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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设计

陈　 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在中国，隔代照料一直是典型的社会现象，而隔代照料家庭中老人与儿童的安全问题却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本文通

过对改善隔代照料质量，减少照料风险的必要性进行梳理分析，明确隔代照料的意义与价值。 同时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对家庭

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反馈给家属及管理中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老人与儿童的人身安全，减少照料风险，提高隔代照料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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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祖辈照料孙辈已经成

为一种社会现象。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活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依赖父母养育孩子，而隔代照料这一普遍现

象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安全隐患。 国内学者对隔代

照料的安全问题研究比较匮乏，而且研究水平也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于工作繁忙的父辈，想要做到

时刻关注老人孩子的活动状态，最大限度地消除隔

代照料的安全隐患，在物联网以及云技术的快速发

展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构建互联网监控系统，对老人

及孩子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与记录，满足隔代照料家

庭的安全需求。
１　 概念阐述

１．１　 隔代照料

国内大多数学者对隔代照料的界定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 狭义的隔代照料也就是祖辈完全照料，即
祖辈完全承担起照料孙辈的责任；广义的隔代照料

是父辈和祖辈共同照料，这也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最

普遍现象。

子女结婚后基本上都是独居，但是由于工作的

压力或者其它因素，没有足够的时间照料小孩。 所

以在工作繁忙无法脱身的时候，只好把照料孩子的

责任压在了祖辈身上，这也就是祖辈和父辈共同照

料。 基于对中国现实情况的考虑，本文把隔代照料

界定为：祖辈协助子女参与孙辈的日常生活照料，包
括衣食住行等等。
１．２　 视频监控系统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监控系统建设也随

之加快了步伐，逐渐融入到城市管理以及日常生活

中，监控系统逐步展现出卓越的应用优势。 监控视

频经历了 ３ 个发展阶段：传统模拟监控系统、数字化

视频监控系统、全数字化远程视频集中监控系

统［１］。
中国当前正在推进的是最新智能视频监控技

术，这一技术已达到国际新水平，可以兼容各类模拟

监控和数字监控。 最新监控技术可以实现无人看

守；自动分析图像；瞬间与 １１０、固定电话、手机连

接，以声音、闪光、短信、拨叫电话等方式报警，同时

对警情拍照和录像，以便查看和处理［２］。



２　 安全问题分析

２．１　 祖辈承受能力有限

参与隔代照料的祖辈一般年龄都在 ５０－７０ 岁

之间，由于科技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

寿命逐渐延长。 但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老化，患
慢性病的机率也大大增加，让这些患有慢性病的老

年人来照料孙辈，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风险。 而照

料孙辈是一件极其繁琐又耗费体力的事情，每个孩

子的性情和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无法控制祖辈参与

隔代照料的强度，而老年人的身体承受能力又有一

定的限度。 当照料强度超过这个限度时，老年人可

能就会出现各种身体上的不适，从而陷入危险之中，
而孙辈脱离了祖辈的照顾，其活动的不确定性也会

自身带来一定的安全威胁。
２．２　 突发情况难以处理

虽然祖辈对于照料孩子有丰富的经验，但随着

育儿知识的不断更新，育儿观念的不断变化，祖辈难

以跟上步伐，在儿童遇到突发情况时，祖辈使用传统

的方法或偏方，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使孩子陷

入更危险的境地。 近年来，相关新闻层出不穷。 如

孩子被开水烫伤以后，有些祖辈会使用牙膏等偏方

来涂抹烧伤部位，而不是立刻用凉水冲洗降温。 这

样不仅没有缓解孩子的痛苦，反而为更好的就医与

恢复增加了难度。
３　 运用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必要性分析

３．１　 隔代照料的社会价值分析

据调查显示，中国老人帮助子女照料孙辈的总

体比例高达 ６７％。 而中国学者对于隔代照料的研

究大部分集中在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上，专门对于

隔代照料家庭的研究少之又少，隔代照料带来的价

值被忽略。 国外相关学者对隔代照料产生的社会价

值进行了量化。 在美国，隔代照料每年大概创造

３９０ 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英国，老人为子女照

料孙辈每年大概产生的价值约 ３９ 亿英镑。 隔代照

料与公共预防服务二者之间呈高度的反向关系。 在

托育服务资源比较稀缺的国家，隔代照料成为了后

备军。 所以根据中国目前的公共托育发展状况来

看，隔代照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是育儿的主力，
也是推动全面二孩政策有效实施的后勤保障，更是

缓解人口老龄化、改善人口结构的直接力量。
３．２　 智能视频监控的运用优势

智能视频监控广泛应用的时代，为人们生活增

添了便利，满足了很多日常需求。 将智能视频监控

系统推广到隔代照料家庭中去，对隔代照料家庭中

的祖辈和孙辈进行实时监控，能够使得老人、子女以

及后台管理人员时刻关注老人与儿童的动向，在遇

到突发情况时给与及时的援助，把隔代照料的风险

降到最低；同时也能给隔代照料家庭带来安全感，不
仅使子女能够安心工作，而老人在危机时刻也能多

一份依靠。
４　 基于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４．１　 系统构建

通过在家中以及社区的主要活动地点安装监控

设备，实现存储、图像查看和回放功能。 借助网络传

输到服务平台，老人家属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和手机等终端设备观

察监控区域的监控图像。 基于视频监控的祖孙生命

安全系统架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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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系统功能

４．２．１　 远程监控

在手机上安装视频监控 ＡＰＰ，就可以通过客户

端观察、调阅监控图像，从而实现随时随地关注家庭

成员的安全状况。 日间家庭监控主要观察和记录祖

辈忙于家务事或者临时出门期间，孙辈独处的活动

状态；社区监控主要观察祖辈外出购物、带孩子娱乐

等日常活动。 当老人或儿童出现意外情况时，可以

第一时间按动随身携带的紧急呼叫按钮来寻求家属

和社区的帮助，监控系统也会在第一时间把报警信

息反馈到家属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手机上。 出现

问题及时处理，从而更好地保证老人及儿童的安全。
４．２．２　 视频显示

网络监控系统的构建需要在监控中心建设大屏

幕电视墙，使得监控中心后台管理人员能更加方便

和直观的对整个系统进行实时监控，灵活设置。 由

于每个家庭中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儿童的成长

需求都有所不同，因此系统支持老人子女将相关注

意事项通过系统反馈给老人及后台管理人员，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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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行查看或者由后台管理人员按时提醒老人。
如，提醒慢性病老人按时按量用药、提醒老人对孙子

女的健康营养喂养等。 不仅能够有效管理老年人的

身体健康，还能够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减少老人因

记忆力减退或疏忽而造成的祖孙安全健康问题。
４．２．３　 记录祖孙身体健康数据

为儿童和老人分别配置“智能心电监护仪”，将
监护仪与监控系统联系起来，及时将记录的身体监控

数据反馈到监控系统中。 后台管理人员在采集与整

理后，通过平台及时发送给老人子女以及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当出现数据异常时，监控系统会直接启动紧

急呼叫按钮。 为老人的慢性病治疗以及儿童的健康

突发情况争取宝贵的时间，得到第一时间救治。
４．２．４　 视频聊天

该视频监控系统可以直接通过电脑、平板或手

机进行视频聊天。 在隔代照料的家庭中，照料孩子

是一件繁琐而枯燥的事情，老人难免会产生消极或

者悲观情绪；同时孩子也会更加依赖父母。 当父母

不在身边时，难免会产生孤独感或者暴躁情绪。 在

出现以上两种情况时，老人可以与子女开启视频聊

天，倾诉苦恼，缓解照料压力，并且通过视频聊天，孩
子也能得到父母的暂时性安抚，情绪也会有所好转。
当然老人也可以与好友之间沟通和交流，排遣心中

的烦恼。 视频通话最大限度的方便了老人与子女、
老人与好友以及孩子与父母之间真诚、直接的交流，
加深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安抚。
４．２．５　 实时定位

将老年人的手机与定位设置进行连接，能够时刻

监控老人及儿童的地理位置，当老人带儿童外出时，
在某一地点停留时间过长系统将自动开启报警模式，
第一时间通知老人子女和管理人员，使得能及时联系

老人或者利用监控视频查看老人位置，对意外情况进

行及时处理。 监控系统功能示意如图 ２ 所示。

定位异常报警
人员实时定位

祖辈与好友

祖辈与子女

异常数据反馈

记录祖孙监控数据

子女双向提醒
后台控制&提醒

紧急情况报警

记录祖孙日常活动

实时定位

视频聊天

身体监控
数据记录

视频显示

远程监控

图 ２　 监控系统功能

Ｆｉｇ． 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５　 结束语

重视隔代照料群体，关注隔代照料的社会价值，
把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运用到隔代照料家庭中，不仅

可以有效防范隔代照料中的安全问题，也在一定程

度上鼓励更多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弥补中国幼儿

托育服务资源的短缺。 智能监控系统真正运用到家

庭中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因此还需要政府加以倡

导和财政支持，建立多元主体供给服务体系，以确保

老人与儿童的健康，家庭的稳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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