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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老年人家用医疗产品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方法 简要论述了老

年家用医疗产品的发展现状，然后在老龄化及延迟退休的背景下，从老年人家用医疗产品“有效供

给”不足与老年人对家用医疗产品的“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入手，从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 3

个不同的角度，对老年人的情感特征进行详细分析。结论 通过对老年人情感特征的分析，得出了

老年家用医疗产品设计的 4 大策略，并结合案例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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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Medical Products Design Based o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Ol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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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ousehold medical products design for old peopl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It brief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household medical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n starts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hortage of "effective supply" and the ever-growing of "effec-

tive demand" of the household medical products for th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ing and delayed retirement. 

Meanwhile, it analyzes in detail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uch as biology, sociology and eth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old people, four strategies of household medical products design 

for old people are obtained combined with the cases. 

KEY WORDS: old peopl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 household; medical products 

随着老年人医疗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传统的

医疗机构救治模式越来越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老

年群体。病前预防、住院治疗及家庭护理等多层次

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越来越多功能各异、

使用方便的医疗产品进入普通家庭，成为老年人保

持、监护和恢复健康的重要手段[1]。同时，老人若

能在老年期处于良好、健康的状态，就能有效地提

高生活的质量，缩短失去自理能力后的依赖期，对

充分实现人生的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重视

老年人的情感特征，研究这一人群的家用医疗产品

设计，不仅有助于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等现实问

题，而且也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养老产业政策提供

理论依据。 

1  老年家用医疗产品设计研究背景及发展

现状 

1.1  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2013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 2.02 亿，老龄化水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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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4.8%，预计到 2050 年，老龄化水平更是达到

惊人的 31%[2]。世界人口的老龄化现象同样不容忽

视，目前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达到 8.93 亿

人，21 世纪中叶将上升至 24 亿人。而且，随着年

龄的增长，生理机能的衰退，老年人的患病率大大

提高。被抽样调查老人自报慢性病患病情况见表

1[3]，这是 2008 年 6—9 月来自上海、北京、天津 3

个地区 1180 名老人自报慢性疾病的抽样调查，从

表 1 中可以看出，老年群体中已有相当大一部分人

得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表 1  被抽样调查老人自报慢性病患病情况 
Tab.1 Condition of self-reported chronic diseases of old people under investigation 

区域 人数 自报慢性病 
性别 年龄/岁 

男 女 60～69 70～79 80 及以上

上海 516 417 192 225 121 190 106 

北京 450 365 149 216 125 204 36 

天津 214 182 96 86 43 75 64 

合计 1180 964(81.69%) 437(37.03%) 527(44.66%) 289(24.49%) 469(39.75%) 206(17.44%)

 

同时，在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

平衡压力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已然成为缓

解这一趋势的重要手段。2015 年 3 月 10 号上午，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更是指出：

希望今年能把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制定出来，明年报

经中央同意后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情况

修改完善，后年正式推出[4]。  

1.2  发展现状 

老年家用医疗产业被誉为关系到老年人生命

健康的朝阳产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致力于开

展的家庭医疗保健工程 HHCE 项目是这一产业的

前沿领域。它主要研究如何让医疗和家庭发生积极

的“化学反应”；如何在配备适宜的医疗设备下，让

病人在家中就能够实施监护、诊断、治疗和康复，

像家用电器一样方便[5]。在这个项目的帮助下，老

年人可以实时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在病情恶化时，

本人或家属还可以及时向医疗机构求助。有国际影

响力的设计比赛中，也涌现了一批相关产品的优秀

设计，如 2014 年 IF 设计大赛获奖作品老人智能监

护系统 Life-Link，见图 1，2015 年红点设计大赛

获奖作品雅马哈 JWX-2 电轮椅，见图 2。 

我国老年家用医疗产品，无论是设计、研发还

是生产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和欧美等发

达国家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距。国内市场上缺乏

让人眼前一亮的相关产品，主要以血压计、血糖仪、

人力轮椅等传统医疗产品为主。大量老年医疗产品

的生产企业依旧走着“引进—模仿—生产”的循环

模式，缺乏自主创新。 

 

图 1  老人智能监护系统 

Fig.1 Th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of old people 
 

 

图 2  雅马哈 JWX-2 电轮椅 

Fig.2 Yamaha JWX-2 electric wheelchair 

2  不同视角下老年人群情感特征分析 

传统老年人情感研究主要关注老人因生理变

化、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情感共性问题，但是，

福萨德指出，老龄化过程不仅是一个生物化的过

程，而且更是主体参与实现社会行为和社会义务

的过程，因此应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老年人的情

感特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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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物学视角下老年人群情感特征 

神经学专家保罗·麦克里恩提出“三位一体大脑”

理论，即人类大脑由爬行动物脑、古哺乳动物脑和

新哺乳动物脑组成。所有情感的处理都来源于这 3

种“大脑”[7]。其中爬行动物脑产生的是最原始、最

无意识的情感反应；而古哺乳动物脑常被称为“情

感大脑”，它主要影响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情感反

应或情感体验；新哺乳动物脑则是人类对某种状况

自动作出反应前，用经验和知识来评估某种情感反

应或自身行动的潜在后果。 

老年人作为特殊的人类群体，依然受“三位一

体大脑”理论中 3 个触发不同情感的大脑区域的影

响。其中，新哺乳动物脑对老年群体的情感触发有

其自身特点。表现为：首先，老年人在作出决定前，

会全盘考虑、评估事情的各个方面，且情感状态比

较稳定，轻易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其次，由于老

年人的晶体智力不会随年龄增大而减退，甚至还会

有所增强，因此老年人知识渊博，生活阅历丰富，

在生活中表现为特别怀旧，对传统元素情有独钟。 

2.2  社会学视角下老年人群情感特征 

老年人在退休前，都有自己的事业或工作。退

休后，权力的更迭，社会地位的变化让老年人都变

得无所适从。工作状态到退休状态的巨大落差，会

让老年人精神抑郁，因此，老年人热衷于让自己处

于另一种“工作”状态中，来缓解被社会抛弃的感觉，

如从事农耕劳作，上老年大学，参加社区服务等。 

同时，人到老年，虽然生理、心理等机能在逐

渐衰退，但是老人对于生活的基本需求和欲望仍在，

对新鲜事物依然有兴趣，渴望像普通人那样融入高

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可现代社会智能化、科技化、

数字化的趋势给老年群体与时代接轨设置了层层

障碍，因此，老年人常常处于不服老和自我感觉“心

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处境中，对高科技产品也会

产生莫名的恐惧。 

2.3  伦理学视角下老年人群情感特征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国内家庭结构模式

基本都呈现出 4︰2︰1 的倒金字塔结构，即一对独

生子女夫妇同时要赡养 4 个老人和 1 个小孩。而独

生子女夫妇由于工作、生活习惯等原因，一般都不

和双方的父母住在一起，这就导致独守的“空巢”

老人越来越多，甚至在有些偏远农村，由于青壮年

都外出打工，整个村庄都呈现空心化的特征，只剩

下一些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这些老人渴望与他人交

流，他们害怕孤独，盼着子女能经常陪他们谈谈心。 

3  基于老年人情感特征的家用医疗产品设
计思考 

3.1  重视老人的尊严和信心 

唐纳德·A·诺曼在《情感设计》中把脑部的

情感活动分为 3 个层次，即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

层[8]。其中，本能层关注的是人们通过感知觉形成

对事物的第一印象；行为层关注的是在使用事物过

程中的交互体验；反思层则是使用产品过程中的感

悟和思考[9]。通过对情感设计 3 个层次的解读不难

发现，3 个层次理论是对“三位一体大脑”的研究成

果在不同角度的解读，本质上它们对人类情感活动

的影响因素的判断是一致的。 

新哺乳动物脑对老年群体的情感反应影响较

大，因此，了解新哺乳动物脑关注的与情感反应相

关的元素，对如何进行老年家用医疗产品的设计具

有积极的意义。与反思层相一致，新哺乳动物脑既

关注自我形象定位，自我情感体验，自我精神满足，

又关注设计在象征与记忆方面能否引起人们美好

的回忆。但是，老年家用医疗产品在新哺乳动物脑

影响的情感领域，最重要的是关注老人的尊严和信

心。其中的信心又可理解为：对疾病恢复，对生活

充满信心；对能够娴熟使用家用医疗产品充满信心。

每个老年人的病情都是隐私，没有老年人愿意在大

庭广众之下使用令人尴尬的医疗产品。相反，每个

老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安全、娴熟地使用家用医疗产

品，且能在使用中尽量保护自己的隐私，使用后能

够看到病情好转。随后，病情的好转，心情的愉悦

又能让老人对生活前景充满信心。在老年家用医疗

产品体现尊严和信心这点上，唐佩琪设计的老人助

听器 SoundGood 是成功的优秀案例之一，见图 3。 

SoundGood 助听器形状像一只时尚的耳环，可

以收集和放大声波，且使用方便。它通过扬声器读

取声波并转化为图形信号，用不同的波形状和颜色

传达不同的信息，这些不同的颜色又可以作为助听

器的装饰。同时，它佩戴的位置靠近眼睛，不会让

交谈的双方损失眼神的接触，使双方沟通更加顺畅。

美妙、优雅、智慧的设计使有听力障碍的老年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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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尊严和信心。 

3.2  体现文化张力，触动老人灵魂 

经常有一些老人，在看到一张发黄的照片或温

馨的一幕时，触动了他们内心的回忆、情感，会激

动得热泪盈眶，因此，在设计老年家用医疗产品时，

可以在产品满足老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融入符合

他们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的元素，使产品与老人在

精神上产生交流互动，引发归属感。如松下公司生

产的 CLEAR LED 灯，见图 4，满足了老人对白炽

灯温暖人心的黄灿灿、亮堂堂光芒的怀念，同时，

公司把白炽灯和 LED 结合起来，既保留了这珍贵、

特别的光源又考虑了能源的利用率。这款灯具虽然

属于日用品的范畴，但是依然可以借鉴它的理念进

行老年家用医疗产品的设计。 

   

  

3.3  平衡产品复杂性，提升老人交互体验 

老年家用医疗产品是越简单越好？例如，体温

计就是测体温，血压计只能量血压。试想一下，家

里有个老人，同时患有“三高”和心脏病，家里就会

有很多医疗设备，如血压仪、血糖仪、脉搏检测仪

等。如果有 4 个老人呢？家里会有多少医疗产品？

会出现当下家庭中到处乱扔着手机、电脑、硬盘等

电子垃圾一样的情形么？ 

当下产品的设计趋势是多功能的集合，到处可

见多功能的异化产品。例如，电视不光能供观众欣

赏节目，还有看电影、唱歌、连接互联网等功能。

老年家用医疗产品也不能避免这种趋势的影响，欧

阳芬芳在《老年人家庭医疗保健产品交互设计研究》

中提到的家庭医疗复合测试仪，见图 5，便是这种

趋势的案例之一。 

 

图 5  家庭医疗复合测试仪 

Fig.5 Family medical composite testing apparatus 
 

一方面是老年家用医疗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多，

操作更复杂。另一方面，老人的认知能力、生理机

能在衰退，要求产品尽量功能简单，操作方便。这

似乎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诸多文献中也提到老

年家用医疗产品设计要遵循简单易用，无障碍操作

的原则，但是老人也有自己的欲望和想法，他们同

样追求多功能、趣味的产品，因此，老年家用医疗

产品设计中功能的多少，产品的复杂程度，要与老

人的各项能力达到一个基本的动态平衡，要让老人

能够体验契克森·特米哈伊提出的“心流状态”，见

图 6。这种状态下，老人专注且十分享受探索、操

作产品的体验，能够发挥最佳表现，并在使用产品

后，产生成功和自信感。 

 

图 6  “心流状态” 

Fig.6 "Flow state" chart 

3.4  便于交流与沟通 

“空巢”老人常年独居，缺乏交流，再加上老人

的子女由于各种原因，常年在外地，甚至过年都很

少回家，导致老人情绪低落、压抑，对生活前景悲

观，因此，老年家用医疗产品的设计应该重视老人

的这一情感特点，使产品能够方便老人与子女的交

流和沟通。 

心云 XY-211 血压计见图 7（图片摘自视觉同

盟网），在老人渴望交流的情感特点上做得较出色。

图 4  CLEAR LED 灯 

Fig.4 CLEAR LED light

图 3  助听器 SoundGood  

Fig.3 Hearing aids Sound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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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和手机 APP 的链接，方便了家庭成员测量

并记录老人的血压数据。老人通过这款血压计不但

可以和子女远程共享自己的健康数据，而且还可以

和自己子女经常交流，缓解思念之情。 

 

图 7  心云 XY-211 血压计 

Fig.7 Cloud XY-211 Sphygmomanometer 

4  结语 

医疗模式的深刻变化，使得医疗产品走进家庭

变成了当前医疗产业发展的大趋势[10—11]，但是，

传统的老年家用医疗产品设计并没有适应这种变

化，更多关注的是老年人生理机能的变化和商业利

益，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不够，因此，在进行老年

家用医疗产品的设计时，更需要把握老年群体的情

感特点，了解老年人的情感内容，用符合老年人情

感需求的产品设计来满足老年人对家用医疗产品

的需求，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愉悦、便利的感

觉，减轻老年人的痛苦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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