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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时代适老化产品系统设计研究
杜晶晶

宿迁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双重驱动下，适老化产品的系统设计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包
容性发展的关键领域。本文将从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背景出发，分析适老化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与现实需求，探讨基于智能技术
的适老化产品系统设计策略。具体研究中，整合了设计科学、人机交互、社会支持理论等多学科视角，提出一种以“技术 - 行为 -
价值”为核心的系统设计框架，希望能够为未来适老化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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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system 
design of aging products has become a key fiel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e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Based on the technical background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design of aging products, and discusses the design strategy of aging products system based on 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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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如何利用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改善老年人生活条件，成为学界
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如何通过智能技术
的应用助力老龄化社会的服务体系建设，是当下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迫切问题。与此同时，适老化
设计的内涵逐步从关注基础设施的无障碍化，向
智能产品的功能适配与情感关怀延展 [1]。然而，
传统适老化设计模式往往过于关注单一产品功能
的实现，缺乏系统性视角。在这一背景下，构建
面向老年用户需求的智能适老化产品系统设计策
略，既是技术发展的自然选择，也是社会进步的
重要标志。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与适老化需求
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

比 例 从 2022 年 的 10% 预 计 将 上 升 至 2050 年 的
16%。中国作为老龄化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老年
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参与需求日益多元化。
90% 的老年人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这进一步提
升了对家庭化、个性化、便捷化适老化产品的需求。

（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适老化设计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在感知、交互、学习与适

配能力上的优势，为适老化产品设计开辟了全新
路径。智能语音助手、情绪识别系统、虚拟现实
技术等广泛应用于老年人健康管理、认知支持及
情感陪护领域，使得产品设计从“功能适配”逐
步向“智能支持”转型。

（三）研究意义
适老化产品系统设计的目标不应仅限于满足

基础功能需求，而是需要注重技术与用户行为、
价值的深度融合，为老年用户提供全面的生活支
持、情感关怀与社会互动 [2]。本文通过对适老化
设计理论的分析与实践案例的探讨，提出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系统化设计框架，为未来智能适老
化产品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基于人工智能的适老化产品设计框架

适老化产品设计应结合用户需求、技术特性
和社会环境，以“技术 - 行为 - 价值”三层次
为核心，构建全面的设计框架。

（一） 技术层：智能化功能实现
1. 多模态交互技术 技术层在适老化产品的

设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目标是用智能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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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提供便捷、贴心的服务。多模态交互技
术在这个过程中被认为是人机互动的关键，因其
能够让机器更好地感知和回应用户的操作意图。
考虑到老年用户在语言表达、手部动作精确度和
触觉敏感度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设计师需要在
交互方式的选择上投入更多关注 [3]。例如，语音
交互技术可以让老年人通过自然语言指令完成操
作，而不需要记忆复杂的按钮功能；手势交互则
为肢体受限的用户提供了新的控制可能；触觉反
馈能够通过振动或压力信号向用户传递操作状
态。通过灵活组合这些技术，交互界面不仅变得
更自然，还显得更加贴近用户的日常行为习惯，
从而减轻学习新设备的心理压力。

2. 个性化服务算法 个性化服务算法的引入使
适老化产品在功能设计上走向更加精细和动态的
方向。这类算法善于分析用户的健康数据、生活
习惯以及实时需求，因而可以针对不同用户提供
量身定制的服务。比如，智能健康管理设备可以
记录用户的血压、心率、睡眠模式等数据，并据
此生成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对于有运动康复需求
的老年人，这样的算法还能根据康复进展调整运
动计划，而不需要用户自行判断。这样的设计不
仅提升了产品的实用性，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了老年人对健康管理的主动性和信心 [4]。值得
注意的是，个性化服务的成功离不开数据隐私
的保护，设计中应将安全性视为不可妥协的基
本要求。

3. 情绪识别与反馈 情绪识别与反馈技术则
是在适老化产品中凸显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
老年人在生活中可能会面临孤独、焦虑等情绪
问题，而智能设备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面部表
情、语音语调以及行为变化来感知他们的情绪
状态。这项技术的实际应用既包括简单的安慰
性语音互动，也涵盖复杂的情绪干预方案。例如，
一款社交机器人在感知到用户的情绪低落后，
可以主动发起对话，或者建议用户与家人联系。
此外，情绪识别还能够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
供重要的监测手段，将问题早期识别并联动护
理机构或家庭成员介入。由此可见，这项技术
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功能支持的范畴，更深
地嵌入到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情感支持体系中，
体现了技术与关怀的结合。

（二）行为层：简易化用户体验
1. 功能适度化 行为层的设计关注点在于老

年人与产品之间的互动过程，强调的是操作过
程的流畅性与整体体验的友好性。老年用户的
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可能逐渐退化，设计师需
要精准把握这一人群的实际需求和使用特点。
功能适度化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将
会避免功能叠加过多导致界面复杂、操作混乱
的问题。一个好的适老化产品往往在设计之初
便会以“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功能取舍，仅保
留核心功能，剔除那些可能令用户感到困惑或
难以操作的次要功能。例如，许多老年用户在
操作智能手机时会因为过多的应用和菜单而感

到无所适从，这样的案例提醒我们，在功能设
计上，理应舍弃不必要的繁复，呈现简单而直
观的界面，从而帮助用户轻松完成主要任务 [5]。

2. 延续性设计 延续性设计在适老化产品中
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这种设计理念源
于对老年用户行为模式和操作习惯的细致观察
与深入研究。老年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速度通
常较慢，但他们对于熟悉的操作方式却表现出
更高的舒适度和信赖感。因此，设计时若能保
留某些传统设备的经典交互模式，不仅可以缩
短用户的适应周期，还能营造一种熟悉和安心
的使用氛围。例如，在为老年人设计智能电视
遥控器时，保留传统按键布局并结合现代触控
技术，可以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延续性设计不仅体现了对老年人使用习惯的尊
重，也在无形中拉近了技术与用户之间的距离，
使产品更具人情味。

3. 安全可靠性 安全性与可靠性是行为层设
计的底线要求，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需要频繁
使用或具备潜在风险的产品。许多老年用户可
能因为视力或反应能力下降而难以处理复杂的
操作或突发情况，这就要求设计时充分考虑各
种可能的风险场景。例如，家用健康监测设备
可以设置明确的物理操作限制，避免误操作导
致错误数据录入，或设计出在检测异常情况时
主动提醒的机制。与此同时，材料选择和产品
结构也应以用户的使用安全为前提，任何可能
造成伤害的细节都需反复测试和优化。这一挑
战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同样也是一种对用
户健康与生活质量的深切关怀。适老化产品的
设计，归根结底，关乎的不是冷冰冰的技术，
而是温暖的人性和对生命的体贴呵护。

（三）价值层：情感化与社会化支持
1. 情感陪伴与心理支持 价值层的设计围绕

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展开，试图通过智能技术塑
造一种富有温度的陪伴体验。老年人在心理和
情感上往往需要额外的关注和支持，而智能产
品可以成为一种富有同理心的情感陪伴工具。
例如，陪护型社交机器人具备对话、倾听、甚
至情绪识别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为老年人提
供心理慰藉。当老年人表现出孤独感时，这些
设备可以发起对话，或播放他们喜爱的音乐，
缓解孤独情绪 [6]。此外，这些产品在特定场景
中可以扮演更多角色，如提醒用户服药、记录
日记或与家人互动。从该层面来说，产品提供
的不只是一种功能性的支持，更多的是情感的
呵护，反映了技术设计中的人文关怀。

2. 社会连接功能 社会连接功能在价值层设
计中承担着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任务。
智能设备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
的桥梁，让老年人即使足不出户，也能与外界
保持联系。产品中配置的视频通话设备，可以
简化操作流程，让老年人通过语音命令即可与
子女或朋友联络；社区智能终端则可以帮助他
们报名参加兴趣活动，甚至参与志愿服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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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设计有效地拓宽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渠
道，使代际互动变得更加自然和频繁。子女们
可以利用远程设备分享照片、视频或信息，与
父母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互动瞬间。产品所创
造的社会连接功能超越了技术的表层价值，传
递了人与人之间深层次的情感和关怀。

3. 尊重与个性化设计 尊重和个性化设计是
价值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体现了对老年
人个体需求的关注，以及对多样化需求的包容。
每位老年人的生活背景、兴趣爱好和身体状况
都不尽相同，设计师需要在产品设计中充分考
虑这些差异。例如，某些老年用户可能习惯传
统的按键设备，而另一些则更倾向于触屏操作。
智能设备的界面设计应当能够因人而异，提供
可调节的文字大小、对比度和操作方式，以适
应不同用户的需求。此外，产品功能上也应当
体现个性化，健康监测设备可以根据用户的病
史推荐适合的运动方案，而智能娱乐设备则可
以根据用户的观看记录生成个性化的节目单。
这种设计理念不仅展现了对老年人尊重的姿态，
更通过贴合实际需求的个性化服务，让老年人
感受到被关怀的温暖。

三、案例分析

（一）家庭式康复外骨骼产品
家庭式康复外骨骼产品是一种专为老年人

设计的辅助设备，以模块化设计和轻量化结构
为特色，可帮助老年人在家进行肢体康复训练。
在该产品中，模块化设计简化了设备的维护和
调整，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了灵活的适配方案。
该设备可以根据用户的康复需求，添加或替换
关节模块，为特定的部位提供康复支持。轻量
化结构有效减轻了老年用户在佩戴过程中的身
体负担，在日常活动中也能轻松使用。该设备
还引入了脑机接口技术，可以感知用户的运动
意图，将其转化为实际动作辅助，使他们在康
复过程中感受到更多成就感。对于一些长期卧
床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这种设备更是成为了
一种重拾生活信心的方式。

该设备的操作界面设计体现了对老年用户
的深刻理解。界面简单直观，避免了复杂指令
的使用，老年用户能轻松上手操作。安全性设
计方面，设备在运行时会根据用户的实时状态
进行力学调整，避免过度施力对用户造成二次
伤害。同时，设计中还引入了多层保护机制，
无论是硬件上的急停按钮，还是软件中的异常
提醒功能，都让老年人在使用时感到更加放心。

（二）社交型智能机器人
社交型智能机器人是一种专为独居老年人

研发的智能设备，其核心设计理念是为用户提
供情感上的陪伴，并在日常生活给予支持。这
类机器人可以通过情绪识别技术快速捕捉用户
的情绪状态，根据识别结果调整互动方式。当
用户表现出孤独或焦虑时，机器人会主动发起
对话，用温暖的语调或幽默的语言试图缓解用

户的不安情绪。它采用的情感关怀不是单向的，
而是一种动态的交互体验。机器人会不断学习
用户的行为和语言习惯，形成更贴合个体需求
的互动模式，既能减轻老年人独居时的心理压
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因社交圈
缩小而产生的孤独感。

社交型智能机器人还具备日常健康管理支
持的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健康状况，提醒用
户服药、记录每日的运动量，或是建议他们增
加水分摄入。更为先进的机器人甚至可以与家
庭成员或医疗机构连接，将用户的健康数据实
时共享，更好地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社交
机器人在促进代际互动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比如帮助老年人用最简便的方式与家人进行视
频通话，并向家人发送状态报告，增进家庭成
员之间的联系。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数字伙伴”，
既提供实际功能支持，又在人际情感层面建立
起一种独特的纽带，让老年人既感受到技术的
便利，也重拾社会归属感。

四、结论

适老化产品的系统设计在人工智能技术的
推动下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从技术细节到情感
关怀，每一个设计环节都凝聚着对老年人需求
的深刻理解和回应，这种设计不仅为用户提供
了便利，也创造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和人文关怀
的技术体验，重塑了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
价值。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技术的快速发展
是否可能引发新的挑战，比如老年人与技术之
间的数字鸿沟会否进一步加剧？产品的个性化
与普适性之间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提醒我们，
在设计过程中，既要仰望技术的潜能，也要脚
踏现实需求。面向未来，适老化产品设计需要
在技术创新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更加紧密的结
合。技术的温度不仅体现在功能的实现上，更
体现在对人性复杂性的回应中。只有在尊重老
年人个体差异、文化背景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
设计才能真正焕发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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