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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全球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出行的需求，对老年人助

行器进行设计研究，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方法 在对社会背景和现有产品进行了解的基础之上，以

用户为中心进行研究，结合我国的社会情况，研究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最后进行老年人助行器设

计。结论 由于现在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智能化产品逐步成为主导，设计师在进行老年人助行器设计

时，不能太注重以目标为导向，而应以老年人作为设计中心，给老年人助行器设计提供新的思路，抚慰

老年人的情绪，给予老年人身心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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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CD Design Method in the Design of Walking Aids for the Elderly 

XIONG Yang-ting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432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better meet the trave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design and researchwalkers for the elderly 
to help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regarding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trend of the global aging. Based on 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existing products, the user-centered design (UCD) methods were researched. The 
walkers for the elderly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UCD methods, in combinationwith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Due to the rapidsociotechnical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produc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leader of life. When designing the elderly walkers, designers should not 
focus too much on the goal, butregard the targeted elderly groups as the design center. New ideas are provided for the de-
sign of walkers for the elderly by researching the said design, thus soothing the emotions of the elderly and giving them 
physical and ment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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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标准，如果在一个

国家中年龄 65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据总人口的比例

达到 7%以上，或者是年龄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其总人口

的比例达到 10%以上，就可以称其为“老龄化”社会[1]。

多项对于人口研究的数据说明，我国在 1999 年已经

加入到老龄化社会的行列，随后从 1999 年到 2006 年，

我国老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上升，并且老

龄化速度已经超过其他国家。然而，我国老龄化产业

远远没有跟上老龄化的发展步伐，达不到老年人的现 

实需求，与老年人衣、食、住、行相关的各种产品与

生活配套设施常常被忽视。最近几年，社会各界开始

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与老年人相关的产品越来越丰

富，本文希望能借助此次研究，促进老年人产业的发展，

尽可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1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User-Center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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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D），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设计和人机工

程学的兴起，体现的是以人为本。工业设计师亨利·德
雷夫斯在“Designing for People”中介绍了 UCD 方法，

其主要观点认为，设计师应使产品（机器）适合人而

不是人去适应产品[2]。 

2  确定用户人群 

2.1  用户概念 

产品的主导者和使用者。之所以提出用户这一概

念，是因为使用产品或服务的人最清楚自己的需求和

喜好，设计师则需要发现这些并把它设计出来。本文

的用户人群就是老年人。 

2.2  用户特征 

人到老年之后，生理和心理都会发生显著的变

化。生理上，肌体各项指标都会下降，从而导致运动

能力减退，视力减弱和平衡能力下降，则会导致老年

人面对突发状况的反应力变差，身体协调能力也会变

差，更容易发生摔倒等情况。另外，中国的独生子女

政策让更多的家庭成为“4+2+1”（即 4 个老年人、2
个中年人、1 个小孩）结构，这些独生子女到中年后，

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从而难以全

心全意照顾老年人。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中国老年人不愿意选择养老机构养老而倾向

于居家养老，所以造成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3  老年人助行器研究状况 

老年人助行器是辅助老年人行走、维持身体平衡

和支撑部分自身重力的工具。近年来，欧美和日本等

国家已率先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产品，例如日本设计的

下肢助行器 Hart-Walker、法国设计的可穿戴式助行

设备 HERCULE 等。我国高校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也

对老年人助行器进行了大量研究，王新亭在其研究课

题中提出了人体步态参数的助行器设计方法；张宁等

人提出了动力助行器推行功能和载行功能相结合的

想法。然而，国内的研究太过于注重助行器的结构原

理与使用方式，忽视了产品与使用者之间的人机交互

关系，以及人使用过程中的感受，因此国内研究出的

助行器普遍存在使用要求高、操作不方便、不能有效

使用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我国老年人助行器设计起步较晚，大多产品

还处于研发阶段，虽然市场上已经有一些助行产品，

但是在平常的生活中，还是比较少见到老年人使用助

行器。经过调查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老年人不喜欢和

不使用老年人助行产品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过于简单，没有关注老年人使用产品时的

心理感受，目前市场上的助行产品在造型、色彩、材

料的设计上，不注重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可供选择产

品较少；（2）功能设计不合理，设计没有考虑老年人

的真正需求，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功能设计不明

确；（3）智能化科技比较少应用于老年人助行器中，

没有对老年人形成行之有效的帮助；（4）结构设计简

单，安全性考虑不充分，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让老年人

产生负担。 

4  以用户为中心的老年人助行器设计方法 

4.1  以用户为中心的老年人助行器设计特征 

1）老年人参与到设计中，对助行器的设计任务

进行了解。让老年人直接参与到助行器的开发设计中

去，并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价，对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

测试，提供反馈信息。 
2）在老年人和助行器之间适当分配功能。指明

老年人用户完成和由系统完成的功能。由老年人用户

代表参与决策，根据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助行器使用

过程中的可靠性、老年人出行的速度以及使用的准确

性、使用时的力量、助行器反应的灵活性、设计生产

的资金成本、是否能及时可靠完成出行任务、老年人

的健康等方面内容，确定工作、任务、功能或职责被

自动执行或人工执行的程度。 
3）反复设计方案。对初始的设计方案按真实的

使用场景进行测试，并反馈结果，逐步完善方案。 
4）多学科设计。将多学科的小组纳入以人为中

心的设计过程中，小组成员可包括以下几个：（1）老

年人；（2）老年人或其子女；（3）医学领域和康复领

域专家；（4）系统分析员、系统工程师；（5）市场营

销人员和销售人员；（6）用户界面设计人员和平面设

计师；（7）人类工效学专家、人机交互专家；（8）培

训人员。 

4.2  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的老年人助行器设计过程 

4.2.1  需求采集 

1）老年人的特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上，

由于老年人下肢肌纤维数减少和萎缩程度比上肢快，

所以老年人的腿部活动能力减弱。由于腿部肌肉协调

比较困难，上下台阶就会很辛苦，容易感觉累，并且

由于耐力变差，老年人的动作反应会变慢，所以老年

人比较难以坚持长时间的运动。由于年龄的增长，老

年人生理机能减退，营养吸收能力变差，所以脂肪存

储量减少，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萎缩。因为老年

人骨骼失水、钙化、压缩等原因，所以老年人的身高

会逐年变矮，关节也变得没有那么灵活，身体越来越

僵硬。从心理上来看，步入老年阶段后的老年人也会

发生微妙的变化。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方式变化很

大，比如离开熟悉的环境到子女的城市去，且身体的

变化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一些老年人进入老年

期后，对以前能轻松做到的事现在做起来心有余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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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因此会产生抑郁、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8]。 
2）老年人的出行目的。老年人的出行目的比较

简单，一般是买菜购物、健身等，再就是到医院体检

或看病。北京工业大学毛海虓经过研究，总结出中国

老年人的出行目的由生存性向生活性转化，出行次数

较以前有所减少，出行时间一般集中在白天的非高峰

期，出行方式多会选择步行和公共交通工具[6]。 
3）老年人出行的社会环境。我国的社会机构对

老年人出行的社会环境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与之相关

的政策很少。与我国不同，欧美一些国家在这些方面

就做得更早一些，早就把保障老年人的出行安全提上

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针对老年

人开展了无障碍设计。日本交通安全研究机构已经把

“老龄人交通安全对策”列为重要课题去进行研究。现

在的交通情况也比较复杂，老年人因为特殊的生理情

况，面对复杂的出行情况难以快速作出反应，这就给

老年人的出行增加了难度，而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

究也非常有限[10]。 

4.2.2  需求细则 

老年人在出行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主要体现在紧

张焦虑、多忘、多种事件干扰、选择与顺序、分神操

作、赶时间等方面。老年人助行器针对这些心理特征

进行有效的设计显得十分必要。老年人助行器在整个

出行过程中涉及到了助力、助记、便携等方面。离开

住所后，老年人开始专注户外行走安全问题，这一过

程的心理状态一般为“紧张”，这个时候的助行器基本

都是服务于行走。在这个过程中，会停止与行走无关

的行为。因此，当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电话铃声响起、

物品跌落、遇见邻里熟人，或者是扶着老伴或领着小

孩，或是出现跌倒摔跤等情况时，老年人会容易慌乱，

甚至是发生意外等。 

4.2.3  设计方案 

1）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在的产品

设计更多的偏向于智能化设计。老年人助行器就是为

了帮助老年人出行，以及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恢复

健康，在康复期中进行一定指导，因此智能化可以应

用到老年人助行器设计中。 
2）对于老年人来说，安全性是他们的基本需求，

老年人助行器的安全性在设计中主要体现在生理和

心理两个方面。从助行器的尺寸、结构和功能上来看，

在设计时要注意牢固、防滑、防侧翻等内容，在造型、

材料、色彩的设计上使老年人有安全感。 
3）在满足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老年人助行器

的界面设计在设计时应注意可视性和直观性，加强给

出信息的准确性以提升助行器的可用性。 
4）助行器的形态要素包括色彩、造型、材料等，

这些是人机交互的媒介，老年人使用时以此获取信

息，实现出行，并在使用过程中体验舒适或者不舒适

的使用感受。老年人通过助行器的色彩、造型、材料

来识别和理解其功能，同时这些要素向老年人传递更

多的信息，设计师如果能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设

计出合适的产品，可以提升使用者的使用体验。 

4.2.4  评价设计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1）制定评价计划；

（2）从用户那里得到反馈信息；（3）确认设计目标

是否已经实现；（4）持续一段时间对设计出的助行器

进行跟踪关注，了解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情况。 

5  结语 

在全球步入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解决老年人出

行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迅

速，人们的生活也被各种智能产品包围，老年人出行

产品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设计老年人助行器而进行设计，

而是要时刻记住，以老年人这个目标用户为中心，围

绕他们而进行设计。这样，设计出的老年人助行器才

能真正被老年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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