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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基数愈来愈大，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养老压力日益加剧。 在这一大背景下催生

的人工智能新业态应用于居家养老模式上，让养老服务步入到智慧新时代，加之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日新月异为人

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模式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但由于现阶段人工智能作用于居家智慧养老模式尚处于探索和初步

布局阶段，在养老服务上面存在着一些弊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家智慧养老模式的转型。 因此，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卓具成

效的人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的新模式，运用新兴技术手段来弥补现阶段的一些不足，致力于打造一个智慧化的养老服务

体系，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和大力促进智慧化、经济化的居家智慧养老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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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技

术创新不断加快，而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态势则带

动了许多行业的加速发展，养老行业也概莫能外。
目前的居家养老正在向居家智慧养老方向迈进。 在

供给侧改革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将亟待打造一

个全新的居家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来助力中国养老服

务质量的有效提升，使得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朝着科

技化目标发展，夯实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文中对此拟展开

研究论述如下。
１　 人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的优势

（ １ ） 人 工 智 能 优 势。 人 工 智 能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支系，是探究

和研发应用于模拟、伸延和拓展人类智能的学说、方

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极具挑战性的技术科学。
作为新时代下智能化的新兴技术手段，人工智能技

术具有全智能、全领域、全球化的优势。 在养老行业

的应用将惠及大众，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

统养老的不足。 人工智能给老人供给更为无微不至

的关爱和照料，老人可通过人工智能产品满足个人

爱好，充实个人生活，在一定层面上保证老人精神生

活的需要，协力帮扶老人健康养老，减轻了子女和照

护机构的负荷。 满足老年人全面性、多元化的需求，
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质量以及养老服务的

精准化水平，保障老人的安居生活。 使得居家智慧

养老模式变得多样化、人性化、高效化，为老年人打

造更加健康舒适、安稳顺畅的当代新型养老环境。
（２）政策利好优势。 与西欧国家相比，中国人

工智能运用到养老产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一



系列惠好政策的制定，给中国的人工智能助力居家

智慧养老模式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

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智能医疗与

智能健康和养老的发展目标及要求，在养老方面提

出加快人工智能革新运用，加强老年人产品科技化

和智能产品适老化，拓展老年人活动空间，提升老年

人生活质量。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强化新时代

人工智能研制运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

等多范畴促进“互联网＋”；扩展智慧事业，拓展智能

生活。 力求打造一个创新活跃、灵活协作的人工智

能交融生态，这一切的政策利好为中国迈向居家智

慧养老提供了惠民保障支持。
（３）市场广阔优势。 中国现有老年人口增多对

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随着社会的高速发

展和生活水准的大幅提升，老人们更加注重自己全

面性的健康境况。 加上部分老人们受“居家养老”
模式和“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认为子女才是其最

根本的养老保障，选择在家颐养天年。 然而在当下

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更多年轻人为了能在社会

中占有一席之地，难以有更多的时间陪护老人，老人

的安全与康健变成了大多数子女的挂念。 子女们就

迫切需要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来帮助自己赡

养老人，让老人在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方面都能同

步跟进。 人工智能新应用可以协助老人在智慧居家

层面优化养老的生活品质，从中国现阶段的养老现

况和人口老龄化的进展来看，可以预期的是不仅只

是现在、而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助

力居家智慧养老的市场潜力巨大。
２　 人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的现状解构

据前瞻数据表明，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全国老年人口

规模将会翻一番。 老龄化进程加快。 受国家政策、
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传统的居家养老的功能逐

渐被弱化，无法满足新时代养老的需求。 在这一背

景下催生的人工智能与居家养老产业的有效结合，
给老人提供了便捷高效线上线下的健康养老服务，
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养老产业，提升了服务质量，使得

居家养老朝着更加智慧化、便捷化的方向发展。
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人工

智能在养老行业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 目前，人工

智能助力居家养老主要有智能服务机器人和智能可

穿戴设备，为老人提供健康管理特质的信息化智能

服务。 通过智能看护，及时了解老人是否摔倒，有无

异常情况，机器人可以通过聊天、唱歌、跳舞等方式

来化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恐惧感。 同时，人工智能

赋能智能穿戴设备助推居家智慧养老，可穿戴设备

所展示的便利性、适用性的功能，可随时随地对老人

的健康水平进行不间断追踪，为老人的生命安全保

驾护航。 再者，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大数据和智慧

健康，可以把老人的心率等数据传输到“云”上，也
可以把以往的病历置放在“云”上，通过互联网，医
师能够即时为居家养老的老人们提供健康建言。

尽管人工智能助力居家养老有了一定的初步成

果，但由于该模式正处于起步阶段，人工智能设备种

类很少，还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

求，并且与国外相比，设备质量水平有限，还有很大

的改进与发展空间。
３　 人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的模式设计

对于老人来说，维系身体的康健，保证生理功能

良好，是居家智慧养老的首要因素。 人工智能助力

居家智慧养老首先需要建立老人信息数据库系统来

了解老人各方面的信息。 其次需要建立人工智能居

家智慧养老子系统，全方位、系统化地给老人提供各

种所需的服务，促进智慧养老模式的转型。 对此可

做阐释分述如下。
３．１　 老人信息数据库系统构建

通过构建老人信息数据库系统，可以很清晰地

了解到老人各方面的信息情况，给不同属性的老人

供给多途径的立体化服务。 老人信息数据库系统构

建设计如图 １ 所示。 总地来说，养老个体基本信息

数据库记录着老人的性别、年龄、家庭住所、文化程

度和有无子女情况，通过该数据库对老人的基本信

息可做到一目了然，节约调查老人基本信息的时间

成本；养老个体健康现状数据库里面有老人的精神

状况、有无慢性病史的记录，通过该数据库可以快速

地了解老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以便对老人的病情对

症下药；养老个体生活状况数据库记载着老人是否

是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了解老人的生活

现状，是否急需帮助。 老人信息数据库系统的构建，
为人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模式奠定了基础，通
过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真实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现

状，清楚地知道老人迫切需要的是哪一款人工智能

产品，使得人工智能可以方便快捷地应用到居家养

老层面。 为老年人创造更舒适的养老空间， 营造一

个优质高效的居家智慧养老生态系统。
３．２　 人工智能居家智慧养老子系统构建

人工智能居家智慧养老子系统的构建设计如图

２ 所示。 研究指出，首先需要打造一个居家智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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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云平台，把老人的信息传输到该平台上，方便子女

和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随时随地的监测，为
老人提供最及时的救助。 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帮助

老人翻身、进行老人摔伤的救助，可以陪老人们闲

谈，给老人们播放歌曲、戏剧，还可以帮助老人通过

胸前的荧幕与其家人进行视频交谈。 借助这种形

式，可以给予老人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有效地照

顾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子女与社

会的养老负担。 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以对老人的

健康进行实时追踪，监测老人的心率、体温、睡眠等

一系列健康数据是否正常；还可以进行位置追踪，有
效防止老人走失；再者可以进行病患监测，帮助慢性

病老人监测心率、血压、脑电等信息。 老人通过人工

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以辅助有效养老，子女也可以通

过可穿戴设备适时地知道老人的健康数据。 人工智

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以通过传感器把

老人的健康数据传输给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对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审视，给老人提

供建议是否需要就医，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视频给老

人寻找适合的医生，以方便老人及时就诊。

老人是否空巢、

独居、失能

养老个体生活

状况数据库

养老个体健康

现状数据库

老人精神状况、

有无慢性病史

养老个体基本

信息数据库

老人信息
数据库系统

老人性别、年龄、住址、

文化程度、子女

图 １　 老人信息数据库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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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

医院

传感器
人工智能
机器人

传感器

居家智慧
养老云平台

人工智能
可穿戴设备

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

子女 老人

图 ２　 人工智能居家智慧养老子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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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一个“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医养结合的全

新局面，以方便医院对老人进行及时的治疗。 人工

智能居家智慧养老模式的构建致力于通过线上平台

和线下服务来给老人提供帮助，满足个性化的生活

照护需求，实现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和医疗保健的全

覆盖。 并且让老人的健康信息资源得到全面系统的

整合，节约时间金钱成本，既方便子女、又方便医院，
推动居家养老朝着更加智慧型的方向迈进，有助于

中国养老事业的持续性拓展。
４　 人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的弊端剖析

目前，人工智能助力居家养老的形式主要是人

工智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 但机器人仍

处于新兴时期，价格昂贵，而且智能机器人没有情

感，对老人的所有推断都基于大数据的支持，未能像

人类一样有感情亦或知觉，但大多数老人在生命的

后期阶段却尤其重视与子女亲人情感上的沟通，这
也是人工智能迄至目前仍难以企及的工作区域，对
其加以改进则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摸索和研究。 对于

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来说，现有可穿戴设备就分为

２ 种形式，即：健康追踪器和智能手表，其配置功能

主要是对老年人的数据信息进行采集，但在这一过

程中，无法排除干扰因素，因此就会导致所采集的数

据并不清晰。 而且可穿戴设备的创新意识薄弱，产
品同质化严重，功能目标设计比较单一，影响了用户

的体验。 加之可穿戴设备在进行数据信息录入时信

息安全还未能得到切实保证，容易导致用户的隐私

信息外泄。 综上可知，受制于多方面的影响，人工智

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存在的弊端目前仍有待运用现

代的科技手段来加以妥善解决。
５　 结束语

目前的社会已然进入人工智能新时代，人工智

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人机交互新模式改变了传统居

家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率，而
这也将是未来养老行业新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
但目前人工智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还有诸多不足亟

待解决。 构建人工智能居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
需要实现各项资源的全面系统整合，这还需要较长

的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仍将继

续深度渗入到居家智慧养老范畴。 希望未来人工智

能助力居家智慧养老的发展能随着技术、产品、系
统、平台等各类工具手段的陆续推出， 使得居家智

慧养老技术变得多样化、人性化和高效化，能够链接

到更多的老年人。 同时，人口老龄化是时代大背景

下造就的现实问题，缓解这一重要问题也需全社会

的长期不懈努力。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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