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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居家养老模式下适用的智能产品类型与设计。方法方法 针对面向居家养老人群的现状

与需求，结合此类产品的设计实例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满足高龄用户居家养老的智能化产品可分为三大

类型，即养老服务的智能家居产品、针对老年用户的移动应用（APP）产品和面向高龄用户的可穿戴产

品。通过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触摸屏式操控将智能家居与老龄用户的需求无缝对接的产品，将是

智能家居类产品设计的方向；移动应用类既可以通过软件的设计弥补现有操作系统对高龄用户的设

计缺憾，也可以进一步结合软硬件设计出更完善的老年人智能手机产品；集成化更高、设计更为隐形

是未来老龄用户可穿戴类产品的设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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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intelligent product type and design of home car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needs of home care for the elderly，the design examples of such products are analyzed. The user home care for senior
citizens to meet intelligent produc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namely smart home products pension services for older
users of mobile application（APP）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user′s wearable products. Via the mobile internet，smart
terminals，touch-screen control smart home user needs with a seamless aging products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smart home
products design; mobile application classes that make up the existing operating system to the user through the software is
designed for senior citizens design defects，can be further combin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more perfect older smart
phones; integrated higher，more stealth design is the future trend of an aging design wearable products for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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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之下，“亲情养老”依然

是“居家养老”的核心内容。然而，80 后家庭多为

“421”结构：四位长辈、一对小夫妻再加一个孩子。年

轻夫妇在事业发展与照顾老人和孩子之间，难以平衡

和兼顾[1]。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与之相关的智能产

品需求就显得愈为迫切，不仅能够让子女省心省力，

而且还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构建起与社区、医院的联

系，促进居家养老模式的社会化发展。研究此类产品

的类型、功能与用户体验等设计要素，将成为推动中

国社会养老事业进步、造福老龄化人群的必经之途。

1 为养老服务的智能家居产品设计

在居家养老模式下，智能化的家居产品，无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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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为实用和普遍的产品类型。广义地说，智能化家

居产品是包含了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和呼叫

监测系统在内的完整体系；一个完美的面向老龄用户

的智能化家居解决方案，应当整合了上述3个方面的

所有功能。

1.1 智能家居与老龄用户的需求关系

由于老年人视觉、听觉的功能衰退，对新事物的

学习能力减弱[2]，因此格外需要操作更简便、能够自主

自动完成初级功能的家电产品。

以居家老人使用频率最高的产品之一——电视

为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此方面的设计还有许多尚

待改进之处。在“通用设计”的大理念之下，西方推出

的老年电视从电视到遥控器都把按键数量减到最少，

且每个按键上都有明确、醒目的提示。老年人可以买

到最少只有5个按键的遥控器或超大遥控器，将按钮

进行特殊可视化设计的遥控器，见图1[3]。而我国目前

依然停留在电视遥控、机顶盒遥控同时使用的阶段，

且按键密集，操作复杂，极易误操作，导致数字高清机

顶盒内即便安装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生活资讯、游戏

等内容，也无法使用的尴尬局面。

1.2 老龄用户智能家居管理系统的设计类型

与智能家电、家具和移动终端整合在一起的智能

家居管理系统，配合呼叫检测系统，将构筑起一个完

整的老龄化家居解决方案[4]。此类产品的设计目前主

导方向为两种：其一，以各种传感器为核心的智能监

测与呼叫系统；其二，结合具体家居产品进行的整合

式智能设计。相较而言，第一种类型产品设计元素较

为简单，第二种类型产品设计具有更高的实用度和设

计深度[5]。

例如，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的工程师研发的一款

内置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智能衣柜”，从外形上与传

统衣柜并无二致，但具备针对老人生活常见困扰的诸

多设计特点。老人出门忘了带手机和钥匙，找不到老

花镜，“智能衣柜”就会发出警报，内置的“定位系统”

还会自动追踪那些被随意放置的物品；老人感觉不舒

服了，“智能衣柜”则可以帮助测量血压、血糖等重要

体征，之后会针对性提出各种建议。倘若“智能衣柜”

探测到老人的重大健康问题，还会启动家庭医疗机

制，自动联系远程医生或护士。此外，通过模块化设

计，内嵌平板电脑，集成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智能衣

柜”还可以采集、保存老年用户日常喜好信息，如天气

预报、汽车时刻表、子女联系方式和家庭电话等。

可以预见，通过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触摸屏式

操控将智能家居与老龄用户的需求无缝对接的设计，

会成为未来智能家居产品设计的翘楚。

2 针对老年用户的APP产品设计

作为集通讯、社交、工作于一体的智能手机，配合

日益增速的移动互联网，已成为最为重要的智能终端

产品。非智能时代的手机就已经出现了专为老年用

户设计的大字体、大按键功能[6]；在以触摸屏占主导地

位的智能手机时代，这些硬件上的改变被转嫁至软

件，相应的，面向老龄用户的智能手机系统与APP（智

能终端应用程序）产品就成为设计的主攻方向。

2.1 APP产品对智能手机系统的设计弥补

在手机系统方面，目前三大主流系统（IOS、

Android、Windows Phone）在老年人使用中都会出现软

肋。IOS系统为追求界面布局将许多功能隐藏的特点

不易被老年用户理解，容易误操作；Android系统字体

较小，界面复杂，不同机型又有不同问题，增加了用户

的学习难度，这恰恰是老年用户最担心的；Windows

Phone系统的核心亮点“瓦片”太过追求流畅，画面一

闪而过，轻触即引发强烈的动态效果，无论从视觉还

是触觉都会为老年用户带来负担。

为此，新加坡一家IT企业推出了名为“Silverline”

的智能系统，见图2[7]。事实上，这只是一款APP产品，

但其安装后可以对智能手机进行彻底改观，相当于安

装了新的操作系统。Silverline首先将手机界面彻底改

观，打开应用程序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号字体和简洁的

布局。之所以称之为系统类应用，在于其包含了5个

独立的、专供老年人使用的下属应用：Connect（联系

人）应用，其显示的联系人列表比传统智能手机的联

系人列表更适合中老年人使用，图片更大，老花眼不

戴眼镜也能看清楚；Discover（发现）应用，其实就是一

图1 专为高龄用户设计的智能电视遥控器

Fig.1 The smart TV remote control designed for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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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极简的摄像应用，不需要经过任何设置，只需要轻

点屏幕就可以拍照保存，同时自动将照片根据地理位

置和时间进行标记；Myinspiration（每日发现）应用的

功能就相当于手机报，它集合了每日新鲜事和大事

件，除了文字图片外，还有视频内容可以观赏，当然，

字体也很大；Emergency（紧急情况）应用，遇到紧急情

况，可以直接呼叫救护站或看护者；Well Being（康乐）

应用拥有定期服药提醒功能。配合一款游戏，在功能

设计上满足了老年用户基本的生活与娱乐需求，色彩

设计上采用了贴近自然的绿色、褐色为主色调，辅以

鲜明的色彩搭配，整个界面维持了清爽的感觉。这5

个应用既可以单独下载，也可以打包下载，轻松即将

普通的智能手机变为老年智能手机。

2.2 软件与硬件结合的老年智能手机设计

与之类似，日本富士通推出了搭载老年用户使用

Android系统手机RakuRaku。在推出产品之前，富士通

就启动了同名老年社交软件，积累了一定用户量后，再

推出手机产品。尽管搭载的是Android系统，但其外观

却进行了全新设计。吸收借鉴了Windows Phone更适

合于指触的大图标设计，将主要用于通讯功能的“电

话”、“短信”和“通讯录”放在主界面的上部，图标设计

也更接近于Windows Phone的“瓦片”，而非Android的

不规则轮廓小图标。此外，在下方主打智能手机的移

动互联网联通功能，将搜索栏、RakuRaku社交软件放

在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主打“联络”功能的老年人手机，

“社交圈”、“分享与评价”等功能一应俱全，而且还能通

过普通智能手机及PC登录，除了老年人之外，包括儿

童在内的家人也可参与。在硬件方面，这一款产品针

对老年用户的抓握特征，对机身背面进行了激光咬花

加工，不仅手感好，而且不易滑落。

随着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接纳程度与日俱增，面

向高龄用户的 APP 应用产品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需

求。设计除了改良系统外，还包括用于远程监控的专

属APP，以及一些基本的生活功能应用，如手电筒、计

算器、戏曲欣赏等。无论何种产品，大字号、大图标、

简单的功能设计、防止误操作都是设计的重点。此

外，在一些公众服务类APP产品中添加针对老年用户

的设计也会是未来的趋势，如在公交导航类产品中加

入“一键回家”功能，就使得生活在都市中的老人不再

恐惧探索城市的未知地域。

3 面向高龄用户的可穿戴产品设计

在智能产品中，依托移动互联网和传感器技术

的可穿戴产品成为近年来的“新宠”。对于居家养老

的老人来说，可穿戴设备可以成为其联系外界的重

要节点[8]。

3.1 远程健康监测产品的功能指向

用于远程健康监测的可穿戴产品目前在此类型

产品的占比最大。几大移动通讯生产商都纷纷推出

自己的远程健康监测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将老年人的

身体信息通过互联网及时告知医疗系统、社区服务站

或儿女，如何通过设计使其更加简单可靠，是其设计

的唯一重点[9]。

3.2 远程健康监测产品的设计要素

在硬件设计上，此类产品的首要需求无疑是尽量

小巧，便于随身携带。现有的技术已经可以支持将产

品设计得尽量灵巧方便。例如，美国阿兹海默协会推

荐的Comfort Zone产品CMA800BK，如同一张名片大

小，质量为50g，放在患者口袋之后，监护者就可以一

键实时获知患者的精准位置。当患者走出安全区域

时，监护者就会马上收到短信提醒。另一家美国公司

Care Predict将即将推出的老年人可穿戴健康跟踪设

备设计为时下流行的“健康手环”形式，不仅可以通过

腕部传感器监测用户的手臂运动、身体姿势和走动速

度等，时尚的外观设计也会带来更多正面效应。此

外，将产品与服装结合设计，实现“隐形”的可穿戴，将

会更好地发挥产品功用。

减少学习、易于使用仍然是此类产品设计的大方

向，因此，未来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产品外观的

小巧、简化设计与复杂功能的整合。在美国一款名为

Amulyte的新型老年人可穿戴设备中，就配备了相当多

的功能：蜂窝无线电、WIFI模块、GPS模块、加速计、内

置扬声器、麦克风、一个让所有部件协调运行的微控制

器以及一个支持该设备保持运行长达一周的电池，所有这

图2 “Silverline”APP产品打造老年人手机智能系统

Fig.2 "Silverline" APP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to create smart

pho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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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功能都汇集在一个纽扣大小的产品中，见图3[10]。为

方便使用，该产品唯一需要操作的就是一个大大的、位

于产品中央的“帮助”按钮。一旦该按钮被按下，设备

立即开始联系预先设置好的所有紧急联系人。

未来的老龄用户可穿戴智能产品的设计趋势非

常清晰，即集成化更高、设计更为隐形。移动健康监

测装置将转化为对身体、安全进行全面监护的集成设

备，现有的血糖、血压、心脏、位置监测的设备有望进

一步融合，甚至直接“穿”在身上，通过远程监控穿戴

者的心率、呼吸和其他生命体征，让子女更方便地知

道父母的日常作息、运动量等信息；这些信息同时还

可以直接与社区或医院互通，为老年人的及时救治、

慢性病的检测与发现等提供动态数据。

4 结语

纵观“居家养老”模式下的老龄用户需求，均离不

开基本生活、医疗服务、亲情沟通这3个方向。随着移

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这3个方向需求将进一

步融汇、整合。例如，智能家居产品不仅能满足基本

生活服务，也有望承担起医疗信息的传递、家庭成员

的互通等功能；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将不仅是移动终

端，更成为居家养老的“信息中心”和“监测中心”；各

种形式的可穿戴技术也将会藉由传感器融入到更多

的生活产品中，与智能家居、移动终端共同构成立体

的数据信息网，既方便了老龄用户的生活，又成为其

与外界进行联络的工具。智能化产品设计的进步，将

会使居家养老变得更加可行、可靠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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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集成了多种功能的老年人智能产品Amulyte

Fig.3 Integrated several functions smart products Amulyte for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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