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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设计研究

刘倩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０）

摘　 要：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养老问题得到社会的关注。 而人工智能时代的进步，为解

决养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但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多是集中在物理和生理层面，唯独缺少针对老年人心理层面的服务。 针对

养老服务机器人的精神需求提出理念和主要模块设计，希望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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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智能养老蓝皮书———中国智能养老产业发

展报告》中指出，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 ６０ 岁以上老

年人口增加到 ２．５５ 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到

１７．８％左右，老年抚养比提高到 ２８％左右；养老服务

需求呈现总量和质量双提升的发展态势［１］。 我国

老年人受传统养儿防老思想等影响，大多选择居家

养老，不愿意进养老机构等。 但是现实问题是，儿女

养家、工作、社交等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和耐心，对老

人的照顾偶尔也是力不从心。 而且不得不承认养老

机构的数量、规模等有限，专业养老照护人员短缺，
设备水平相对较低，不能很好的满足养老市场的。

近年来，智能养老的研究课题和项目不断走进

大众的视野，同时人们对发展养老服务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弥补养老人员和资源短缺不足的呼声也越

来越大。 发展养老服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有效减

轻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养老压力。 比如人工智能机

器人代替人工照顾老人，可以有效化解养老照护人

员严重匮乏的负担。 甚至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等有效资源缓解养老机构设备数量和水平低下不

足的难题，有利于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从而对

整个社会的安稳运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但是，
当前的养老服务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究多是聚焦在

如何提高老年人的身体服务质量，对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关注依旧相对不足。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老
年群体的情感慰藉和精神需求等也不可忽视，解决

老年人精神空虚问题，对晚年生活具有极其重大的

作用。
１　 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概述

依托网络技术，网络流畅性的高低直接导致用

户体验的高低。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网络，特别是 ４Ｇ
网络的普及、５Ｇ 网络的不断运用，使得终端体验得

到有效提高［２］。 机器人控制大脑部件与系统，引进

相对成熟的智能传感技术，基于 ＧＩＳ、ＧＰＳ、ＴＴＳ、手
机 ＡＰＰ（客户端软件）等技术支撑整个系统。 完成

大脑系统集成控制语音交互、行走、图像识别、导航

定位等，实现借助大数据分析，保障系统的完整运

行。 实时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及时提供亲情陪

伴、情绪判断、游戏逗乐、文化服务、智能聊天等服务

功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社交等心理需求，从而减

缓老年人的不安感和孤独感等状况。 同时也可自主

通过一键传递功能，将老年人的心理变化传递给老



年人的家人。
２　 人工智能机器人设计研究

２．１　 理念设计

基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考虑，贯彻在满足物理

及生理层面基础上，设计出一款兼顾心理服务层面

上的人工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 其最大特点就是具

备情感交互功能，运用情感计算系统分析老年人的

心理状态、情感需求，从而及时做出情感反馈，减少

不必要的心理问题。 从产品设计理念来看，产品本

身要多关注技术的实施和运用，考虑实施的具体情

况，融合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 面向老年群体的人

工智能机器人，要关注到他们的新事物接受和学习

能力，操作界面尽可能简单友好，使用的材质尽可能

柔软，颜色尽可能暖色调，待机时长尽可能长，使老

人更容易接受。
２．２　 主要模块开发设计

（１）智能识别模块。 智能识别模块包括智能图

像识别和智能语音识别，这是面向老年人精神需求

服务的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的关键技术之一。 这个

模块面向老年（或其他）用户，通过语音、动作来操

作机器人。 而机器人通过用户发出的语音信号转化

为电信号，发送给系统进行语音识别。 然后再进行

组块的识别加以分析理解，获取传递的消息内容指

令，对周围情况捕捉图像信息，再依次进行识别和理

解，从而实现智能语音动作的识别，进行服务。
（２）智能游戏模块。 该模块可在智能语音模块

基础上进行，也可直接通过操作显示屏进入游戏系

统。 即老人通过语音下达指令，让人工智能机器人

激活内置的游戏模块，进行休闲娱乐。 游戏模块的

设计要充分考虑到老人的特殊需求，通过实际调研

多方面搜集老人感兴趣或者符合文化程度水平的游

戏。 比如中国象棋、围棋等棋类游戏，斗地主、掼蛋

等纸牌游戏等。 当然在游戏模块中可输入舒缓的音

乐库，历史感的影视库，充满文化意味的京剧戏曲

库，用于缓解老人紧张的情绪，同时满足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使得老年人的生活具有充实感。
（３）智能情感交互模块。 人工智能机器人从本

质上说不是真正的人类养老照护人员，但是它也并

不是冷冰冰的机器。 既然是从“人文主义”出发，那
么就应该设计出有温度、有感情、有爱心的软服务，
而不该还是披着冷硬技术的外壳机器。 因此在本模

块中，前期由老人亲人搜集或输入老人的基本生活

信息（包括身高、体重、性别、年龄、兴趣爱好、日常

习惯等） ［３］。 然后再由人工智能机器人运用心理学

结合数据分析生成老年人的性格特质，以便在未来

的陪护过程中关注心理情绪变化。 考虑到现实情况

有些老人身份特殊，可能为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精
神有问题的老人等等，人工智能机器人要表现出积

极向上乐观的品质。 可以自动设置机器人的“内
在”性格，对老人要做到时刻关心、爱护、理解、宽容

和耐心。 多频率给老人反馈一些正向评价，比如在

显示屏上展示笑脸、竖拇指的图像，多发出具有鼓励

性质的语音，减少老人对机器人的抵触心理，实现对

老人进行心灵上的慰藉，致力于成为一个合格的

“倾听者”和“鼓励者”。
（４）智能渐进式学习模块。 无论是智能识别、

智能游戏、还是智能情感交互模块，多是在感知技术

之上，运用自然语言处理、理解等基础上做出指令。
这样的人工智能和真正意义上的人还是有差别的。
现实情况下，场景的变化莫测，面对的情况千差万

别，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此除了内置的储存记忆功能，还要嵌入渐进式学

习模块，让面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人工智能机器人

变得越来越聪明。 细致观察老人情绪变化，不断进

行情况的识别、记忆、组合、判断，以至于随着陪伴时

间的延长能够进行老人的情绪预测，运用心理学知

识及时进行心理排解和辅助治疗。 系统总体架构如

图 １ 所示。
３　 功能实现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问题虽然存在一定的个体差

异与不同，但一般来说可归结为五个方面：情感、人
际交往、文化娱乐、教育和自我实现等［４］。

（１）情感功能。 从某些方面来讲，老年人的心情

是否舒畅，精神是否愉悦跟子女们对老人嘘寒问暖、
配偶之间的相依相随、亲属中的慰问关怀和社会的

关注度都是息息相关的［５］。 此种人工智能机器人

在事前设定好的性格，对老人的耐心、宽容和服从，
有些时候是子女也是无法达到的。 它的中心就是服

务的老人，时刻关注老人的行为和指令。 同时它还

能在老人的操作下，让老人和子女亲人进行交流，接
受家人的关爱。

（２）人际交往。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不是孤

独的个体。 老人不仅需要亲人和社会的关爱，还希

望有自己的交际圈。 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就可以为老

人规划好时间和路程，提醒老人选择合理方式出行

与外界接触。 在此过程中还能承担老人的安全保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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