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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移动健康的含义和分类，老年人移动健康的研究发展现状和不足之处。分析了老年人移动健康的体

验价值，包括实现自主管理健康、促进情感交流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并进一步总结了相应的设计指导原则，包括匹

配老年人的心智模型、提供简单的交互体验、生理照顾与情感关怀并重和自主性与自我实现感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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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ntroduced the basic mean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mobile health，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sadvantages of

elderly mobile health service.It analyzed the value of care platform design，including achieving self-management health，pro-

moting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ing personalized services，and further summarized the design guidelines，includ-

ing matching the elderly mental model，providing a simple interactive experience，both physical care and emotional care，

achieving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and self-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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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健康这个概念在2007年被首次提出，正

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老年人由于自身生理心

理的特殊性，是移动健康的重要服务对象。当前面向

老年人的移动健康关爱服务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包括具体的系

统架构、无线网络的连接方式等，缺乏从设计的角度

来分析移动健康，因此，结合老年心理学来指导移动

健康关爱平台的设计有着重要意义。

1 移动健康解析

1.1 移动健康的含义和应用

移动健康，也被称作移动医疗，是指通过移动网络

和智能移动终端来提供医疗和公共健康服务，见图1，

并积极影响大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朝着有益于增强健

康和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向发展[1]。

移动健康涉及的范围广泛，见图 2，典型应用包

括：（1）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通过移动终端（如手

机）录入、上传居民的医疗健康数据至关爱平台，平台

应用健康知识库来提供健康指导、健康档案等长期个

性化服务。（2）单项生命体征的检测。将生命体征设

图1 移动健康服务的概念描述

Fig.1 Concept description of mobile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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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采集到的用户体征数据上传至关爱平台，由平台上

的医师对症状分析和诊断后进行线上告知和线下服

务。（3）远程急救和远程医疗护理。通过移动终端为

用户提供远程的急救或医疗护理，包括必要的疾病预

防、预测和干预服务。（4）运动能量管理。将能量采集

设备（如运动腕表）收集到的用户运动数据上传至关

爱平台，用户在平台上可看到此次运动消耗的物质情

况，如卡路里、脂肪等，以此来指导科学运动。

1.2 老年人移动健康的发展现状

老年人移动健康服务主要是慢性病管理和健康

监测，服务模式分为健康采集终端和健康应用终端，

健康采集终端是带有WIFI，GPRS，3G等模块的采集

各项生命体征数据的设备。健康应用终端是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上的健康应用软件，可分为

资讯类和工具类。

当前老年人移动健康关爱服务还处在萌芽发展

阶段，呈现出一些不足之处：（1）老年目标人群未细

分。面向老年人的移动健康服务分支数量较少，且目

标人群统称老年人，未作更细致的分类。由于年龄阶

段、性别、性格、教育程度、职业和养老方式等的差异，

不同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心理需求都是不一样的，缺

少相关的分析会导致设计缺乏针对性。（2）片面关注

生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包括生理、心理和

社会适应能力[2]。目前的移动健康服务只关注了老年

人的生理健康，缺乏对心理健康等其他方面的分析。

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同步老化，且会相互影响，片面

关注生理健康会导致不能全面看待和有效解决问

题。（3）缺乏对老年人深层需求的分析。老年用户的

需求层次分为显性、隐性和潜在需要。通过研究老年

心理学，结合实地的观察、访谈分析用户背后的动机，

用以指导关爱平台的设计，可更贴合老年人的需求，

提高用户粘度。

2 老年人移动健康关爱平台的体验价值

2.1 实现自主管理健康

移动健康关爱平台为老年人带来的最大体验价

值，是由依赖于医院的被动治疗转向自主防治。移动

健康服务的随意性使用户在任何地方都能检测自己

的身体健康状况，并将检测结果实时上传至云平台，

平台上的专家针对远程用户进行不受时间和空间限

制的诊断、治疗和干预，用户也可以查询相关的健康

服务，并在任何完整或零碎的时间获得健康信息。用

户自己参与健康管理，充分发挥自主性，健康理念也

得到转变。

2.2 促进情感交流

产品与用户之间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是交互设计

中的重要因素。好的设计不仅要满足功能，更需要激

发人积极的情感，让产品与使用者之间建立情感联

系。移动健康产品为老年人提供贴心的健康服务，成

为了老年人生活的助手，这种使用中的情感交流以及

由此产生对产品的情感依赖，是提高用户粘度的重要

手段。另外，移动健康产品强调子女及家人对于老年

人身体状况的了解和互动沟通。这种人际间的情感

交流，有助于消除和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有利于老

年人身心的良好发展。

2.3 提供个性化服务

不同老年用户由于所处年龄阶段、生活环境习惯

等的不同，他们的健康需求是不一样的。

在老年人移动健康关爱平台的设计流程中，设

计师首先研究目标老年群体。借助用户访谈、人物

角色和情境设定、用户观察、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

目标用户群体的知识背景、认知特性、心理需求和行

为习惯等信息，经过加工形成用户模型。接着，设计

师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建立设计模型，用以指导

移动健康平台的开发设计。平台在实际运行中出现

的问题，又可以反过来促进设计模型的修正和完

善。在老年人移动健康关爱平台的使用流程中，见

图 3，老年用户通过生命体征检测设备来检测自身的

各项生命数值并上传至平台，平台建立个性化健康

模型，进行评估并给予及时反馈，这种服务模式能贴

合用户的实际需求。

图2 移动健康服务的范围

Fig.2 Range of mobile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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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年人移动健康关爱平台的设计指导

3.1 匹配老年人的心智模型

心智模型是用户基于自身经验和现有知识来理

解产品[3]。当移动健康关爱平台的表现模型越接近老

年用户的心智模型，用户就越容易理解和使用。

受生理因素的制约，老年人在认识使用产品时，

学习节奏较慢，学习能力较弱，但相较学习生疏、无意

义的内容而言，学习有意义的，和过去经验有联系的

内容较易[4]。鉴于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联想和经验有促

进老年人学习的作用，可采用隐喻的方法来匹配老年

人的心智模型。隐喻是借助熟知、有形的事物来理

解、体验目标事物[5]，可分为界面隐喻和动作隐喻。当

虚拟的物体和动作借用了现实生活中的物品形象和

操作方式，老年用户可快速理解产品并顺利操作。此

方法能增加电子产品的亲切感和交互友好度，唤起人

们更多相似的情感和记忆[6]。值得注意的是，隐喻不

是单纯地模仿事物的外部属性和相似性，而是寻求源

元素和目标元素之间的内部结构关系，并考虑语构、

语用、语义以及上下文语境，从而帮助老年用户更好

地理解隐喻。德赛老年人智能手机TS928，在健康检

测程序的设计上运用了界面隐喻，整个健康检测程序

为置于桌面的药箱，箱内的心率、血糖、血压和体温检

测选项分别是相应设备的形象，见图4，要想进入某检

测选项，只需点击相应的设备图标。此设计匹配了老

年人的心智模型，减轻了老年人的学习成本，便于理

解和使用。血糖检测的餐前餐后选项采用了动作隐

喻，模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左右滑动开关的手势来进

行选择，使老年用户在操作虚拟界面时也能获得使用

实际物体的感受。

3.2 提供简单的交互体验

1）简化任务流程。老年人由于感知觉的退化，记

忆和注意的局限，他们很难对复杂任务进行良好的操

作。通过简化任务结构来减轻老年人的认知和学习

负担，减少出错。设计师在进行老年移动健康产品设

计时，首先要进行任务分析，建立使用场景，提取任务

的特点，从而细化每一个需求点，尽可能简化任务的

流程。如果用户想查看自身某月血压的健康状况，那

么从健康检测首页到最终看到相关记录，需要进行 4

次点击。这种广而浅的架构模式简化了任务流程[7]，

减少了用户的点击次数，便于用户的操作使用。注重

移动健康关爱平台的易学性可使老年人快速上手，易

用性使老年人顺利完成交互流程。

2）建立良好的视觉层级。老年人视觉能力下降，

视像往往模糊不清，在界面设计时应简化页面布局，

建立清楚的视觉层级。具体操作步骤可分为：（1）筛

选信息。只展现对用户有用的信息，让用户在有限的

信息中发现重点。（2）排定信息的优先级。对信息进

行科学分类，按优先级排列顺序。（3）视觉表现配合信

息关系。越重要的信息越突出，逻辑上相关的内容在

视觉上也相关，逻辑上包含的内容在视觉设计时嵌

套。去掉分散注意力的元素，减少视觉干扰。总之建

立良好的视觉层级要遵循用户的行为习惯，同时给予

适当的引导。这种简单的用户体验可以提高老年人

对平台的满意度。

3.3 生理照顾与情感关怀并重

老年人年龄阶段的特殊性造成了这一群体在生

理和心理都处于脆弱时期，身体机能的下降突出了

健康管理的重要性，而心理上的依赖性则需要情感

的关怀。

在移动健康关爱平台设计中一方面考虑老年人

衰老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衰退较早的感知觉（视、听）

图3 老年人移动健康关爱平台的设计和使用流程

Fig.3 The design and use process of mobile health care platform

for the elderly

图4 德赛手机上的健康检测程序

Fig.4 Health monitoring program on the Desay phone

顾瑜等 面向老年人的移动健康关爱平台设计研究
79



包装工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Vol. 34 No.22 2013-11

和记忆力。在设计时采用大按键，大字体：手机屏幕

上的文字显示要考虑易读性，包括字体大小、与背景

的对比度、字间安排等，其中字体大小应在24 pt以上；

利用多感官信息，如在显示数据外增加语音播报功

能。另一方面提供情感上的关怀。设计时追求感性

和情境的塑造，利用情景化的手法进行界面设计，界

面不只是用户与设备接触的媒介，而且具备了和用户

产生情感交流的功能。注重平台互动性的设计，增加

老人与子女，老人与同龄人之间的互动交流。老年人

子女通过平台和父母的互动，及时了解父母身体状况

的各项数据，发现问题后取得联系；加入老年群体之

间的互动内容，将移动和社交融入健康管理有助于增

加用户的粘度。

3.4 满足自我实现感

老年人在社会、家庭中所起作用的不断减少易致

自我作用丧失，但仍有较强被社会认同，实现自身价

值的需求。移动健康产品本身强调的就是自主性：自

己管理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在产品设计中要给予

老年人充分的自主性和掌控权，提供精简功能并预防

误操作，操作方式与流程熟悉并可预见。相比年轻人

而言，老年用户更易因多次操作失败而产生无助感，

不再进行尝试。为了消除挫折感和焦虑感，要保证用

户在一个进程开始前可以随时取消，在进行可能的致

命错误操作时确认操作意图，以及可停止进行中的程

序。这种控制权的体验使得用户从会使用到愿意使

用，再到一直使用。

移动健康关爱平台除了从健康需求角度给老年

人提供舒适性与方便性外，还要在情感需求方面带来

开放性和互动性的感受，这涉及使用过程中人的自

由、尊严、个性满足等重要问题[8]。通过平台传达出对

老年人内心体验和生存意义的关怀，让老年人找到尊

重和自信的感觉，这是产品设计战略层的内容。

4 结语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通过移动互联网建

立关爱平台，有助于加强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为老年

人提供生理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关怀，满足其健康需

求、依存需求和情感需求。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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