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
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
以上人口近2.97亿，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
度快。

如何满足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优化、增进老
年人福祉？在第三十一个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多方走访，与大家一起探寻人
工智能（AI）在居家养老方面的现状、应用、发展动
力和前景。

居家养老赛道火热 AI正在成为关键
推手

智能化成为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与AI相关的
功能和技术层出不穷，也推动各行各业迎来创新
发展。作为与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领域之一，
家电行业也紧跟智能化浪潮，产品迭代加速，市场
规模不断增长，为用户带来更便捷和更智慧的使
用体验。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4年世界大健康博览会
上，特别设置了养老产业馆，不少机构纷纷设置多
样化展区，展示了独具特色的居家养老服务及模
式，涵盖养老服务、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健康养
生等热门赛道。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宝银在
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健康
产业和银发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的融
合发展一直以来是业界关注的方向。银发经济的
发展方式极为多元，在丰富多元的发展路径中，AI
技术具备实时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高度的自适
应性和学习能力以及跨领域整合与创新能力，正
在成为优化养老服务、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加强
健康管理的关键推手。AI技术通过其高度智能
化的管理和服务，能有效提升养老服务的效率和
品质，不仅优化了现有的养老解决方案，也激发了
新的市场需求。

作为居家养老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家电
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而围绕中老年群体的使用
习惯和具体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也成为当下家
电企业的重要战略布局。

国内的一些头部家电企业较早下场，针对老年
人需求推出了不同场景和功能的智能产品，“适老
化”正在家电、家居领域加速落地。

经历了几年快速发展后，“适老化”智能家电市
场已初具规模，涌现出一系列操作更便捷、功能更
细分、使用更智能的家电产品。

海尔康养产业平台研发总经理赵向阳博士
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全家电品类的智能
化是家电‘适老化’的主要体现。近几年，海尔集
团基于海尔智家多年的‘适老化’家电研发，以用
户体验的便利化为方向，在安全、健康、人性化等
方面进行创新：推出了大字体、大按键设计的波
轮洗衣机，同时采用高低脚设计，避免老人弯腰
取衣；能听懂老人方言的AI语音智慧保鲜冰箱；
可联动智能枕感受老人睡眠状态的空调；还有适
老电视，除了大按键遥控器设计，还可以语音换
台，便捷操作；此外，还有语音控制的淋浴器等。
除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外，还针对老
年人居家养老的需求，增加了一些关怀老年人的
智能产品，如布局制氧机、血压计、护理床、助行
器等专业的智能产品，以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和护
理需求。”

老年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适老化”产品？
《2023中国居家养老空间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
示，当前居家养老相关产品消费以“孝敬经济”为主
导，子女消费群体占比超七成。子女对父母最大的
担忧就是健康。

产品升级细分 科技力与人文关怀齐头
并进

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安全更重要，对老年人来
说更是如此。独居老人如何确保安全？老人居家
健康如何管理？

近两年，各种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严重威
胁老年人的健康，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如何做到居
室环境的恒净、恒氧、恒静等健康标准，让老人生
活在健康舒适的环境中，成为子女们关注度极高
的问题。

技术是创新永久的驱动力，这也成为业内的
一道新选题。

在刚刚召开的第一届互联网+大健康产业峰
会上，一款富含科技感的创新产品优享空气消毒
净化一体机刷新了人们对同类产品的认知，也引
起了与会专家的好奇。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为
了破解市场同质化内卷，让科技加持空气智能净
化成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最优选。一方面采用创
新电介质材料，实现了通过高压静电消杀灭活病
毒病菌，以达到超级净化效果。同时滤网滤芯脏
了只需清水冲洗即可，无须更换，不仅节约后期耗
材费用，也大大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

在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加入了很多智能人性化
元素，为方便老人使用，设置了自动模式和睡眠模
式。自动模式开启后，设备会根据室内空气污染
指数高低自动开启和调节风量；睡眠模式开启，数
显灯光全部熄灭，进入静音状态，不会对老人睡眠
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不仅对室内空气消毒净化，
预防各种流行病，为老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空
间，还释放500万负氧离子，对老人睡眠及整体健
康都进行了全方位照护。

随着老年人的需求不断增加，老年辅具也从
最初的轮椅、拐杖，扩展到助行车、爬楼机等更广
阔的领域，市场规模不断攀升。在本届世界大健
康博览会上，来自各地的企业展示了最新的养老
辅具产品及服务，覆盖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各个方
面，智能助眠床垫、智能折叠助行车、便携式洗浴
机……在一系列基础的设计背后，蕴含着满满的
科技感与人文关怀。

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成为
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我
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1次跌倒，其
中约一半发生在家中。同时，心梗、脑梗也是空巢
老人最让子女担心的因素。

针对这一情况，作为声音安防的领跑者，由清
华大学团队创立的北京分音塔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出我国首款老人安全智能报警器。当老人独自在
家不慎摔倒或发生心梗、脑梗等意外情况时，只要
发出声音，报警器就可以远距离识别“救命”等关
键词，立即向老人的家属或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

分音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关磊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我们不能为了科技而科技，养老的智
能化设备，首先要好用，老人愿意用。”

通过声音检测等技术实现报警，对老人日常
干扰很小，也不涉及隐私。在市场摸爬滚打了3
年，真实的用户反馈让产品不断调整。比如，有的
老人不会说普通话，无法触发报警。为此，他们开
发了语音雕刻算法，支持全国4万多种方言、少数
民族语言和口音。又如，老人如果发生严重脑卒
中无法说话时，他们开发了敲击声检测算法，识别
老人敲击地板或桌子、拍打身体等报警方式。

关磊认为，智能化设备的设计有两点需要注
意：一是从老人真实需求出发，不要把“智能”强
加给老人。有些智能设备老人不需要，也不好
用。二是交互方式。年轻人希望所有功能都集
成在手机上，但老人的思维方式恰好相反，他们
需要软件“硬件化”。他们不习惯触屏，最好有实
体按键，每个按键用中文标注，这样老人才认为

好用，愿意用。

快速发展的AI居家养老依然面临挑战

智能科技全方位地融入了老年人的生活，不
仅在物理层面提高了生活便利性和安全性，也在
心理层面促进了社会参与和情感交流，让银发族
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与乐趣，生活更加自主、健
康和幸福。

AI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服务模式，
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潜力和积极的
应用效果，但也伴随着一些挑战。

中国老龄协会事业发展部主任李志宏曾指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老龄问
题自然已经属于国家战略问题，老龄问题的破解相
应也需要国家战略思维来应对。目前居家、社区和
机构养老服务三个板块发展不均衡，前两者是短
板，造成供需错配。

赵向阳认为，目前AI居家养老主要面临服务
网络支撑的问题，老人们的需求如何能在居家或社
区快速响应，是目前比较大的挑战。

多位业内人士也分析指出，首先，在技术接受
度与适应性方面，智慧养老存在大量由于使用界
面、交互方式、操作方式的“适老化”不足，在推行进
程中，让老年群体对新技术感到陌生或排斥，不愿
意改变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导致他们难以适应或
有效使用AI养老设备和服务。

其次，对隐私与安全有所顾虑。AI养老系统
需要收集大量个人健康数据，这引发了关于数据隐
私和安全的担忧。老年人及其家人可能担心个人
信息泄露，影响到个人隐私或造成其他潜在风险。

第三，技术标准不统一，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互联互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如何建立统一
的服务标准、确保服务质量成了行业发展的关键
问题。

此外，监管滞后，缺少针对智能养老行业的法
律法规和监管机制，难以保障用户的权益和数据的
安全。

要想彻底解决智能居家养老面临的“窘境”，我
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方都
在努力。

如何推进智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全国多地在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相关的基础服务建设也在日臻完善。”赵向阳告诉
记者。

国家相关的产业动向和政策支持，为发展智
慧养老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和保障，促进了养老
服务的智能化和现代化进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养老”，持
续关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等需求，推动把民生实
事办到老年人的心坎上，变成“温暖清单”。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2024年1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意见》，这是国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
发展的专门文件。文件明确提出拓展居家助老服
务，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加强科技创新应
用，围绕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健康养老等重点
领域，谋划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科技攻关项
目。

发展银发经济要兼顾“为老”和
“备老”。早在2022年初，国务院
就发布了《“十四五”国家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
规划》文件，强化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能力，

发展壮大老年用品产业，强化老年
用品的科技支撑。加快推进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
(5G)等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在老年用品
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老年科技的成果
转化，推广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应用。

2023年 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
七部门印发的《“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
方案》提出，深化重点领域“机器人+”应
用。其中，在养老服务方面，研制残障辅
助、助浴、二便护理、康复训练、家务、情感陪
护、娱乐休闲、安防监控等助老助残机器人产品。
加快推动多模态量化评估、多信息融合情感识别、
柔顺自适应人机交互、AI辅助等新技术在养老服
务领域中的应用，积极推动外骨骼机器人、养老护
理机器人等在养老服务场景的应用验证。

发展银发经济，既是实现老年群体美好生活
向往的现实需要，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9073”是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基本构成，即
约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
养老。照顾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日常需求是重中
之重。解决好老年人生活圈的急、难、愁、盼是发
展银发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俊认为，
加强产品及数据服务标准化建设，优化智慧养老
服务发展环境。第一，加强智慧养老产品及数据
服务标准化建设，以标准化为航标，引导智慧健
康养老企业与信息安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加强合作，确立智慧养老产品及数据服务安全
标准。第二，推进智慧养老服务流程规范评价，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推动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
督、行业自律、市场自治的综合监管机制。第三，
在标准化构建过程中，推进相关平台建设，融合
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咨询服务机构，鼓励以企
业为主体组建以技术创新、标准制订、产业应用
为目标的产业联盟，开展涉老产品及数据服务标
准化研究。

同时，要加强标准化公共数据和资源平台建
设，提高开放共享水平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
数据开放共享，统筹养老服务数据资源，建成兼具
数据汇集、供需链接、监督管理等功能，横向对接、
纵向贯通、线上线下融合的全省性养老服务数据
资源中心和管理应用平台，推进智慧养老服务体
系不断迭代升级，为全国智慧养老服务发展提供
经验借鉴和样本示范。

生命的脚步终将放缓，科技的发展日新月
异。AI与居家养老的结合正逐步改变养老服务
的格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安全，同时也需
要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养老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
问题，实现老有所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不断
优化打造一个完善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才能实现科技与人文
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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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擎动居家养老新生活

与老同行

国际家庭日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