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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中国适老智能家居的研究现状，明确适老智能家居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及未来可发
展的方向。方法 本研究查阅 CNKI 中收录我国有关适老智能家居的相关文献并将其作为数据源，使用
科学计量方法进行知识图谱和词云绘制，利用 CiteSpace 软件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数据可视
化呈现并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析研究涵盖的方向及研究热点，对现有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存
在的局限性问题。结论 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有关适老智能家居的研究涵盖用户、系统设计、产品设计、
空间、养老模式等多个方面，最后根据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问题提出未来我国适老智能家居可深入发展和
研究方向为通信技术与传感器在智能家居中的合理运用、增强智能家居系统兼容性、用户使用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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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mart home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nd to clarify the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mart home for the elderly. This paper us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smart 

homes for the elderly collected by CNKI as the data source, draws the knowledge map and word cloud by using scientific 

measurement method and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e key words and titles of the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visually by 

using the CiteSpace software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re-

search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mart 

homes for the elderly covers users, system design, product design, space, pension mode and other aspects. Finally, ac-

cording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art homes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s the rational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ensors in smart homes, the research 

on enhanc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smart home systems, the research on ensuring the practicability of user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smart home systems, and the research on enhancing the practical potential of smart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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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生存压力的增大，婚龄男女的生育

年龄也逐渐增大，其生育数量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不易增加，因此使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老年人群体

比重逐渐增加。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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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业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与此同时，养老

行业也在此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银发经济兴起，老

年人的需求逐渐被市场关注，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人口老龄化已逐渐成为人们担忧的严峻社会问

题。老年人的空闲时间较多，生理和心理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被放大，与其他年龄群体的差异感愈加强烈，

不免产生孤独落寞感，而名词“空巢老人”、“孤寡老

人”则反应了很大一部分老年群体的现状。老人的生

理、情感、行为、认知方面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

显著改变。适用于老年群体的居住空间应与老人的生

理、情感、行为和认知相匹配。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居住空间作出

的改善和为人类居住而进行的设计研究急剧增加，中

国也不例外。随着工业 4.0 时代万物互联的到来，所

有与物联网服务相关并依赖于物联网的活动伴随着

技术进步深入生活。物联网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领

域，并与融合了传感器、遥控器及其他电器与设备的

智能家居相结合成为了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领域

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针对老年群体，尤其是介助

老人和介护老人的智能家居设计被认为是提高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和确保其健康与安全的重要手段。   

1  中国适老智能家居研究现状 

1.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 CNKI 期刊数据库，数据采集

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0 日。检索条件为：主题＝“老

人 or 适老”且主题＝“智能家居”，年份不限定，剔

除其中与研究相关度低的文章（包括招商、学科或专

业介绍、新闻报道、展会会议、政府或协会项目发布、

作品展、撤稿类文章）和外文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

122 篇。本文数据可视化软件为 CiteSpace V 软件，

是由陈超美博士为主导开发的引文可视化软件[1]，用

于分析有关适老智能家居研究的网络结构与演化趋

势。本文对适老智能家居近五年文献的机构、合作作

者和关键词进行信息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2]。

文献通过 CNKI 数据平台导出 Refworks 文本数据，

利用 CiteSpace V 对数据格式进行预处理，之后对数

据分析进行设置。将时间切片设置为 1，可视化分析

的节点类型根据分析内容依次为关键词、机构和作

者。 后按照设置使文献数据生成静态聚类可视化图

表并对图表进行调整以保证可读性。 

1.2  国内相关文献分析 

对 122 篇文献题名进行分词处理和词频分析，将

词频大于 6 的高频词汇与其词频进行统计，见表 1。

分词处理后得到名词 184 个、动词 152 个、介词 14

个、形容词 8 个、区别词 5 个、副词 2 个和其他词

45 个，生成词云图，见图 1。由此可概览我国适老智

能家居研究关注点。用于描述有关我国适老智能家居 

表 1  适老智能家居文献题名词频 
Tab.1  Title Frequency of smart home for the elderly 

序号 词汇 词频 序号 词汇 词频 

1 设计 27 5 养老 14 

2 老人 25 6 空巢 8 

3 系统 23 7 智能化 7 

4 智能家居 21 8 居家 7 

 

 
 

图 1  适老智能家居文献题目词云 
Fig.1  Smart home for the elderly literature title word cloud 

 
研究的词汇有：安全、豪华、健康、美好、贴心、便

利等；研究针对空间的词汇有：居家、卧室、社区、

农村、住宅、公寓、起居室等。 

通过对国内适老智能家居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

行共现分析，来探索智能家居领域内有关适老的研究

热点和重点话题，并有利于分析话题演变历程。频次

较高的关键词有“智能家居”“老年人”“空巢老人”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Remote Sensing Tech-

nology”“大数据”“智慧养老”“智能监控”“物联网”

“独居老人”“老人看护”“老龄化”等。通过关键词

的数据可以得知智能家居领域有关适老研究的中心

话题和热点话题在技术层面涉及大数据、物联网和智

能监测等，见图 2。 

通过对知网数据库的文献检索与分析，发现我国

目前对智能家居系统与适老的智能家居研究主要分

布于控制工程、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及计算机学科领

域。目前针对适老智能家居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方

面：一是以智能产品为中心，从设计的视角探究老人

在智能家居场景中的交互体验及对老人与产品服务

系统和产品本身的交互行为进行研究；二是从系统和

技术的视角出发，对环境、社区、养老机构和养老模

式做出探讨[3-4]。文献中主要涉及的智能适老应用场

景有以下 4 个方面：一为安防，安防系统由智能门锁、

摄像头、传感器、报警器等组成，实时监测家庭环境并

在遇到异常情况时自动报警，可远程查看家中影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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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适老智能家居关键词共现 
Fig.2  Co-occurrence mapping of key words about smart home for the elderly 

 

二为关爱场景，通过智能摄像头或其他电子产品来了

解家人情况，通过视频通话随时交谈陪伴，此外有陪

伴机器人帮助照顾老人小孩；三为休息与睡眠场景，

根据人体睡眠数据包括心率、呼吸等调节灯光、温湿

度等环境参数，帮助改善睡眠质量[7-8]；四为卫浴，

由智能马桶、智能浴缸、智能淋浴房等产品构成，可

以远程或自动化控制，兼顾节能环保；五为厨餐场景，

允许远程和多交互方式操控厨房电器，通过收集、分

析厨房场景中的数据，进行智能菜谱推荐，实现食材

的一键下单[9-10]。 

1.3  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比分析 

为更清晰地了解中国适老智能家居的研究水平

现状，将世界范围内相关研究的分析结果与中国相关

研究现状做对比。“Commercial ICT Smart Solutions 
for the Elderly: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the Smart Furniture Sector”[11]一文中对主题为智能

家居的外文文献进行检索，并将得到的文献用 VOS

软件做聚类分析，从总共 439 篇分析的文章中，得到

了 1 681 个关键词，见图 3。图中显示了关键词形成

的四个聚类（关键词出现的 少次数是 8 次）。绿色

集群将技术和面向技术的关键词进行分组，例如智能

家居、活动识别（各种形式）和传感器（在图 3 中由

环境智能重叠）等。红色聚类包括老年人健康、生活

质量、辅助技术、护理、远程护理/监测和独立生活

等。蓝色聚类涵盖了围绕环境辅助生活、环境智能和

物联网的支持技术与框架。 

我国适老智能家居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针对特殊

用户群体的研究与设计；适老智能家居系统的设计和

实现；针对特定的功能空间进行的研究；适老智能系

统中的智能产品设计和相关研究；基于智慧养老的养

老模式探究；互联网背景下的老年人监控研究等。外

文适老智能家居文献研究的关注方向和内容有：在智

能方案中传感器使用的相关研究；智能家居系统远程

访问功能的实现；通过移动而非固定设备对老人进行

监控并对设备进行操控的相关研究；智能家居的主动

效益和对智能场景的输出；针对用户的特定特征（比

如认知能力）进行的智能家居设计研究；智能家居设

计解决方案是否有直接应用的潜力及智能家居的成

本价值等。 

通过对比国内外有关智能家居领域的研究成果，

以及上文中的关键词分析可以看出，国外此领域内的

研究有颇多涉及智能家具与家居相关技术，技术涉及

范围广且研究多深入而有针对性，比如研究不但考虑

功能也会考虑其实用性和是否具有足够的价值，研究

对象涉及老年人、系统的操作与管理者等多方面。但

是我国智能家居研究还是更多关注智能家居系统的

技术层面的问题，系统设计中的关注点也在于“系

统”，即狭义的系统构架而非广义上系统所涉及的方

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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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适老智能家居外文文献研究状况 
Fig.3  Research status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smart home for the elderly 

 

2  中国适老智能家居研究的局限 

2.1  中国适老智能家居研究内容局限 

我国智能家居研究更多关注智能家居系统的技

术层面问题，涉及相关系统的内容为基础系统和应用

系统，缺少系统对用户和环境的适配性分析。其中基

础系统涉及智能家居中的控制管理系统、家居布线系

统和网络系统等，应用系统涉及家庭安防、家居照明

和电器系统等。我国的智能家居较少涉及智能家具，

但其实智能家具是智能家居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帮

助用户生活智能化不可缺少的设备 [12]。在“Smart 
Furniture as a Component of a Smart City-Definition 
Based on Key Technologies Specification”一文中将智

能家具定义为精心制作的网络化家具[13]，包括能够管

理用户数据的智能或远程控制系统。国内有关能够与

用户互动并预测用户需求，从而为个人提供了生活便

利的智能家居研究较少。实际上在国外智能家具已经

在管理空间和实现多功能方面有了不少研究与应用

成果。例如 Stryker IBed 等带有嵌入式报警系统和通

信功能的床，也可以帮助患者与护理人员互动，而我

国的智能家居报警与通信通常作为单独的模块出现。 

而有关老人的部分，我国研究者多以看护和智能

监控方面为研究重点，探讨利用智能家居实现远程监

控或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识别、离床监测和跌倒监测

等，关注老人生活的安全与安防。但有关如何让老年

人生活得更加便捷舒适、与家居的交互或控制方式是

否合理、情感与人性化的设计等问题尚为关注较少的

部分。 

2.2  智能家居中用户体验的缺失 

我国智能家居的发展目前处在初期阶段，虽然基于

人口量级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14]，

但尚未出现智能家居的刚需场景和完备的为特定人

群设计的智能家居系统。针对老年人的智能家居系统

的功能对于老人来说并非主观可用，更多的是被动体

验，即我国适老智能家居的多数功能是由于机构或社

区管理的目的来监测老人的身体与行动，并可以实时

将数据或报警信息传输给他人。此外，目前用户体验

碎片化，以及尚未有着重针对老年人体验的痛点如远

程与本地异步操作需求的良好解决方案，因此研究还

需更多结合实际目标群体的特征及需求，将智能家居

系统设计的交互重心由单一的实体产品转移到包含

实体产品和移动设备端的多设备生态中，将老人作为

智能家居系统设计的重心。无论是智能家居场景中的

产品还是智能家居系统的功能，都需更多地考虑老年

群体的用户体验和情感需求。虽然市面上有为老年人

设计的聊天交友平台，但是大多流于表面缺少深层关

怀，不能够让用户得到精神慰藉[15]。此外有关养老平

台和养老系统的研究也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老

年人使用的产品按键或智能终端设备界面的操作复

杂程度也是应当被考虑的问题[16]。 

2.3  智能家居研究缺乏对市场与社会的考虑 

现代电子产品、普适计算和物联网已经进入智能

家居领域，创新设计和理念基于简单的物联网设计，

成本 低。目前的消费者也在寻找更便宜、更容易获得、

设计更有吸引力的产品，而不会为智能产品支付明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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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价格。 

适老智能家居作为物联网技术的产物要广泛部

署，其面临的障碍也是智能家居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即隐私、能耗、妨碍性、可用性、可接受性和成本（初

始/维护）[17-18]。商家之所以采取传统而安全的适老

服务措施是因为其更容易被市场和社会所接收，但却

给所有潜在的物联网用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且对

于许多消费者来说，他们仍然需要确信他们需要这些

产品，并且应该继续将他们的生活、家庭和工作场所

数字化[19]。虽然市场上已经有适老智能家居产品，但

仍需要更多的创新研发来获得 佳智能解决方案，同

时还需考虑价格、目标用户和代理商。考虑到用户目

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采用多学科方法将有益于

创新产品。适老智能家居在研究和开发新功能新系统的

同时应当考虑市场与社会，使方案灵活、成本低[20-21]，

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易于用户购买和安装，并能

提供舒适性和便利性。 

3  中国适老智能家居研究发展前景 

3.1  通信技术与传感器的合理运用 

近年来，传感器与现代通信技术的结合及致动器

技术的提升为智能家居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22]。

传感器已经可以做到低功耗、小尺寸和低成本，而功

耗和成本正是诸多智能家居系统的症结所在。如何合

理将传感器应用在家具及其他智能设备中，并保证其对

老年人生活福祉创造价值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23]。

从目前的文献中也可以观察到通过使用传感器等辅

助技术与日常活动监控来改善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

趋势[24-25]。 

3.2  增强智能家居系统兼容性 

兼容性是目前智能家居存在的显著问题。目前的

适老智能家居系统通常为软硬件结合的物联网解决

方案，但通常这些解决方案“各自为政”，不同公司

的产品也有一套独特的生态链，大都存在不可配置或

不便于更新的问题[26-28]。如果要使研究成果适配于市

场和社会，就需要使解决方案能够让公司或机构通过

调整系统增加灵活性来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不是开发

和使用新系统代替原有系统。也就是说智能家居系统

的迭代和兼容性是这个领域中亟待研究的内容，也是

开发者和投资商的关注所在。 

3.3  用户使用智能家居系统时的可用性 

适老智能家居需服务于人，使用者是包含管理

者、老人和老人的家人等多样化的群体。若想增加消

费者对智能家居的兴趣，实现功能可用性是可行的方

法，这可以直接影响用户的健康和舒适感。产品的更

新换代速度太快，现代多样的营销和广告渠道，是一

些老人从前所不了解的，而这就对老年人造成了麻

烦，即老年人随着年纪上升而认知能力在下降，本身

对于新产品的接受能力较低，没办法很快地理解新产

品的操作与使用方式。因此适老智能家居系统需要验

证技术经验不足的人是否能够接受智能家居系统，并

确保用户友好，从而使适老智能家居的解决方案不仅

在技术上可行，而且能够被目标群体所接受，同时使

目标群体不被自身的特征所限制（触觉灵敏度降低、

视觉、听觉、移动性下降）。 

3.4  增强智能家居的实用潜力 

有关适老智能家居的研究应当以解决现有问题、

创造更加合理的养老模式为目的，任何与现实意义脱

离的研究和设计，其价值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国际上，

适老智能家居系统或产品的设计大都投入到实际应

用中，他们的实用性不单来自系统和产品本身的特

质，也是由于开发研究者考虑到了市场与社会的实际

情况。高成本的解决方案即便功能优良也较难被市场

广泛接受。而目前我国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国家政策

都非常有利于智能家居研究的发展与应用，未来适老

智能家居会向着方案灵活、适配性强、成本低、易用

性强、便捷舒适的高实用性方向发展。 

4  结语 

当今社会，老年人因为物质的富足，生活方式已

经从拮据度日转向了品质生活，其保障来源于老人自

身的经济基础和子女的赡养扶持，此外社会给予了各

类养老服务和保险基金的选择，为老人在满足基本生

活需求之外还能获得高水平消费能力，其中自理型老

人在看护、医疗方面少了一定支出，也能保证稳定的

经济支持。因此老年人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转

变，从以满足基本生活为主向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方

面转变，注重产品质量与健康生活，这也为适老智能

家居的发展带来契机。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适老智能家居的研究文献进

行知识图谱分析和词云绘制，梳理我国适老智能家居

研究的概况。但我国适老智能家居还存在研究内容的

局限性、对用户体验关注的缺失和对市场和社会考虑

不足等问题，根据局限性问题和研究概况提出了我国

适老智能家居未来深入发展和研究的 4 个方向，即通

信技术与传感器的合理运用、增强智能家居系统兼容

性、用户使用智能家居系统时的可用性和增强智能家

居的实用潜力，为我国适老智能家居研究方向提供参

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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