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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为缓解社会养老压力，探索以智慧养老为基础的适老化环境设

施设计。方法 探究智慧养老起步晚、人才缺失和系统不健全等痛点并给出解决方案。分析老年人对智

慧养老模式与环境设施需求的特征，在老年人群体身体健康设计方案的条件下，智慧养老视域下的适老

化环境设施设计应注重促进老年人群体的互动功能与情感交流。归纳智慧住宅的各种配置，从 5G 技术

延伸出智慧养老新方式。结论 满足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功能设施与辅助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功能性设施是

适老化环境设施的基本特性。与智慧养老“软件”的有机结合是适老化环境设施“硬件”的新思维。应

在保证老年人身体不出现意外情况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热

情和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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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Elderly-friendly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Based on Smart Elderly care 

Yin Bao-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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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elderly-friendly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based on smart elderly care 

to solve the sever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and relieve the social pressure of elderly care. The pain points 

such as the late start of smart elderly care, the lack of talents, and imperfect systems were explored, and solutions were 

provid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s needs for smart elderly care models and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were ana-

lyzed. The design of elderly-friendly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under the vis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should focus on pro-

moting the elderly's interac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various configurations of smart houses were 

summarized. A new way of smart elderly care was extended from the 5G technology. Functional facilities that mee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assist the elderly to live independently ar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ld-

erly-friendly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with the "software" of smart elderly care is a new thinking 

of the "hardware" of elderly-friendly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nsuring that there are no accidents 

in the body of the elderly,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should be met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the enthusiasm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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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持续加剧。预计到 2040

年，将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达到并超过 65 岁。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国家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

以及人民养生和运动意识的与日俱增，人口高龄化的

趋势愈加明显。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结构呈倒三角，

四位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不

断出现，家庭养老压力逐渐增大，缓解、释放传统模

式下的养老压力已刻不容缓。我国 2017 年发布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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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

预计 2020 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比例将达到老年人口

总数的 46%，并提出大力发展居家社区服务，加强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因此社区安老、住宅环境的适

老化改建以及社区综合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已是我

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举措[1]。 

智慧养老恰逢其时，方兴未艾。随着我国经济科

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和智能工具技术的不断突破，使

智慧养老系统做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并且持续为

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支撑。新建、改建的养老环境设

施应注重利用现代化技术提高其智能水平。在建筑结

构、室内、外设施的选材上，应着重选择新型建筑材

料和智能硬件设备，采用适老化设计来提高其服务能

力，并辅以绿化设计改善自然环境，全方位地满足老

年人生活、医疗和娱乐的需要[2]。 

1  智慧养老环境设计宏观层面的问题与建议 

1.1  智慧养老起步较晚 

智慧养老最初称作“全智能老年系统”，最早由

英国生命信托基金提出 [3]。老龄科学研究，国外于

1998 年至 2004 年起步，2005 年开始加速发展，如今

智慧养老机制已发展得较为完善 [4]。而国内最早于

2007 年由胡黎明提出“数字化养老”，随后发展出“科

技养老”“智能养老”等概念，直至 2012 年“智慧养

老”的概念才最终定型，从而导致我国智慧养老发展

缺乏经验且体系构建不够完善。 

在已经落后的情况下完善智慧养老制度和构建

系统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部门应为智慧养老提供

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并制定相关法律为其保驾护航，在

进行有效监管的同时，于试点地区进行调研，找出并

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在建设过程不断完善制度

与系统。 

1.2  忽视老人精神和情感需求 

国内智慧养老服务焦点多滞于物质上，对于满足

老人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诉求多有不足，无法提供老人

所需的多元化服务 [5]。老年人因身体不便而缺乏社

交、亲情沟通、休闲娱乐活动和学习的欲求，甚至在

身体每况愈下中沮丧、消极，失去社会价值感。 

设计者应充分调研各个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和

经济条件的老人的兴趣爱好，采取多角度的环境设计

方式，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老人更多的需求。 

1.3  科技水平无法供应养老产业的内需 

智慧产业设计归根结底是以科技为支撑的，如今

对于智慧养老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就是科学技

术水平的不足。一方面是人们虽然敢想敢为，但很多

具有理论可行性的想法碍于技术水平有限而在现阶

段无法实际应用；另一方面是科技产品的适老化程度

不够，智慧养老产品多与互联网、云计算、信息平台

数据共享等技术对接，部分产品存在操作难度大、程

序复杂难懂等问题，同时老年人普遍不善于接受新鲜

事物，科技产品在设计过程中亦无适老化处理[2]。经

访谈周边社区 65 岁以上老人可知，其大部分老年群

体对生活常用的科技产品（智能手机、智能音响等）

的使用反馈为：华而不实，不受用，而 65 岁以下老

人更乐于接受新事物，对智能产品兴趣更浓厚。 

通过科技产品程序简化与使用过程培训的方式

双管齐下来解决老年人对设备掌握程度不足的问题，

针对老年人在技术产品使用过程的情况不同，进行面

对面的技术产品使用教学，遇见解决不了的问题可随

时提出，长期高效帮助老人。待老年人熟悉科技产品

后，再根据个性化需求进行科技产品研发，满足更多

养老需求的同时提升产品使用的便捷性，切实提高服

务质量。 

2  基于智慧养老环境设施设计微观层面需

要注意的问题 

适老化环境设施主要对老年人服务。老年人的各

项生理机能都会随着年龄增大而衰退，如身体肌肉的

萎缩和智力的衰退、视力和听力的衰退等。因此，

老年人身上更容易产生突发性的问题，如各种疾病、

心理危机、跌倒和走失等安全问题。因此，基于智

慧养老的适老化环境设计应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进

行研究。 

2.1  体力衰退型 

体力衰退的老人易发生跌倒情况，需要在老年人

活动的所有空间进行无死角监控覆盖，特别是卧室、

卫生间和洗浴区等易跌倒的空间设置紧急救助系统，

该系统应满足紧急呼叫和双向通话功能，老年人在跌

倒后可触碰地面相应防水按钮与管理人员紧急通话。

同时给老年人配备有定位功能的防跌倒检测设备，当

老人跌倒或在个别区域久驻等异常情况发生时，设备

即向管理人员发送警报与方位，使相关工作人员能够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 

2.2  智力衰退型 

智力衰退的老人易发生走失情况，为保护老人安

全及当老人走失时能够快速找到老人，应在老人生活

环境中所有关键地段设置出入控制系统，系统能够对

相关区域通向情况进行记录与控制，对意外情况报

警。出入口可设置门禁系统，以一卡通、指纹和人脸

识别进行身份验证，根据老人健康情况设置不同权

限，以限制活动范围。特别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及有

精神问题的老人，应在所有危险空间及建筑关键部位

设置门禁系统，避免老人误入其中产生安全问题及危

害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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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孤独失落型 

孤单失落的老人易产生心理危机，为促进老人心

理健康，需要增加生活趣味性和必要的社交互动。一

方面鼓励老人走出住宅，可在公共区域设置健身娱乐

器械和供人小憩的全龄型座椅，以满足老人和不同年

龄段的人进行运动和闲谈[6]。老人可以和周围人因情

感缔结而生活得更好。通过心灵的交流，他们活得会

更有动力。另一方面针对行动能力差的老人，可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于家中配置陪护智能机器人，陪老人聊

天、做老人的备忘录和移动小储柜，甚至可以乘载老

人进行中短距离的移动，这种可辅助老人日常生活的

辅助型智能产品，能大大提升老人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促进老人身心健康[7]。 

3  微观综述：物网互联，网络神经全覆盖 

用于实现智慧养老的智慧住宅设计总的来说就

是利用智能监测技术、综合布线技术、传感技术再加

上信息通信等技术赋予建筑“生命”，以电子“器官”

弥补老人衰退的生理机能的不足，以物力更大限度地

节省人力，使老人可以达到安全且独立自主的生活状

态，极大地增加老人的幸福感。具体操作是由分布在

建筑居室内的一系列智能设备组成物联网感知层，包

括物联网摄像机、医护智能胸卡、智能手环、NFC

巡更信息点、无线报警按钮、无线入侵探测器、无线

感烟装置、多功能马桶、多功能轮椅、水电监测器、

智能床垫感应器、输液检测器和一套智能健康检测设

备（智能血氧仪、血糖仪、心电仪等）等共同担当智

能住宅的神经和器官。管理中心即利用物联网技术实

现安全问题溯源、可视化巡更、防止老人走失、输液

监测、体征监测、睡眠监测与跌倒及时救助等功能[8]。 

4  微观补述：5G 技术助推智慧养老 

我国 5G 技术全球领先，2019 年我国工信部向中

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广播电视台颁发

了 5G 商业牌照，宣示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业化元年。

5G 网络的优势在于其超越之前网络的强大数据传输

率，比互联网要更快，网络延迟也更低，响应间隔小

于 1 毫秒。因 5G 网络数据传输更快，随着 5G 技术

的普及，可以实现 5G 远程医疗。即通过 4K/8K 的高

清医学影像传输病患的生命体征到医生端口，便于提

供远程诊断和支持，病人危急情况甚至可以通过救护

车实施紧急手术。5G 网络的高效性，可让专家随时

会诊各地的病患，突破了地理范围的限制，打破了看

病必须到医院挂号排长队的困境，节约了医院空间资

源，缓解了病患家庭负担。同时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

的下沉，可以让更多老人享受到更好的医疗资源[9]。 

同样基于 5G 强大的数据传输能力，VR 行业可

借助 5G 有新的体验上的突破。在养老领域，可专门

为老年人打造 VR 娱乐平台。一些身体机能差的老年

人，不方便出远门，可通过 VR 虚拟技术足不出户地

浏览世界名胜风光。人步入老年，身边亲友相继离世，

内心情感备受打击，未来可通过 VR 虚拟人物陪伴老

年人，抚慰老年人的心灵[10]。需要注意的是，在老年

人接触网络的同时，网络诈骗也随之而来，可用 VR

虚拟人物给老年人讲授防诈骗知识，保护老人的财产

安全。 

5  结语 

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不能局限于满足基本的吃和

住，而应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质量：担心的事情越来

越少、快乐的事情越来越多，能够有各种保障支持其

开始新的生活。在智慧养老系统完美保障的基础上，建

筑设计应注重舒适和方便；当老年人走出家门，行走

在社区公共区域时，设计上应考虑如何满足不同年龄

段人群娱乐的环境设施，方便大家进行娱乐和社交
[11]。在满足老年人兴趣爱好的环境设施设计上，应因

人制宜，充分调研老年人的喜好。适老化环境设计要

以老年人为服务中心，在满足使用的同时，还要充分

考虑老年人的意愿和感受。在依托智慧养老的环境设施

设计发展上需与时俱进，多注重新生好用科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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