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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需求的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层次研究 

姚湘，胡蓉，杨熹，胡鸿雁 
（湘潭大学，湘潭 411105） 

摘要：目的 针对现有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众多却不能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问题，提出运用 KJ
法和 Kano 模型对老年人可穿戴设备进行功能层次研究，旨在为老年人可穿戴设备设计研发提供指导。

方法 通过 KJ 法调研并分析消费者对于当前市场上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的使用感受及潜在需求，建立产品

的功能清单；运用 Kano 模型分析用户对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的功能诉求指标，确定其 Kano 需求属性，

得到用户需求重要度，构建反映目标用户需求的产品功能层次清单，以指导产品设计。结果 从用户需

求出发，构建了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层次清单，直观体现了目标用户对各功能的需求度，确保老年人

可穿戴设备的设计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结论 功能层次研究对提高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的用户满意度，

使产品更好地立足市场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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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Level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User Demand 

YAO Xiang, HU Rong, YANG Xi, HU Hong-ya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pose the use of KJ method and Kano model for the functional level study on the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uch devices, 

regarding the problems that the elderly's wearable devices have many functions but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consumers 

better. Consumers' feelings and potential needs of the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urrent market were re-

searched and analyzed in the KJ method, and a functional list of products was established. The functional demand indexes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consumer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Kano model,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ir 

attributes of Kano demand and user demand importance degree, and to establish a functional level library of products that 

reflected the needs of target user, so as to guide product design. Functional level library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

erly based on user demand was established, which intuitively reflected the demand for each function of target user and 

ensure that the design of the elderly's wearable devices could meet the user demand better. The functional level study ha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improving the user satisfaction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making the product 

based on the market better. 

KEY WORDS: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functional Level; user demand; Kano model; KJ method 

可穿戴设备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智能产品，具

有便携性、即时性等特点，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能提

供有效帮助[1—2]，但是目前尚未被老年人广泛接受，

究其原因，可穿戴设备没能较好地考虑到老年人的真

实需求，造成产品的用户体验不好。基于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用户需求的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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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研究，通过运用 KJ 法寻找目标产品的功能特征

并进行不同层次归类，结合 Kano 模型深入挖掘用户

对产品的使用需求，利用 Kano 问卷的调查结果分析

表将不同的用户需求进行细分，得到产品功能需求属

性，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得到用户需求重要

度排序，进而探索出用户的重点需求，从而指导产品

设计，提高用户满意度。 

1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概述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是专门针对于老年人开发的

智能设备，利用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对老年人进行监

护，家庭成员及社区服务机构等可以随时掌握老年人 
 

所处的位置和实时地了解老人的突发状况，也可以系

统的对老人长期的健康生理指标进行监护，老年人也

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的辅助更好更方便的生活[2—3]。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按照其佩戴方式可以大致分为头

戴式、腕带式、携带式及身穿式 4 种[4]，见表 1，将

4 种形式的可穿戴设备做简单对比。 

通过表 1 的比较分析可知，现有的老年人可穿戴

设备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是致力于解决老年人的某个

生理缺陷问题，具有监测老年人健康、提醒等功能。

功能众多，但实际上又未能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因

而抛开产品形式，对老年人可穿戴设备这一类产品进

行功能需求分析，得到用户对产品的真实功能诉求，

指导产品设计，提高用户满意度。 

表 1  4 种形式的老年人可穿戴设备比较 
Tab.1 Comparison about four forms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佩戴方式 头戴式 腕带式 携带式 身穿式 

主要功能 提示、帮助完成日常任

务，纠正错误行为等 

记录日常活动、异常情

况报警、提醒功能、健

康状况实时监控等 

实时监控活动情况、活

动跟踪功能、紧急呼救

功能等 

定位防走失、运动监测

健康管理、摔倒提醒风

险预警、安全区域提醒

功能等 

常见形态 眼镜、头盔、头带等 手表、手环等 戒指、项链、拐杖等 鞋、袜子、衣服等 

代表产品 ADAMAAS 智能眼镜 HWATCH 智能手表 Amulyte 智能监测器 双驰老人智能鞋 

 

2  基于KJ 法的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的功能分析 

2.1  KJ 法 

KJ 法，又称亲和图法，是由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的川喜田二郎提出的一种质量管理工具[5—6]。该方法

是将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相关语言文字资料收集起来，

并利用其内在的相互关系进行层级归类合并，因此在

产品设计中，运用该方法可以探索出目标产品的功能

及层次，建立产品功能清单。 

2.2  基于 KJ 法的产品功能清单建立 

产品功能清单建立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产品对象

的功能特征。运用 KJ 法获取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的用

户需求，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确定受访者。受访者应包含具有老年人可穿

戴设备使用经验或使用兴趣的用户、以及少量产品设

计人员或技术实现人员等。 

2）收集信息。告知受访者研讨主题为老年人可

穿戴设备功能设计，并让受访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

研讨主题相关的语言文字资料。 

3）汇集信息。研究者与受访者集中于室内，在

研究者的主持下，受访者在卡片上写下自己所想到的

任何与主题相关的信息。 

4）层级归类信息。受访者将彼此有关系的卡片

找出，剔除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卡片，形成各个小组，

即“三级需求指标”并为其命名。向上归类，将有关系

的小组排于一个中组，即“二级需求指标”并命名。以

相同的方法，将中组再次进行归类整理，形成大组，

即“一级需求指标”并为其命名。 

5）整理卡片，制成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清单，

见表 2。 

3  基于 Kano 模型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

层次研究 

3.1  Kano 模型 

Kano 模型 [7]，是由东京理工大学狩野纪昭于

1984 年发明的一种工具，目的是对用户需求进行分

类和优先排序，以分析用户需求对用户满意的影响为

基础，体现了产品性能和用户满意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见图 1。根据不同类型的质量特性与顾客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Kano 模型将主要影响因素分为：基本

需求（M）、期望需求（O）、兴奋需求（A）、无差异

需求（I）、反向需求（R）以及问题需求（Q）。 

基本需求是用户认为产品必须具有的属性或功

能，当产品提供此属性或功能时，用户的满意度不会

提升，但是当产品不提供此属性或功能时，用户的满

意度会大幅降低；期望需求是指用户的满意度与需求

满足程度成正向比例关系的需求，当此类需求得到满

足时，用户的满意度会显著增加，但是当此类需求得

不到满足时，用户的满意度也会显著降低；兴奋需求

是指让用户感到惊喜的需求，一旦提供，用户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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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清单 
Tab.2 Functional list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一级需求指标 二级需求指标 三级需求指标 

行为体征监测 体征测量 呼吸检测 

  心跳检测 

  睡眠质量检测 

 记录运动状态 记录步数 

  记录运动轨迹 

通信监控功能 联网通信功能 监护者收到信息通知

  与社区、医院互通 

 远程监控 监护者远程监护 

报警功能 异常情况报警 跌倒报警 

  紧急情况报警 

提醒功能 固定动作提醒 喝水提醒 

  服药提醒 

体感交互控制功能 体感交互控制 控制智能家居 

  自动唤醒 

  睡眠模式 

语音功能 语音功能 语音识别操作 

  语音输入 

导航定位功能 路线导航 路线导航 

 定位 定位 

社交娱乐功能 社交娱乐 拍照 

  播放音乐 

  视频 

基本信息显示 时间显示 显示时间 

  显示日历 

基本性能 持久电力 大容量电池 

 
稳定的物理 

特性 

防水 

  防撞 

 
度会大大提升，反之，当产品不提供此类属性或功能

时，用户的满意度也不会降低；无差异需求是指不论

提供与否，对用户满意度都不会造成影响的需求；反

向需求是指当产品提供此属性或功能时，用户的满意

度反而会下降，而且提供的程度与用户满意程度成反

比；问题需求是指产品某项功能具备和不具备情况

下，用户均表示不满意或满意等这类矛盾需求。 

3.2  基于 Kano 模型的用户需求分析 

用户需求是产品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根据老

年人可穿戴设备的功能特征清单中的“二级需求指 

 
 

图 1  Kano 模型 
Fig.1 Kano model 

 

标”，共计 14 项，制作详细的 Kano 调查问卷。问卷

的每个需求指标由正反两个问题组成，以便了解用户

对产品某项功能特征的态度和需求。正向问题是测量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具有某项功能特征时用户的态度，

反向问题是测量老年人可穿戴设备不具有某项功能

特征时用户的态度，具体设计形式见表 3。然后通过

深度访谈、用户观察和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研分

析。调研对象中一部分为老年人，一部分为老年人的

照顾人员，如其子女等；一部分为工业设计专业在读

学生；此外还有一部分对老年人可穿戴设备比较熟悉

的人群。 

考虑到部分调研对象中可能存在对老年人生活

状况缺乏了解的问题，征得进行深度访谈的用户家庭

同意，对其中 3 户家庭的老人进行跟踪拍摄，记录他

们一天的日常生活情况，制成记录影片。通过观看记

录影片，进一步了解用户需求，完善数据。 

调研共发放问卷 70 份。去除回答不完整的不合

格问卷，去除逆向需求和可疑需求总数大于 2 的无效

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64 份，回收有效率为 91.43%。 

按照表 4 的 Kano 评价标准，将 Kano 问卷的用

户需求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利用公式(1)—(4)分别计

算出每个需求指标的比率 KM，KO，KA 与 KI，并比

较每个需求指标的比率，比率最高项即为 Kano 分类

中的需求属性，调研统计结果见表 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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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Kano 调查问卷 

Tab.3 Kano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序号 需求特征 满意 理应如此 无所谓 可以接受 不满意 

1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具有体征测量功能 √     

2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不具有体征测量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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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Kano 评价标准 
Tab.4 Kano evaluation standard 

产品不具有某种功能 
用户对需求的态度 

满意 理应如此 无所谓 可以接受 不满意 

满意 Q A A A O 

理应如此 R I I I M 

无所谓 R I I I M 

可以接受 R I I I M 

产品具有 

某种功能 

不满意 R R R R Q 
 

表 5  调研统计结果 
Tab.5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statistical results 

序号 二级需求指标 KM/% KO/% KA/% KI/% Kano 属性 

1 体征测量 28.13 20.31 20.31 31.25 I 

2 记录运动状态 12.50 17.19 18.75 51.56 I 

3 联网通信功能 20.31 34.38 23.43 21.88 O 

4 远程监控 20.31 25.00 26.56 28.13 I 

5 异常情况报警 46.87 28.13 14.06 10.94 M 

6 固定动作提醒 25.00 28.13 21.88 25.00 O 

7 体感交互控制 15.63 4.69 40.62 39.06 A 

8 语音功能 29.69 25.00 21.88 23.43 M 

9 路线导航 14.06 21.88 28.12 35.94 I 

10 定位 26.56 29.69 20.31 23.44 O 

11 社交娱乐 4.69 3.12 21.88 70.31 I 

12 时间显示 26.56 20.31 15.63 37.50 I 

13 持久电力 25.00 43.75 14.06 17.19 O 

14 稳定的物理特性 40.63 25.00 15.62 18.7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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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i，Oi，Ai，Ii 分别为问卷调查中用户选

择的基本需求、期望需求、兴奋需求、无差异需求的

出现频率，KMi，KOi，KAi，KIi 分别代表用户选择的

百分比。 

3.3  确定用户需求重要度 

用户需求重要度的确定主要是为了体现各个需

求对于用户满意度的影响程度，通过权重计算，可以

从若干需求指标中分出轻重，从而获得各需求间的重

要度排序。根据表 5 的数据计算各项用户需求的绝对

权重 Ti 和相对权重 Wi。在此引入顾客满意度系数[8]

的概念。 

i i
i

i i i i

KA KO
S

KM KO KA KI




  
 (5) 

i i
i

i i i i

KM KO
D

KM KO KA KI




  
 (6) 

其中：Si 表示产品具有某一功能特征时对用户满

意度的影响程度；Di 表示产品不具有某一功能特征时

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这样既考虑了满足该需求

对用户满意度的提升程度，又考虑了不满足该需求对

用户满意度的损伤，与传统的 Kano 计算需求度数据

相比，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用户需求的实际情况。 

这里设定用户需求得到满足和避免用户需求不

满足为同等重要，因此可以选择 Si 和 Di 中权重较高

的作为第 i 个用户需求的绝对权重 Ti。然后将用户需

求的绝对权重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用户需求的相对

权重 Wi，计算关系[8—10]如下： 

max( , )i i iT S D  (7) 

1

( 1, 2, )i
i n

i
i

T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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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n

i
i

W



 

(9) 

其中：n 代表用户需求的总数。 

利用公式式(5)—(9)分别计算每项产品功能的用

户需求的绝对权重 Ti 和相对权重 Wi，然后根据计算

出的最终权重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得到老年人可穿

戴设备各项功能特征的重要度排序，然后将该重要度

排序整合到基于 KJ 法的层次清单中，见表 6。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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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层次清单 
Tab.6 Functional level library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二级需求指标 
一级需求指标 

 Kano 属性 绝对权重/% 相对权重/% 重要度排序 
三级需求指标 

行为体征监测 体征测量 I 48.44 6.60 10 呼吸检测 

      心跳检测 

      睡眠质量检测 

 记录运动状态 I 35.94 4.89 13 记录步数 

      记录运动轨迹 

通信监控功能 联网通信功能 O 57.81 7.87 4 监护者收到信息通知

      与社区、医院互通 

 远程监控 I 51.56 7.02 8 监护者远程监护 

报警功能 异常情况报警 M 75.00 10.21 1 跌倒报警 

      紧急情况报警 

提醒功能 固定动作提醒 O 53.13 7.23 7 喝水提醒 

      服药提醒 

体感交互控制功能 体感交互控制 A 45.31 6.17 12 控制智能家居 

      自动唤醒 

      睡眠模式 

语音功能 语音功能 M 54.69 7.45 6 语音识别操作 

      语音输入 

导航定位功能 路线导航 I 50.00 6.81 9 路线导航 

 定位 O 56.25 7.66 5 定位 

社交娱乐功能 社交娱乐 I 25.00 3.40 14 拍照 

      播放音乐 

      视频 

基本信息显示 时间显示 I 46.87 6.38 11 显示时间 

      显示日历 

基本性能 持久电力 O 68.75 9.36 2 大容量电池 

 稳定的物理特性 M 65.63 8.94 3 防水 

      防撞 

 
可以给产品需求的提炼提供参考，以指导完成后续的

产品设计。 

4  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功能层次应用 

由表 6 可知，用户对于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的基本

需求（M）为异常情况报警功能、语音功能以及具有

稳定的物理特性；期望需求（O）为联网通信功能、

固定动作提醒功能、定位功能以及具有持久电力；兴

奋需求（A）为体感交互控制智能家居功能；无差异

需求（I）为体征测量、记录运动状态、远程监控、

路线导航、社交娱乐功能以及时间显示功能。 

目标用户为患慢性病的老人，这类老人本身的自

理能力、社交能力都较完好，但是机体老化后抗病能

力下降，如患有冠心病、高脂血症等，容易发生突发

情况，考虑到目标用户的这些生理情况，针对这类人

群的老年人可穿戴设备可以有目的性地满足用户需

求，选取基本需求（M）功能及部分具有较高需求度

指标的无差异需求（I）功能，同时为了增加产品竞

争性，再增加少量具有较高需求度指标的期望需求

（O）功能，得到表 7 的产品功能层次清单，同时结

合工业设计的相关方法和技能，设计出了相应的老年

人智能手环，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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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针对患慢性病的老人的可穿戴设备功能层次清单 
Tab.7 Functional level library of wearable devices for the elderly aiming at people suffering from chronic diseases 

二级需求指标 
一级需求指标 

 Kano 属性 绝对权重/% 相对权重/% 重要度排序 
三级需求指标 

跌倒报警 
报警功能 异常情况报警 M 75.00 10.21 1 

紧急情况报警 

防水 
稳定的物理特性 M 65.63 8.94 3 

防撞 基本性能 

持久电力 O 68.75 9.36 2 大容量电池 

导航定位功能 定位 O 56.25 7.66 5 定位 

喝水提醒 
提醒功能 固定动作提醒 O 53.13 7.23 7 

服药提醒 

监护者收到信息通知
联网通信功能 O 57.81 7.87 4 

与社区、医院互通 通信监控功能 

远程监控 I 51.56 7.02 8 监护者远程监护 

呼吸检测 

心跳检测 行为体征监测 体征测量 I 48.44 6.60 10 

睡眠质量检测 

 

 
 

图 2  老年人智能手环 
Fig.2 Smart bracelet for the elderly 

 

5  结语 

对老年人可穿戴设备进行功能层次研究，运用

KJ 法开发产品新功能并对现有功能分类，在此基础

上利用 Kano 模型分析功能需求属性并确定其用户需

求重要度，准确客观地反映了用户需求，为后续产品

的开发设计提供科学依据。该设计方法不仅适用于老

年人可穿戴设备的新产品开发设计，还可以应用于其

他老年人产品的新产品开发设计，使老年人产品的设

计更加人性化。 

此外，为了降低案例复杂度，对老年人可穿戴设

备功能特征需求分析时仅使用了二级需求指标，如要

进一步探讨用户需求，可按照上述方法进行三级需求

指标的用户需求度的评估。另外，在实际设计研发过

程中，产品的使用材料、结构、生产工艺、生产成本

等其他因素对产品设计的影响也需详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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