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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对老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调查与分析，提出运用情感关怀交互产品的设计思维和方

法，设计针对老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庭陪护的情感关怀产品系统。方法 在进行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结合交互设计在形式、内容、行为 3 个层次对情感交互的设计要求和侧重，进行产品设计的

探讨。结论 提出了将音乐疗法与敲击游戏、脑力训练与日常就餐、专业指导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设计

需求，并在实物产品和移动应用两个方面研究其情感交互的组成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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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ractive Product f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are to  

Prevent and Treat Alzheimer's Disease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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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ut forward the design thinking and method to apply the emotionally concerned interac-

tive product and design emotional care products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he 

product design discussion was made to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focus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according to three lev-

els of interactive design, like form, contents and behavior.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combined with music therapy and 

percussion games, brain training and daily meals and professional guidance and daily life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compo-

sition and innovation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 in both physical product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are studied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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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平均每 67 秒就会有一个人被诊断出患阿

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当今社会呈现老龄化的趋

势，这种病的大众认知普及率低，缺乏有效的治疗和

早期诊断标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

据调查，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是在药物治疗领域对延缓

病情的进展方面进行研究，从设计的角度对阿尔茨海

默症患者进行研究的研究者甚少[2]。 

1  阿尔茨海默症的认知和诊疗现状 

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以下简称 AD）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3]。其表现为记忆障碍、

认知障碍、人格改变及语言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人

们的社交、工作与生活功能。 

1.1  社会认知现状 

在进入老龄化之后，中国的 AD 患者数量在世界

上位居第一。据调查显示，中国轻度 AD 患者的就诊

率为 14%，中度 AD 患者的就诊率为 25%，重度 AD

患者的就诊率为 34%。因为普遍大众对于该病的认知

率低，所以患者缺乏主动寻求专业帮助的意识，导致

发生诸如遗失患病老人、患病老人及其家庭生活质量

降低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尽管社会问题不容乐观，但

国内仍极度缺乏有效的解决手段。有研究显示，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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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AD 患者可以通过适当的辅助产品自理并且延缓病

情，但是市场上却鲜有关于 AD 的益智辅助类产品。

国外虽已有，但价格昂贵，社会推广率不高。 

1.2  治疗研究现状 

由于 AD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未明，治疗尚无特效

疗法，所以以对症治疗为主[4]。目前的治疗手段分为

内部调节的药物治疗和外部刺激的非药物治疗[5]。非

药物治疗主要包括护理和康复疗法，治疗的目的是延

缓病情进展、改善认知功能及记忆障碍、保持患者的

独立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1.3  现有非药物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方式 

在现有非药物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方式中，音乐

疗法和家庭护理干预的方式最有效。经调查研究显

示，通过音乐疗法和家庭护理干预的方式，可以延缓

轻中度 AD 患者病情的进展、舒缓患者情绪、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病患家属的负担，有利于家属更

专业、有效地照护患者[3]。 

1.3.1  音乐疗法 

康复疗法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就是音乐疗法。

首先音乐治疗具有缓解情绪的作用，其次音乐疗法可

以通过音乐对感官进行刺激，从而增强其语言和记忆

能力，促进互动和交流。音乐疗法由来已久，中国传

统医学有着“五音五行”的说法。现代社会的音乐治疗

学研究表明，有些疾病用药物或现代医疗手段不能有

效治疗，而用音乐疗法就可以。近期由美国联邦政府

资助开展的音乐治疗，其对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进

行研究，主要针对患有老年痴呆早期病人进行音乐疗

法。音乐治疗对老年痴呆症十分有效，优美的音乐对

老年人有益[6]。此外，大量临床实践证实音乐治疗可

明显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能力和抑郁情绪[7]。 

1.3.2  家庭护理干预 

患者的主要生活地点是家庭。家人的照顾对于

AD 患者病情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调查，家

人的照顾能明显让患者感受到归属感，降低患者的负

面情绪。家庭护理的持续性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

高[8]。护理的主要内容有：（1）精神和生活护理，

合理安排患者日常生活、创造安全舒适的环境、进行

能力训练、参与社区活动及心理辅导等[9]；（2）家

庭支持护理，护理人员对家庭支持护理实施者予以健

康教育，促使患者家属了解家庭支持护理的重要性，

并告知相应的护理方法，如饮食护理、生活护理、安

全护理、认知功能障碍护理等，全面提升患者的生活

质量[10]。 

目前，AD 症的治疗以家庭护理为主，家庭护理

需要专业、完善的知识储备和行之有效的护理措施。

但是由于中国现阶段 AD 症的专业护理人员严重不

足，所以家庭护理负担重、护理人员的专业程度不高，

对于疾病控制及延缓病情收效甚微。AD 症患者需要

更多的关怀与沟通，大数据的发展，为解决此类问题

提供了新的契机。利用智能化手段开发情感关怀交互

产品可以实现：生理方面——解决因人手不足、缺乏

专业的治疗手段和家庭护理知识而造成的治疗延误；

心理方面——解决因对患者的负面情绪关怀不够，家

属与患者缺乏有效的情感沟通而造成的生活质量下

降；相关研究与社会效应方面——获得患者病情信

息，充实理论研究依据，提升社会认知，加强沟通与

理解，在更高层面提升 AD 的治疗质量。 

2  情感关怀交互产品设计理念与依据 

2.1  情感关怀交互产品设计的内涵 

情感关怀产品设计的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

内容：实物产品端和移动应用端的情感化交互产品设

计。比尔·莫格里奇认为体验设计才是值得关注的事

物[11]。目前，用户体验的概念已将设计的目的从效能

扩展到情感、意义的维度[12]。同时，伴随着情感计算

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情感交互成为信息时代人机交互

的主要发展趋势，情感交互设计也逐渐成为研究者及

设计师关注的焦点[13]。 

2.2  交互产品的情感交互内容 

交互设计的情感交互大致可分为 3 个层次，即形

式层面的情感交互、内容层面的情感交互以及行为层

面的情感交互。 

2.2.1  形式层面的情感交互 

形式上的情感交互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感，更要

赋予其特定含义，与用户达到情感共识，让用户对产

品一见钟情。在实物产品端体现为颜色、材质、造型

等外在设计因素，在移动终端的表现为界面的视觉风

格和图标设计。 

2.2.2  内容层面的情感交互 

交互内容即是产品的功能设计。优秀的产品功能

设计不需要用户耗费过多精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完成

内容层面的情感交互。主要体现在使用流程的顺畅自

然、操作反馈的及时准确以及触感操控的合理和舒适。 

2.2.3  行为层面的情感交互 

在用户与产品的交互过程中，行为的交互贯穿始

终。从用户的感觉体验来说，利用肢体行为、动作或

语言来与外界交互是最自然、最亲切和最易被接受的

方式，也是最容易产生愉悦感的体验方式。 

3  情感关怀交互产品的设计案例解析 

3.1  产品设计构思 

该产品设计来源于对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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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状态调研，该人群及家属的主要问题集中在：

患者身体机能老化；患者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退化；家

属的专业知识缺乏；家庭氛围凝重、家属看护压力大。

具体表现在：患者在吃饭时会出现抓握筷子或勺子不

稳的情况；AD 患者间歇性健忘的情况；患者的家庭

护理主要集中在一日三餐及偶尔的脑力训练；患者犯

病时对家属的情绪影响较大，家庭气氛凝重。根据调

查，针对就餐这一矛盾突出的日常行为展开设计，提

出如下设计目标：帮助患者自行就餐，稳定患者情绪；

进行科学的益智娱乐活动，患者进行脑力训练的同时

活跃家庭氛围；饮食营养指导与检测、益智活动数据

上传，为家属提供专业护理建议。指导流程见图 1。 
 

 
 

图 1  指导流程 
Fig.1 Guidance process 

 
3.2  设计主体内容 

本设计命名为“康乐辅助情感交互产品”，主要分

为两个方面：实物产品端以及移动应用端。 

主要设计目标包括：利用科学手段将音乐疗法融

入患者日常生活中，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

新娱乐项目，增加患者与家属的互动交流，调节患者

情绪，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收集治疗数据，专业医

生提供远程治疗方案，避免因专业医护人员不足而造

成的治疗延误；提供合理的膳食建议，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采取鼓励措施和移情效应，减少患者与家属

的沟通障碍。 

3.2.1  实物产品端 

在形式上，更贴近患者的审美习惯，采用鲜艳的

色彩搭配，吸引患者的注意力，增加食欲。形态方面

符合人机要求，同时缓解患者因手抖而抓握不稳的现

象。在内容上，防烫感温勺头和倾斜的碗底，设置动

力蓄电装置，餐具与敲击棒按需转换，通过红外线检

测食物营养。在行为上，主要考虑两个场景的情感关

怀，考虑患者就餐时的餐具易用性，餐具与患者的交

互。全部产品见图 2。 

产品的主要功能有：（1）根据老年患者手部抓握

不稳的特征，改变餐具的抓握方式，改良了勺子和叉子

的手柄，使患者能够更稳地握住并使用餐具。（2）勺

子前段使用温感变色材料，当食物温度超过 40 ℃时 

 
 

图 2  全部产品 
Fig.2 All product display 

 
会有变色警示功能；（3）电动餐具使用动力蓄电，

会自动蓄满手柄内的蓄电池，为之后的益智娱乐活动

提供电源，电力的储存和释放过程与患者的进食和消

耗过程同步，增加使用乐趣；（4）将餐具变成玩具，

将前段的勺子换成敲击棒，根据敲击对象材质不同、

敲击频率不同会产生相应的音乐，让大脑进行益智活

动，同时与看护人员一起玩儿，增加互动交流的乐趣，

符合设计的简单化、易用化原则。（5）碗底内部装

有红外光谱营养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食物的营养

成分，并上传到 APP 端做出营养分析，给出合理的

食谱建议，提高看护质量。 

3.2.2  移动应用端 

该部分适用于陪护家属。移动应用端的形式上运

用了简洁的交互设计原则，情感交互表现在界面的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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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化上，颜色搭配给人舒适、简洁、恬静的感觉，符

合看护家属的心理预期。具体运用蓝色、白色、灰色

3 种颜色。 

内容层面的情感交互主要体现在层级浅，功能少

而精且操作便捷上。主要功能包括：（1）即时收集

患者的益智数据、营养数据；（2）上传数据，从而

得到专业医生的远程指导与鼓励；（3）使看护家属

了解专业的家庭护理知识。行为层面主要体现在： 

（1）益智活动，自动监测起始时间与时长，评估训

练效果，减轻家属的使用负担，益智活动监测页见  

图 3；（2）饮食管理，按周搭配合理饮食，视频播

放教程，简单易学，一键食材配送，方便快捷，饮食

推荐页见图 4；（3）数据管理，设定数据上传时间

与间隔，智能数据分析，实时接收，定时语音播报专

业医生的反馈指导意见，数据管理页见图 5；（4）

患者页面，设置鼓励措施与奖励办法，结合大数据确

定治疗排名，给患者家属治疗带来信心，患者页面见

图 6。 
 

 

图 3  益智活动监测页 
Fig.3 Puzzle activity  

monitoring page 

图 4  饮食推荐页 
Fig.4 Dietary  

recommendations page 

图 5  数据管理页 
Fig.5 Data management page

图 6  患者页面 
Fig.6 Patient page 

 

4  结语 

在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AD 患者日益增加，家

庭护理难度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与此同时，随

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交互产品及老年智能产品不断

涌现，为 AD 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途径。

设计师应更多地关注到其中的情感化交互体验，从设

计的方方面面贴心呵护用户的情感诉求，带给用户积

极愉悦、乐观向上的使用体验，这也成为越来越多交

互设计师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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