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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建立以“感-知-行”为核心的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网络平台系统

可以为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提供保障。方法方法 通过对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网络系统特性的分析，进行了

移动终端的关爱系统功能架构设计与界面设计，以及桌面终端的关爱网站信息架构设计与界面设

计。结果结果 在满足了老年人精确、便捷、及时采集检测数据的“感”的需求与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的

“知”的需求的同时，重点提升了满足了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行”的需求。结论结论 通过探讨“感-知-

行”需求层次下的系统设计，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对老年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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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aging is increasing，the real-time health care network platform for the aged
people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sense-understanding-action theory，and the health living program is proposed. Through
analysis of aged people health car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the function framework and interface of health care system for
mobile phones are designed. Moreover the information framework and interface of health care website for PC are designed.
The design can satisfy the sense requirements of accurate，convenient，timely data collection，the understanding requirements
of loneliness reduction，and furthermore emphatically the action requirements of self-value realization. The system design
can improve the aged people health and safety conditions，and furthermore advances the society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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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老龄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1]，老年

人身体机能的衰退[2]对其健康生活造成了极大威胁[3]，

关爱老人健康和安全监护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4-6]。

随着“移动健康”的概念在2007年被首次提出，面向老年

人的健康关爱的产品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北京交通

大学研究了一种基于网络射频信号的老年人跌倒检

测系统[7]，日本WIN Human Recorder公司研制了体征

信号采集系统HRS[8]，广东经融学院研究了如何为老

年人提供网络信息服务[9]，这些研究对实现老年人实

时移动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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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知”的层面，包括监测技术与网络系统架构

等，缺少对老年人健康关爱需求的深入设计，没有完

全获得老年消费者的认可。这里通过对老年人的

“行”，即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的深入分析，旨在设计

基于“感-知-行”层面全新的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网

络平台系统，并实现人性化和情感化，以满足老年人

需要被关爱的真实需求。

1 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网络系统特性分析

基于“感-知-行”的老年人实时健康需求层次见图

1。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的“感-知-行”需求分析中，

“感”，即满足健康监测的需求，“知”，即满足被尊重、减

少孤独感的需求，“行”，即满足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

为了使网络平台的设计更适用于老年人，这里进行了

健康关爱网络移动终端与桌面终端特性分析，还进行

了系统功能、适用特性和服务价值的区分。健康关爱

网络移动终端与桌面终端的特性分析见表1，“感”的需

求在网络系统中主要体现在核心功能、其他功能和信

息显示的设计，通过老年人体征数据的实时监测保证

其健康安全生活。“知”的需求体现为文本输入、使用情

境、存储信息和适用网络的设计，满足老年人在关爱网

络系统的使用期望被尊重的需求。“行”的需求通过控

制方式和用户感知设计，使老年人充分找寻到自己在

健康关爱平台中的定位以及自我价值，其具体表现为

老年人对自身健康关爱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解决能力、

对现实的接受能力和与时俱进的心态，在接受身体机

能衰退现状的前提下，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事情。

与此同时，在老年人关爱网络系统的设计中，移动终端

的操作界面较小的尺寸决定了其信息在视觉处理上讲

求主次关系，而桌面终端讲求图片的视觉化，较大界面

适用更多的信息展示。针对健康平台移动终端与桌面

终端不同的特性，为满足老年人移动健康关爱网络系

统中实现“行”的需求，总结出了移动终端与桌面终端

不同的设计策略和需求模型。

2 移动终端的关爱系统功能架构设计

2.1 健康检测功能架构设计

移动终端的功能和价值特性，为健康指标检测、老

年人看护、健康管理平台和健康应用的移动关爱系统

设计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老年人的健康指标检测立

足于满足老年人从“感”、“知”层需求到“行”层需求的

转变，而不再仅仅停留在单纯对检测功能的使用。健

康检测的功能架构见图2，针对老年人常出现的心脏病

突发、意外跌倒和痛风等问题，移动终端关爱系统设计

实现对老年人血压、血糖、体温和心率这4个指标的检

测和记录的需求。其中通过血压、血糖、体温和心率不

同指标的检测满足了老年人“感”的检测需求。老年人

可以按天、周和月来查看历史检测信息，满足了老年人

“知”的理解需求。老年人通过自主选择历史检测记录

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满足了老年人“行”的价值需

求，老年人可以根据检测数据自主分析健康状况和生

理指标，有意识地保持科学健康的生活。

2.2 提醒设置功能架构设计

实现老年人关爱网络“行”层面的需求，除了从功

能人性化的角度来实现外，还应该充分考虑老年人适

应速度较慢、身体机能退化等因素，对老年人至关重要

的“提醒设置”功能进行操作简化和服务优化。提醒设

置功能流程见图3，通过设计解决以往产品设置中选项

杂乱的问题，使设置功能一目了然，除提醒功能外，包

图1 基于“感-知-行”的老年人实时健康需求层次

Fig.1 Real-time health care requirement stratums based on

sense-understanding-action theory

表1 健康关爱网络移动终端与桌面终端的特性分析

Tab.1 Health car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and PC

terminals

需求

层次

“感”

“感”

“感”

“知”

“知”

“知”

“知”

“行”

“行”

功能要素

核心功能

其他功能

信息显示

文本输入

使用情境

存储信息

适用网络

控制方式

用户感知

移动终端

采集体征数据和健康

指数分析

吃药定时提醒

显示少量信息且结构

简单

少量文本输入

视觉环境复杂，存在

干扰因素

保存适量有限信息

网络连接较慢

手势操作为主

自由感和控制感

桌面终端

历史趋势图查看与健

康档案生成

健康资讯和社区

屏幕尺寸可以显示大

量信息

大量文本输入

使用情境固定，如家里

或办公室

保存并处理大量信息

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

鼠标和键盘操作为主

常规使用无特别感知

张歆等：基于感-知-行的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网络平台系统设计 83



包 装 工 程 2015年8月

括语音播报和文字推送功能，以满足老年人“感”的需

求。在设置功能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采

用“是”或“否”的选择形式，让老年人明确操作方式，满

足老年人“知”的需求。为使设计达到提醒功能设置的

全面性、语音播报功能设置的合理性以及文字推送功

能设置的人性化，老年人也可根据需要选择提醒频率

和提醒时间，保证关爱系统的安全可靠，从而满足老年

人“行”的需求，使老年人可以高效地从不同功能板块

中挖掘出适合自己健康需求的功能。

3 移动终端的界面设计

3.1 主界面风格设计

基于老年人对医院排斥、紧张或恐惧的心理，通过

对比3种不同的界面设计风格，运用隐喻的设计方法来

表现主界面的功能，鼓励老年人使用产品的同时关爱

自身健康，促成老年人从满足“感”与“知”的需求到实

现“行”需求的转变。主界面风格选择见表2，3种设计

风格分别为立体感的医院科室设计，平面效果的医院

科室设计和带有药箱设备的设计。为实现老年人“感”

的需求，通过访谈法对50位老人进行了主界面设计风

格对检测操作区域识别度的调研，明确了不同设计风

格给老年人带来的操作体验。其中最受老年使用者所

青睐的是药箱设备形象构成的设计，在设计中通过对

设备形象的再设计，让老年使用者不阅读文字也可以

清楚具体的检测项目，满足了老年人“知”的需求。在

操作过程中药箱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方便老

年人操作使用，色彩上对比色的采用降低了老年人视

觉上的识别难度，使老年人乐于使用并从中找到实现

自我价值的机会，旨在满足老年人“行”的需求。

部分界面尺寸和色彩分析见图4，在血压、血糖、

体温和心率的检测界面中，采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常

用的血压计、体温计、血糖仪和心率计的形象，将测量

数据显示在相应的检测设备上，不同的健康区间用蓝

色（低于标准）、灰色（正常）和黄色（高于标准）的便签

形象来传达，使老年人对使用方式一目了然，满足

“感”与“知”的需求。与此同时，老年人可以通过可视

化的数据和折线图来分析自身的健康状况，也可以通

过起始和终止日期的自由选取来查看历史纪录。在

设计风格上，对各控件之间的距离、颜色和字体样式

作了明确的界定，便于老年人群体自主制定和自主操

作，以满足老年人自身“行”的显性需求与隐性需求。

3.2 界面字号测试实验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视力出现了远视、老花、白

内障等不同程度的退化[10]，界面字号实验旨在保证独

立字体辨认，增添老年人使用健康关爱网络系统的信

心，便于老年人参与健康关爱行动，满足“行”层面的

需求。实验测试对象为12名老年人，其中45~60岁4

名，60~74岁4名，75岁以上4名。字号测试见表3，以

心率记录页面为例，选取标题、按钮文本、趋势图、时

图2 健康检测的功能架构

Fig.2 Function framework of health parameter measurement

图3 提醒设置功能流程

Fig.3 Flow diagram of the reminding function

表2 主界面风格选择

Tab.2 Style selection of the main interface

设计隐喻

界面效果

概念传达

操作方式

界面风格

医院科室

（立体）

房间的概念传

达清晰

滑动操作指示

不清晰

色彩搭配冰冷

无生气

医院科室

（平面）

医院概念传达

不清

点击操作传达

清晰

色彩搭配识别

度低

药箱中的检测

设备

设备形象直观

易懂

点击操作传达

清晰

色彩搭配识别

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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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字号大小为3个样本，让老年人在模拟场景下操

作手机，对字体大小是否清晰可辨认进行对比，并对3

个样本打分，最高5分，最低0分，统计结果的平均分

见表3。研究发现被试老年人能在较短时间内辨认界

面3的字体，对界面2的字体虽然可以辨认但比较费

劲，对界面1的字体辨认较为困难。最终得出结论，老

年人的视力衰退性使得阅读普通的字号变得困难，手

机上的所有字号大小应在24 pt以上，对于操作频繁的

按钮、标签等文本大小应设置成30 pt。

4 桌面终端的关爱网站信息架构设计

在建立了移动终端关爱系统的基础上，为了实现

信息的大量保存与处理，建立了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

网站。关爱网站信息架构见图5，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

网站在加强对老年人健康管理的同时，给予老年人生

理和心理不同程度的关爱，满足其“感-知-行”层次的

需求深化。以首页、个人中心、关爱产品、健康咨询和

娱乐服务为架构的五大功能板块，满足了老年人“感”

的功能选择需求。每一功能模块中包含多种可供选择

的子模块，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选择想要获

取的服务，如健康管理、账号管理和健康社区等，从而

满足老年人“知”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老年人可以通

过健康管理功能，根据个人意愿查看或分析检测状况，

进一步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自主分析和管理，根据

自己的服务需求在网站的关爱产品、健康资讯和娱乐

服务下进行选取，满足老年人健康关爱的“行”的需求，

实现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科学管理。

5 桌面终端的关爱网站界面设计

关爱网站界面设计见图6，关爱网站界面设计为

满足老年人“感”与“知”的需求，给老年人带来温暖感

和安全感，网页色彩采用了醒目的橘红色[11]（R为237，

G为109，B为0），在突出重点信息、传达控件功能、分

类信息模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运用范围包

括：网站Logo，标签选中状态，按钮背景色，链接文字

颜色，分割线，页脚底纹等。在界面版块设计上，包括

首页、关爱产品、健康资讯、娱乐服务和常见问题等功

能的操作，分别对应实现用户账户登录、关爱产品推

图4 部分界面尺寸和色彩分析

Fig.4 Screen size and color design of measurement interfaces

表3 字号测试

Tab.3 Word size experiment

用户界面

按钮得分

折线图得分

3.083

2.916

4.583

3.472

4.917

4.833

图5 关爱网站信息架构

Fig.5 Information framework of health care website

图6 关爱网站界面设计

Fig.6 Interfaces of health care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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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三高预防方法、健康饮食搭配等内容。其中首页

的用户账户和关爱产品，满足了老年人“感”层面的需

求，健康咨询中的三高保健方法，如三高症的症状、三

高症的表现和高血压的症状等，配合养生保健饮食菜

肴推荐，满足了“知”的需求。桌面终端关爱网站通过

自主选择功能，满足了“行”的需求，实现了老年人对

健康状况的知情权和掌控权。

6 结语

老年人实时健康关爱网络平台是以“感-知-行”

需求为核心的系统设计，包括移动终端关爱系统的功

能架构设计与界面设计，桌面终端关爱网站的信息架

构设计与界面设计。在健康关爱网络平台系统中，

“感”的需求在于满足老年人对于体征数据的检测，

“知”的需求在于满足老年人选择适合自己的功能操

作手段，在尊重老年人的前提下发现和预测疾病状

况，“行”的需求在于培养老年人的健康意识，鼓励老

年人根据自我需求进行服务选择。通过建立老年人

实时健康关爱网络平台，实现以老年人需求层次为中

心的系统设计，为老年人健康关爱的构建提供了新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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