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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心血管健康管理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研究 

王炜，胡飞，沈希鹏 
（广东工业大学，广州 510000） 

摘要：目的  以心血管健康管理系统为例，从产品服务系统的视角探索医养融合的本土化解决方案。

方法 基于产品服务系统理论，运用“文化探测包”进行一日生活追踪、非参与式观察和用户访谈。

结果 在 4 个用户角色的基础上，构建出心血管健康管理服务系统，并针对关键触点进行“心晓”产品

设计和信息界面设计。结论 研究发现，只有有效实现老年人乐于接受、易于使用的产品服务系统，才

能真正使心血管健康自我管理在医养融合的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系统中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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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duct Service System Design of Cardiovascular Management for the Elderly 

WANG Wei, HU Fei, SHEN Xi-pe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as an example, it explores the localization solution of 

integration of medical nursing and home nur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PSS). Based on the PSS 

theory, "Culture Probe Tools" is applied to carry out one-day tracking, non-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 and user interviews. 

Four typical personas are created and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system is constructed, then product 

design and user interface design of With Heart are finished according to key touch points. A user-friendly, and accessible 

product service system, is the key factor making cardiovascular health self-management play a huge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nursing and home care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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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自 1999

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至 2004 年底，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为 1.43 亿，占总人口的 10.97%；至 2006 年，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

人口总量的 1/5[1]。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有 2220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6.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43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5%[2]。

我国各大城市虽有针对老年人设计开发的医疗与养

老机构，但与老年人增长基数相比仍捉襟见肘。 

1  现实问题  

据调查，我国城乡老年人中超过 90.5%以上希望 

居家养老[3]，上海等地推出了“90%家庭养老，7%社

区养老，3%依托机构养老”的“9073”模式[4]。可见，“居

家养老”已成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主流养老模式。“居

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社区服务为依托，以专

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

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另一个重要动

向是，社区化养老也越来越被重视。 

由于具有高龄化、慢病化、失能化等特征，老年

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于老年人，特别是

心血管疾病老年人而言，其病因大多来源于不良生活

方式，而对其治疗除了医疗与药物治疗外，同样重要

的是生活方式的调节，心血管疾病与患者日常生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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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分开，养老生活上的照料与医疗护理需求如影随

形[5]，而目前中国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各成一系，互

不衔接，老年心血管病患者无法得到综合性的生活调

节与治疗。2013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都要求“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

合”。目前我国正形成面向机构养老的“整合照料”式、

“联合运行”式以及面向社区居家养老的“支撑辐射”

式 3 种医养结合模式。2015 年 2 月 7 日《光明日报》

报道：国家卫计委将“重点发展医养结合的社区居家

养老”模式。在此背景下，老年心血管病患者养老医

疗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更加贴近老年人原有

的生活方式，因此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的自我管理作用

被提上了高度。本文以心血管健康管理系统为例，从

产品服务系统（Product Service System，简称 PSS）

的视角，探索医养融合的本土化解决方案。 

2  理论基础 

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产生于西方粗放式工业生

产所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反思。Goedkoop 认为产

品服务系统是由产品和服务化的市场所组成，将产品

和服务联系起来，共同满足用户的需求，产品/服务

的比例可根据功能的实现或功能的经济价值而变。

Roy 认为，产品服务系统的核心理念是消费者无需购

买或拥有物质的产品，而是享有它提供的特殊功能或

结果。Manzini 和 Vezzoli 认为，产品服务系统是通过

战略创新将商业活动焦点从只设计出售实物产品，转

向设计出售具有满足特定客户需求的综合能力的产

品和服务[6]。 

产品服务系统的理论源点是“可持续消费”。作为

一种创新战略，产品服务系统将经济重点从仅仅关注

设计（和销售）实物产品，转到设计（和销售）一个

由产品与服务组成的系统；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一种

新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制造商和客户之间）关系，

能够产生新的价值增长点，是一种潜在的总体资源优

化模式[7]。由此可见，基于产品服务系统理论研究老

龄心血管健康管理问题，将从关注“物化产品”，转向

关注“系统设计”，从设计“物品”转向设计“解决方案”；

不是强调自然环境的生态效率，而是将心血管健康管

理问题置入社区居家养老系统中，在兼顾老年人使用

体验的基础上，探索社会总体医疗资源的优化模式。 

3  案例研究 

项目案例中除重点分析老年心血管患者居家生

活形态外，在设计机会提取与设计方案转化阶段，应

用 PSS 产品服务系统的理念，考虑产品与服务的融

合，提出有效的创新解决方案。 

课题组制定了周密的用户研究计划，并到武汉、

成都、南京等多个城市进行实地调查，基本流程如下。

（1）选样。以成都地区调研为例，基于家庭结构（纯

老家庭、隔代家庭、三代核心家庭）、年龄、可支配

消费水平、健康程度这 4 个要素，结合电话访问结果，

共选出 12 户典型用户。（2）准备。课题组对目标老

年人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养老医疗相关部分

做了充分的生活型态研究，而且需要针对老年人所用

的医疗物品、医疗实体产品、医疗应用软件与其他相

关产品进行观念与行为层次的信息收集，为了保证本

次调研可充分、顺利搜集用户资料，在做用户调研之

前需要制定详细调研方案与整理调研工具。（3）探测。

运用“文化探测包”，通过调查老龄用户的家庭基本信

息，追踪一日生活轨迹，询问医疗服务经验，分析主

要日常生活用品，重点了解用户的生活型态，知悉用

户的健康观念与行为习惯。并选取与健康相关的关键

节点，探讨老年人以健康为核心的医疗、养老、娱乐

活动。（4）角色。在单个用户信息基础上，根据“健

康程度”与“收入”两个影响老年人生活形态的关键因

素，融合家庭结构特征，将 12 位老年人用户进行象

限映射，从而提取 4 个典型的人物角色。 

4  系统构建 

心血管健康管理服务系统的核心目标是维持老

年人心血管健康稳态，因此，贯穿整个服务系统的是

老年人生命体征数据，在对老年人日常医疗养老生活

的生命体征数据监控中，不同阶段会对数据有不同的

要求，信息系统的基础是在相应的生活情境中检测相

应的数据以支撑服务管理系统运转，健康管理产品信

息系统[7]见图 1。 

运用 SAPAD（Semiotics Approach to Product Arch- 

itecture Design）框架对老龄心血管病患进行深入的行

为研究，包括典型医养任务层次分析、医养行为-意

义映射分析、用户意义聚类分析、基于核心意义簇的

设计机会分析等，从而构建出心血管健康管理服务系

统[8]。 

信息支撑起整个健康管理服务系统，由长期的生

命体征监控完成心血管疾病初筛，在前面已经探讨过

长期监控的情境应该是在睡眠时期的无扰式监控，初

筛可以精确捕捉用户异常点，使老年人用户不需要每

天进行繁琐的血压、心电、血糖等测试，完成初筛后

捕捉到老年人心血管异常点，将进一步对此异常点进

行判断，老年人自行测量各项数据，而后再进一步去

医院检测，完成医院诊断。3 个阶段的检测数据都会

共享到云服务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建立老年人

心血管健康模型。数据共享是该系统的一大优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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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健康管理产品信息系统 
Fig.1 Health management product-information system 

了心血管健康模型，将更好地辅助老年人日常生活中

的健康管理，由云服务器依据老年人健康模型向老年

人推送对应其身体的康复养生信息，手机客户端并不

能够包含所有相关的康复养生信息，因而，需充分利

用老年人生活中的信息渠道，如报纸，电视，电脑等，

实现信息共享，通过手机客户端在这些原有的信息库

中调取相应的康复养生信息，接收到相应康复养生信

息的老年人将与亲朋好友形成共享的养生圈，而后作

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商品购买、饮食、运动、娱乐等情

境中，在老年人经历这些日常生活情境的同时也针对

性地搜集相关数据，以辅助老年人心血管健康模型建

立，形成闭环。 

5  设计创新 

产品系统支撑了信息系统的运作，以共享共联的

原则，信息把各部分硬件连接起来。课题组与企业合

作，完成了“心晓”的产品设计和界面设计，见图 2（设

计者 Hannu Kahonen、胡飞等人）。“心晓”以压电陶

瓷等传感器作为技术支撑，实现了无扰的生命体征长

期监控。本文重点介绍“心晓”产品的用户界面设计。 

 

图 2  “心晓”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家庭医生 

Fig.2 ＂With heart＂AI-based virtual family doctor 

信息的冗余度是保证信息有效传输的重要方法[9]。

老年人的记忆相比年轻人，在日积月累的行为记忆差

别不是很大，但在概念性记忆方面的衰退较严重；这

种概念性记忆的衰退最突出表现在对于同一个新记

忆性内容，老年人的接受时间较长，记忆保持时间

更短，由短期记忆过渡到中长期记忆的时间更为漫

长。同时单就短期记忆来讲，老年人对于刚刚已进

行过的操作更容易忘记，保存时间更短 [10]，因此，

针对老年用户的界面设计，要避免过多入口带来的

认知负担与使用困惑，过多的循环结构也不利于心

理模型的建立；只有建立精简的信息架构，具有一

致性的心理模型，才能保证老年用户能够快速、准

确地理解界面信息，有效解决老年人在使用科技产

品时的认知困惑。Yueh 等人对老年人数码相机界面

上的菜单图标进行了研究，总结出了符合老年用户

认知习惯并易于掌握的信息结构，轻微放大的界面

和图标更受用户的青睐 [11]。基于上述要点，“心晓”

信息终端为 8 英寸触控平板设备，课题组通过纸质交

互原型的测试，结合网格系统，确立了适合老年人的

最佳显示与控制尺度。 

图标可以比文字更直观、更清晰地传达视觉信息，

但很多老年产品的界面图标却存在模糊甚至无效的信

息传达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未能根据老年人的认知习

惯和使用经验，有效地建立起信息图形与用户认知的映

射关系，因此，课题组在多次测试的基础上选择了老年

人易于认知的图标，见图 3（设计者王炜、王赢）。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眼球晶状体会由黄色变为

近于褐色，视线出现模糊，因此，在色彩选择上，“心

晓”的用户界面以清晰干净的白色为背景，采用明亮

的色彩搭配，并形成有序且指向清晰的色彩系统。最

终“心晓”用户界面设计，见图 4（设计者王炜、王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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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心晓”用户界面图标设计 
Fig.3 Icon design of "With heart" user interface 

 
图 4  “心晓”的用户界面设计 

Fig.4 User interface design of "With heart" 

6  结语 

基于产品服务系统理论，通过心血管健康自我管
理的案例研究，为医养融合的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服务
探索信息化路径。信息化的健康自我管理是医养融合
社区居家养老的有效路径，能够节省更多医疗资源以
及给老年人提供便利。通过对老年人医养融合生活的
核心目标的洞察发现：医疗仅作为辅助健康的手段而
不是命令，老年人有权按照自身所期望的生活方式生
活下去。若仅以目标老年人生活方式作为知识以支撑
自我管理系统设计，则难以构建出医养融合自我管理
系统，为实现心血管病患老年人生活的医养融合路径，
引入专家知识以作为医养融合构建路径，将取得更好
的效果。此外，目前老年人普遍对智能硬件的接受度
不高，只有有效实现老年人乐于接受、易于使用的产
品服务系统，才能真正使心血管健康自我管理在医养
融合的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系统中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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