的环境相互连接，物联网可以

实时感知老年人的体征与行为状态，并协助老年人更顺利地达成行动目标或完成平时难以完成的行为。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老年人接受新事物和使用新设备的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运用物联传感控

制等新技术的普及基础[2]。通过互联网，将老人与社区同社会组织、企业、医院等单位，有效、合理且

高效的联接在一起，研究老人如何用智慧手段通过平台获得更加及时、完整、个性的养老服务，真正的

做到咨询在网上，服务到家中。 

8. 结论 

目前我国老龄化的现状问题较为严重，养老模式中仍存在关于“安全看护、健康管理”等多方面的

问题，居家养老模式仍是当今主流的养老方式，但其也存在着弊端，需要我们格外对居家养老的老年人

群体加以格外的重视，家庭的照料有的时候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来自社会、来自社区的温暖关怀，为

老人提供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等服务陪伴。同时要建立起老人的电子健康档案，实时关注老

人的健康等。因此基于上述的实际需求，有必要进行智慧养老系统的开发，能够作为老年人与当今社会

的纽带，为老人提供更为全面的社会服务，也能为老年人子女减轻养老负担，使子女能够实时掌握老人

的信息、位置，对老人的安全放心，也可更加关注老人的精神生活，为他们报名参加老年大学、多出去

走走，使老人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 
本论文对锦州市的智慧养老平台加以分析，对 UML 建模过程及采用技术加以论述。此智慧养老系

统的开发具备较强的可实践性与应用性，并对“智慧养老平台”技术及功能加以总结，在软件开发方案

确定后，首先应该使用 UML 统一建模语言完成对系统的分析，包括需求分析、功能分析等，找准系统

主要角色有哪些，绘制用例图，建立角色与用例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系统的行为更是必要的工作，明

确系统的工作流程与业务逻辑。只有做好系统的分析工作，日后的数据库的建设、系统的开发才都会很

顺畅，也便于产品人员与程序开发人员之间的沟通，提高软件开发的质量与工作效率。可以说，“智慧

养老平台”能够有效解决日益矛盾的养老问题，提高社会运行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品质，为社会减轻负担，同时也会消除年轻人的养老顾虑[3]。但是智慧养老相关的成熟产业化离不开政

府对企业的监管，因此在进行“智慧养老”系统日后的开发过程中，应继续加强与政府的合作，获得与

养老服务相关的外界信息，包括旅游、交通、气象等[4]，完善增添多种功能，争取打造更令老年人满意

的智慧养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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