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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养老机器人功能设计及发展研究

钱艺倩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机器人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服务于老年人的养老机器人是目前重点研究开发对

象，本文分析目前智能机器人运用于养老服务的机遇、优势，旨在设计一款功能齐全、更贴合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机器人，助力

养老产品的开发、为养老服务业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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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发展

壮大，应用于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各行各业，目
前，中国老龄人口目前已达 ２．５ 亿，占总人口的 １８．
１％，专家预计到 ２０５３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４．８７ 亿，
老年群体的日常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需求与

日俱增［１］。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老年人产品智能化和智

能产品适老化，开发视听辅助设备、物理辅助设备等

智能家居养老设备，拓展老年人活动空间。 开发面

向老年人的移动社交和服务平台、情感陪护助手，提
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因此，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设计制造智能机器人应用于养老服务业，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
机器人是综合了机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

物医学、仿生学等多种学科的复杂智能装备。 养老

机器人是利用依靠超强计算能力、存储能力、通讯技

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照

料和生活需求的服务型机器人［２］。
１　 智能机器人应用于养老服务机遇

１．１　 政策支持

近年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国务院发布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

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着
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自主品牌工业机器

人年产量达到 １０ 万台，六轴及以上工业机器人年产

量达到 ５ 万台以上，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超过

３００ 亿元；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 ３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提出以信息技

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新一代人工智能

技术的产业化和集成应用为重点，推动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３］；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关于促进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把握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特点，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区

域特点，探索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路径和方法，构建

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

济形态。 从以上可知，近年来，中国已将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提高到战略发展的高度，人工智能、机器人的

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１．２　 经济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



体消费能力日益提高，根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

告》，２０１４－２０５０ 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

４ 万亿元增长到 １０６ 万亿元左右，从占 ＧＤＰ 比重的

８％ 增长到 ３３％；老年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与此同

时，老年群体消费内容也在逐渐转变，从过去的衣食

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开始转向到家政、医疗保健、心
理咨询等服务，对生活的品质有了一定追求。 因此，
开发智能机器人应用于养老服务业，可以对老年人

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和陪伴，符合老年人的消费需求

特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人工智能与养老服务业

的结合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引

擎［４］。
１．３　 社会需求

中国长期处于 ４－２－１ 的家庭结构模式，子女赡

养老人的负担过重，同时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使得

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代际分离的现象十分普

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子女对老年人的供

养能力减弱，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

证，需要一定的养老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但目前养老资源供需失衡、养老人才紧缺、养老服务

单一等问题给目前养老服务带来巨大的挑战，利用

人工智能设计制造养老机器人可以一定程度上代替

子女照顾老人，有助于缓解目前养老资源短缺、养老

人才匮乏等问题。
２　 智能机器人应用于养老服务的优势

　 　 （１）有助于实现对老年人的日常照护。 智能机

器人可以帮助老年人做饭、扫地、洗衣等多种日常活

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对于失能、半失

能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当子女不在身边时，智能

机器人可通过抱起、喂饭、洗头等功能代替子女照料

老人，减轻子女负担。 同时，智能机器人还具备检测

健康状况、记录生活轨迹等功能，当这些数据信息发

生变动，可及时将老年人的信息传递给子女、社区服

务中心等，以便随时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防止老

年人发生意外情况，提升老年群体生活的安全性。
（２）有助于实现精准化养老服务。 养老机器人

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有机结合，对于医疗保健、饮
食健康等知识储存量大，老年人可针对自己的健康

状况通过语音识向机器人提问，由机器人给予相应

的建议，求医更加方便，减少医院排队时间长、路程

远这类麻烦；同时养老机器人可利用智能传感器、智
能手环等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录入，并对数据信息

进行评估分析，通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估，给予每

位老年人个性化的精准服务。

（３）有助于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养老机器

人能够通过录入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日常爱好等基

础信息，利用心理学等知识综合分析老年人性格特

点，在与老年人进行聊天时，针对不同老年人的性格

进行回答，给予老年人更好的交互体验；同时，对于

空巢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精神病等弱势老人给予

一定的心灵治疗；在通讯技术方面，智能机器人可利

用摄像、通话功能，在老年人思念子女时，拨通子女

电话或进行视频沟通，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给予老

年人一定的精神慰藉。
３　 养老机器人功能设计

以往服务于老年群体的机器人功能都较为单

一，通常为简单的照护型、陪伴型等。 作为服务于老

年群体的智能机器人，功能设计应符合老年人的生

理与心理需求，操作应以简单方便为原则，并朝着多

功能的方向发展，来满足老年人多方面、多元化需

求［５］。
３．１　 养老机器人总系统功能设计

智能养老机器人贴合老年人实际需求，功能板

块包括日常照护、文化娱乐、情感陪护、安全保健、多
种功能。 养老机器人总系统模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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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养老机器人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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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日常照护子系统功能设计

日常照护功能是养老机器人最基本的功能，满
足老年人在饮食、卫生、日常起居的需求，特别是为

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照顾服务，提高老年人生活质

量。 其功能模型如图 ２ 所示。
３．３　 安全保健子系统功能设计

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是最不容忽视的部分，安
全保健子系统可以实时检测老年人的情绪状况、身
体状况，及时获取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并发送给家

人，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其功能模型如图 ３
所示。 （下转第 ２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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