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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老年人居家卫浴情境中的关键因素，以及情境因素对产品产生的影响，引导人机交互

向更加包容、主动、人性的方向演进，优化老年人卫浴产品的使用体验，提升养老品质。方法 基于情

境感知，通过相关理论的梳理提出用户情境、环境情境、任务情境 3 种适老化居家卫浴情境类型。通过

入户调研、行为观察法及访谈，对 3 种情境的特征进行分析与需求提取。结论 提出整装卫浴研发、以

产品互联构建连续体验、赋予适老产品成长性、关注卫浴产品包容性设计的适老化智能居家卫浴产品设

计策略。通过情境研究来分析要点、归纳策略，以此反映老年用户的使用习惯及卫浴空间特征，并得出

潜在的用户需求，从而引导符合使用逻辑的适老化卫浴产品设计方向，为老年人群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

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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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of Age-appropriate Smart Home Bathroom  

Products Based on Context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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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elderly home bathroom context and the impact of contex-

tual factors on the product, guide the evolution of man-machine interaction to a more inclusive, active and human direc-

tion, optimise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elderly bathroom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tirement. Based on context 

awareness, three types of age-appropriate home bathroom contexts, namely user context, environment context and task 

context, are proposed using theoretical combing. Through such methods as household research, behavioural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contexts are analysed and needs extracted. The product design strategy for 

age-appropriate smart home bathroom products is proposed to develop the whole bathroom, build a continuous experience 

with product interconnection, give growth to age-appropriate products and focus on inclusive design of bathroom prod-

ucts. In addition, contextual research to analyse key points and generalise strategies can reflect the usage habits and bath-

room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users and derive potential user needs, thus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ageing-friendly 

bathroom product design in line with usage logic and providing a more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usage experience for 

the senior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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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与银色经济的驱动，适老化

设计、智慧养老等概念愈发引起关注，信息科技越来

越多地为养老、护老提供支撑，智能化将成为养老的

一种新常态[1]。卫浴空间是与人们生活紧密联系的区

域，卫浴产品研究是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保

障[2]。然而，目前居家养老的老人们在卫浴情境中仍



190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8 月 

 

然面临着适老化程度低、安全性防护性差、操作使用

困难、忽视情感体验等问题，无法满足老年人居家养

老的卫浴需求[3]。引入情境感知理论，从使用者的状

态、环境特征与任务目标入手，分析潜在的需求与操

作关系，使设备能够分析出老年人的动态需求，并给

予相应的反馈，从而提升卫浴产品的适老化程度，使

老年人的卫浴体验更加独立自尊、舒适自然。 

1  情境感知与情境因素相关研究 

情境感知源于泛在计算的研究，由 Schilit[4]于

1994 年提出。Schilit 认为情境感知设备可以尝试对用

户当前的状态进行假设。经过时间的沉淀，在计算机

科学背景下，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是指设

备通过感知掌握了它们能够操作的环境信息后，基于

一定的规则作出恰当的反馈。针对情境感知中的情境

（Context）一词，Dey[5]于 2001 年将其定义为“任何 
 

可用于描述实体情况的信息”。 

情境因素是情境感知系统获取的基础数据信息。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情境因素随着情境感知理论

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分类方式。Wolfgang 等 [6]

将情境类型分为用户-角色、过程-任务、环境、时间

以及设备 5 个类别，以涵盖各种移动和网络场景。

Chihani 等[7]和 Nicolas 等[8]将与用户相关的情境要素

结构化为 3 类：用户信息（知识水平、情绪状态、生

理条件）、社会环境（社区、社会互动、群体关系）、

用户任务（自发行为、目标、操作）。同样，与物理

环境相关的情境要素也被结构化为 3 类：位置环境

（绝对位置、相对位置、所处的整体环境）、设备条

件（计算能力、通信条件、效率）、物理条件（噪音、

光线、压力、空气质量）。情境要素分类见图 1。与

此同时，学者们强调应根据应用领域选择最优的情境

分类方式。 

 
 

图 1  情境要素分类 
Fig.1 Classification of context elements 

 
从智能家居与设计的角度来看，用户在使用产品

时无时无刻不受到其生理、心理、个人背景和使用环

境的影响[9]。情境感知的应用，可以帮助产品识别出

变化的外部环境及用户状态，从而推测出动态的用户

需求，并进行及时、恰当、主动的服务。情境因素的

获取越准确丰富，所提供的服务就愈加精准与舒适。

左自磊[10]在 Schilit 和 Kaltz 等的研究基础上，围绕智

能家居系统，针对人机交互的特点将情境因素梳理为

3 类——用户情境、环境情境与任务情境，通过时间

触发、流程触发、事件触发的方式实现用户需求。窦

金花等[11]通过情境感知理论，对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

语音用户界面进行了研究，考虑到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中所触及的情境因素，将其分为用户、任务、时间

和环境 4 类情境，提出了语音用户界面的多通道交互

设计、构建上下文记忆辅助对话等设计策略，提升了

老年语音界面服务的效率与体验。 

2  老年人居家卫浴情境因素定义与研究流程 

2.1  老年人居家卫浴情境的构成因素 

情境因素根据研究领域与载体的差异，分类方式

也有所不同。在老年人居家卫浴情境中，研究对象除

卫浴产品外，同时还包括发生在特定卫浴空间的卫与

浴的动态行为。在本文中，“老年人”生理机能水平

下降，不同的老化程度体现出不同的需求，反映了用

户群体特殊的身体状态；“居家”削弱了卫浴情境的

社会属性，家人或其他护理人员可以作为次级用户进

行考量；“卫-浴”说明了用户目标及操作具有一定的

复杂性，卫浴行为所发生的“卫浴空间”限定了行为

发生的环境，形成了用户之外的物理分析因素。 

综上，针对老年人的居家卫浴，本文将情境因素

分为用户情境、环境情境和任务情境 3 类进行分析，

分类具体情况及说明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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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老年人居家卫浴情境类型 
Tab.1 Types of home bathroom context  

for older people 

情境

类型 
情境因素 因素说明 

基本信息 年龄段、性别、身高、体重 

用户偏好 老年用户的卫浴习惯、偏好 

行动能力 老年用户进行某个动作的能力 

视听能力 老年用户的视力、听力水平 

心理需求 老年用户在人性化关怀方面的需求 

用户

情境 

家庭成员 
老年用户的家庭成员，包含伴侣、子女、

儿童 

目标 老年用户的任务目标，例如淋浴、洗漱等

操作 为完成目标对设备进行的操作 

行为 为完成目标用户进行的动作 

任务

情境 

频次 完成特定目标的频率次数 

环境构成 卫浴空间的布局情况、设备位置 

温湿度 卫浴空间内的温度与湿度 
环境

情境 
光线强度 白天和夜晚的差异对用户的影响 

 

2.2  研究方法及研究流程 

由于卫浴行为的私密性，本文通过入户访谈及行

为观察法收集老年人日常洗漱、沐浴、如厕的行为任

务流程，以及产品使用情况与环境特征，并通过访谈

记录了老年人的基本个人情况，对卫浴行为及卫浴环

境的细节进行了补充，为后续的情境分析提供了可靠

的数据与图片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行业标准）老年

人能力评估》及穆光宗的《成功老龄化：中国老龄治

理的战略构想》中对老年人的分类标准[12-13]，本文将

研究对象分为以下 2 类：自理期老人（能力完好），

处于退休过渡或老年活跃状态；依赖期老人（轻度或

中度失能），处于失能障碍状态，认知能力下降，需

要他人帮助或助行器辅助生活。这 2 类老人涵盖了大

部分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群，且在行为能力和生活状态

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本次入户访谈与观察研究包含了 3 个家庭共 9 位 

65~90 岁的老年被试。其中包括依赖期老人 4 名、自

理期老人 5 名。3 个家庭中包含 1 个独居老人家庭、

3 个空巢老人家庭以及 2 个三代同堂家庭，以便得到

不同能力水平及不同家庭构成的老年人资料，分析

其卫浴情境和需求的共性及差异性，研究对象的分

布情况，见图 2。 
 

 
 

图 2  研究对象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study subjects 

 

3  老年用户智能居家卫浴情境分析 

3.1  环境情境分析 

老年人居家卫浴空间的面积以及功能区域布局

情况，是进行无障碍适老化设计的主要限制因素。依

照上文中归纳的老年人卫浴环境情境因素，对被试家

庭中的卫浴空间面积、装修情况以及洗漱、如厕、洗

浴区域的布局进行调研，部分被试的卫浴空间情况见

图 3。 

被试家庭卫浴空间的功能布局及面积情况见图 4，

主要为 C 型、L 型、一字型、田字型 4 种，面积平均

为 3~4 m2。其中一字型的布局情况比较多。为排除由

于被试数量造成的统计差异，本文对卫浴环境的调研

结果与卢绪霞 [2]对全国卫浴空间建筑面积与功能区

域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为后续的环境情境分析提供

了一定的参考。 

 
 

图 3  部分被试的卫浴空间情况 
Fig.3 Bathroom space situation of som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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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卫生间布局分析 
Fig.4 Bathroom layout analysis 

 

通过对 9 位被试关于卫浴空间环境的访谈，进一

步了解他们的痛点与期望，最终归纳出以下几点。在

空间面积方面：卫生间面积小，物品密集，摔倒极易

受伤；依赖期老人需要家人帮忙洗澡或穿衣服，若设

置淋浴房，则空间十分受限。在布局方面：一字型卫

生间较多，如厕区域一般置于中间位置，两侧不靠墙，

适老扶手加装困难；接地式扶手占用空间，很少被家

庭采纳，老人通过两侧物品支撑起身，容易发生危险。

在光线方面：夜晚老年人起夜，环境由暗突然转亮，

容易产生眩晕；在日常使用中，卫生间光线不足，不

利于老年人识别和操作。 

提升环境的智能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

人的自理能力，例如针对空间受限的卫浴环境，通过

感应抬升式的马桶垫圈帮助老人起身，可以省力并减

少摔倒的风险；增加操作语音反馈或语音控制，降低

识别困难；夜晚模式，进入卫生间时亮起夜灯或进入

低照明模式，以减少眩晕的发生。 

3.2  任务情境分析 

通过模拟洗漱、如厕、淋浴任务，记录 9 位被试 

完整的行为过程，部分被试的卫浴行为实验见图 5。

通过对被试关于卫浴行为操作的访谈，补充卫浴行为

频次以及操作痛点，分析其行为特征，得到依赖期老

人群体与自理期老人群体卫浴行为的共性与特异性。

具体的老年居家卫浴任务情境分析，见图 6。 

有关依赖期老人与自理期老人卫浴行为的共性

与特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如厕行为而言，对于依赖期老人，脱离助行设

备后，需要通过支撑物来艰难地腾挪转身，完成开合

马桶盖板、转身、移位等操作，支撑物必须牢固且不

会发生滑动或侧翻，否则非常容易出现危险。如厕完

成后也需要挪腾转身才能完成按钮冲水等操作。两类

老人都有起身问题：一般家庭马桶较矮，腿脚不便的

老年人落座后，需要依靠身侧支撑物站起。腿部力量

越弱，起身越困难，部分体重较重的老年人仅靠自己

的上肢力量无法起身，过程中也易出现重心不稳或用

力过猛摔倒的问题。 

就淋浴行为而言，依赖期轮椅老人及部分拐杖老

人，难以进行热水器和浴霸的操作，需要家人帮忙。

在淋浴的过程中一般为坐姿，自我清洗的部位比较受 
 

 
 

图 5  部分被试卫浴行为 
Fig.5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ome of the subjects' bathroom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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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底色部分为依赖期老人在自理期老人行动外的特定行为。 

 

图 6  任务情境分析 
Fig.6 Task Context Analysis 

 
限。当使用外物架高腿部或脚部时，容易滑倒受伤且

难以起身。自理期老人相对轻松，以站姿淋浴为主，

站姿疲劳时换为坐姿。 

除上述问题之外，卫浴情境中的洗漱行为、如厕

与淋浴的高频操作均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与规律性，设

备可以比较好地感知及预测，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例

如：总结用户行为频次与时间段，在低频使用的时间

段保持休眠；用户离开马桶时，自动冲水并合起盖板

等。识别用户的关键操作，推测用户意图并主动完

成，可以有效减轻老年人的负担，提升产品适老性与

智能性。 

3.3  用户情境分析 

针对老年人居家卫浴中的用户情境，对 9 位被试

进行了有关自身身体情况、心理期望、家庭构成与生

活习惯的访谈，通过对用户声音的整理与分析（见图

7），从用户自身能力、家庭构成以及心理需求 3 个方

面进行阐述。 

1）在用户自身能力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

年人生理机能逐渐衰退，视听能力、身体协调能力、

信息分析能力与判断力下降，增加了信息获取与新系

统学习的困难[14]。在老年人不可避免地由自理期向依

赖期演进、老化的过程中，变化的身体能力也带来了

变化的卫浴需求，关注老年卫浴产品的可持续性与成

长 性 ， 可 以 更 好 地 帮 助 老 年 人 过 渡 与 适 应 ， 减 少 

适老化改造的成本。与此同时，通过对新手进行学习

引导，增加以收集用户数据为基础的主动适应与主动

服务，建立双向的、自然简单的学习方式，以帮助老

年人轻松地接受与使用复杂的智能产品。 

2）在家庭构成方面。与家人同住的老人比较担

心适老化改造对子女使用卫生间造成的影响，对老年

人专用的卫浴产品态度比较消极。独居老人或空巢老

人也不希望来家里做客的亲友看到自己使用具有很

强辅助性的用品，对自尊与情感化、安全性有比较高

的要求。因此，应关注智能化卫浴产品的通用性、包

容性设计，通过学习建立不同用户的数据档案、划

分模式，继而给出不同的服务与引导。对于产品外

观，应轻量化、家居化，易于装卸并能够融入家居

环境。 

3）在心理需求层面。老人们依旧保有自身对审

美与生活品质的追求，希望能参与到购买决策中。自

理期的老人往往“不服老”，注重精神健康，乐于通

过新的产品与技术来提升生活品质；依赖期的老人希

望最大程度地保持独立自主，不愿麻烦他人，希望辅

助产品除了功能性之外，在外观上更加时尚亲和、家

居化、隐蔽化。除此之外，由于卫浴空间极易发生危

险，所以两类老人都有比较强的安全监护需求，可通

过行为频次、体位与状态的感知与判断发出问讯，并

及时向家庭成员或社区发出求助信号。同时需注意求

助的接收对象可能同为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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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用户声音洞察 
Fig.7 User voice insights 

 

4  基于情境的适老化居家卫浴产品设计策略 

4.1  环境情境——进行整体卫浴空间方案研发 

卫浴空间是一种受限空间，在进行无障碍化改造

时往往受到小面积、物品摆放密集等限制。根据调研

得到的 4 种基础卫生间布局，对自理期、依赖期的老

人进行整体方案的研发，可以将不同产品设备放置在

合理的位置上，并留出舒适的活动空间及支撑点。

TOTO 在 2020 年上海国际养老博览会中，针对需要

看护和无需看护老人的人机与行为特征，展示出了不

同的整装卫浴方案，见图 8。 

除此之外，整装方案更加便于卫浴空间中的产品

互联设计，能更有效地感知用户的状态及行为，并进

行安全监护。例如，用户在离开马桶一段时间后，若

未检测到用户离开卫生间，且其他卫浴产品未开启，

则发出问讯，继而进行监护警示与求助。 

4.2  任务情境——通过产品互联构建成组的连续体验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老年人的卫浴操作往往被支

撑起身、拿取助行器等行为影响，形成了缓慢、不流

畅的人机交互态势。根据上文的分析，不同卫浴目标

下的操作具有固定性、规律性的特征，可以被系统学

习并通过产品互联构建为连续体验。 

卫浴行为的不同阶段，对应着固定的情境感知要

素和相应的操作触发规则，例如当用户如厕 5 min 后，

自动打开换气扇；用户离开马桶座面时，自动冲水并

合起盖板等。通过特定的触发要素与卫浴空间中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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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TOTO 养老辅助浴室整装方案展板 
Fig.8 TOTO assisted bathroom solutions for the elderly 

 

品联动，对用户意图进行推测并主动服务，从而达到

减轻老年人负担、使卫浴行为连续流畅的目的。 

在卫浴流程中，可划分出高频次操作及相对低频

的操作，以此区分服务的主动性。例如开关花洒、开

合马桶、马桶冲水等是特定卫浴目标下的必要操作，

可划为高频次操作；而开关浴霸、擦拭镜子雾气等，

是根据用户当下的感受和需求进行选择的，可划为低

频次操作。对于固定的高频操作，系统可主动完成，

减少用户负担；对于低频操作，可对用户进行询问，

通过用户决策完成。 

2020 年底方太发布了集成烹饪中心，通过蒸烤

烟等联动配置，实现了以下功能：开火后自动吸入油

烟，关火后 1 min 油烟机自动停止运行；蒸烤水汽大

量喷出时，吸力自动加强等。通过集成式智能联动的

设计，减少了弯腰、走动和规律性的重复操作，有效

提升了烹饪体验和效率，见图 9。 
 

 
 

图 9  方太集成烹饪中心 
Fig.9 Fontaine integrated cooking centre 

4.3  用户情境——赋予产品成长性 

1）针对产品的硬件设计。退休后的老人从自理

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老化进入依赖期，在此过程

中，其卫浴需求不断变化，辅助需求逐步增长。类似

地，儿童生长变化速度快，为适应其不同阶段的需求，

婴童产品有较多成长性设计的应用案例。例如 Farska

的儿童餐椅（见图 10），通过尺寸调节及配件等使其

从新生儿的小摇床，变为餐椅、学生椅，直到成人椅。

适老化卫浴产品也应具备相应的可持续性与成长性：

在系统层面应保持更新用户的行为数据信息，在用户

操作时间异常，反复多次尝试无效时，及时调整服务

方案；在产品硬件层面，应该具备尺寸的可调节性、

功能的可拓展性，以及有可装卸的配件，例如拐杖放

置配件、浴椅脚轮、安全监护器、马桶座面抬升模块

等，从而提升对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匹配性。 
 

 
 

图 10  Farska 儿童餐椅 
Fig.10 Farska children's dining chair 

 

2）针对产品的系统设计。老年人神经系统的衰

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信息分析能力及学习

能力，智能产品相对于普通产品而言更加复杂。构建

用户与系统双向学习的机制，可以使老年人更简单自

然地上手。系统通过学习用户身高、体重、性别等基

础信息、行为操作、使用频次频段、习惯偏好，建立

用户档案，可以更好地推测用户意图，进行主动服务。

用户对产品进行学习时，可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通

过新手引导来帮助用户。例如在用户如厕后，主动出

声引导用户按下抬升按钮辅助起身，并提醒用户若发

生危险可以进行求助。当用户忘记如何操作时，可对

系统语音进行提问，或通过系统呼叫家人进行求助。

科勒云镜智能卫浴系统可以学习记忆用户的使用细

节，并通过声纹识别不同用户，为家庭成员带来各自

最偏爱的水温、光线与音乐；通过搭载的语音系统，

在操作时为用户提供恰当的引导；当水管出现意外漏

水、或家人在浴室中不幸滑倒时，不同类型的传感器

会即时监测，通过科勒云境向紧急联络人发送提醒信

息，保障人身和家中财产的安全，见图 11。 

4.4  用户情境——进行包容性设计 

多数标榜老年人专用的产品忽视了产品外观和

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在有多个家庭成员或客人共

同使用卫生间的情况下，适老化辅助产品也需要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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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科勒云镜智能卫浴系统 
Fig.11 Kohler Cloud Mirror intelligent bathroom system 

 

响他人使用。因此，需要关注适老化卫浴产品的包容

性设计。在系统层面，通过收集用户数据，建立不同

用户的数据档案，划分不同的使用模式，因人而异地

提供服务（如图 11）；要赋予系统耐心、亲和的特质，

易读、易懂、易收听，避开老年、特殊等字眼，使产

品更加通用、平等，见图 12。在硬件层面，应避免

功能冲突，例如避免马桶座面抬升功能与智能马桶盖

的冲突；需要使产品外观亲和时尚、颜色明亮，适合

家居氛围，材质舒适安全，易清洁，能够传达轻便、

独立自主的态度和感受，见图 13。 
 

 
 

图 12  腾讯手机银行适老化改版 
Fig.12 Tencent Mobile Banking is an age-appropriate revamp 

 

 
 

图 13  Aron Kasei 家具风坐便椅 
Fig.13 Aron Kasei furniture style commode chair 

 

5  结语 

本文将情境感知理论中的环境、任务、用户 3 类

情境作为研究视点，以定性研究为主，依照自理期老

人与依赖期老人的特点，分析了用户的使用习惯与卫

浴空间特征，并得出潜在的用户需求，总结了其共性

与差异性。通过提取情境中的关键要素，构建了 3 类

情境相应的适老化智能居家卫浴产品设计策略。然

而，由于目前智能家庭的普及度较低，以及老年人群

对智能新兴事物的认知普遍不足，研究尚缺乏定量数

据的验证支持。未来在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为依托的智慧养老领域 [15]，通过情境研究来分析要

点、归纳策略，引导设备主动地感知、学习、提供服

务，是提升设备“智慧”的关键。以生理数据测量为

基础的、更加客观量化的用户行为研究或将成为未来

的研究方向。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笔者希望智能技

术的应用能更好地使老年人消除年龄的限制，与年轻

人一同享受新兴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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