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控晾衣架
现象1

寂静的夜晚，赵女士听到阳
台上传来“呵斥声”。“我要晾衣
服！晾杆停止！晾杆停止！晾
杆停止！”她赶紧起身看个究
竟。只见阳台上，70多岁的母
亲正在跟新安装的智能电动晾
衣架较劲。“失控”的晾衣架已降
至最低档位，刚刚洗好的浴巾、
裤子已经拖垂到了地面上，手中
拿着待晾衣物的母亲一个劲儿
下“命令”。

原来，赵女士前不久购置了
一款智能电动晾衣架，通过语音
就能控制晾衣架升降。“以前，家
里的晾衣架是固定式的，位置比
较高，老人想要晾衣服，必须拿
着晾衣杆把衣服一件一件挑着
挂上去，特别麻烦。”她说。

经过一番挑选，赵女士相中
了一款智能晾衣架，除了能够用

遥控器控制，语音控制是最大的
亮点。“老人岁数大了，遥控器用
完经常随手一放，再用的时候得
找半天。用语音控制，多方便！”
她颇感得意。

但是，智能晾衣架安装完
毕，赵女士就发现了问题。由于
母亲讲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浓重
的口音，晾衣架“听不懂”，执行
口令时经常出岔子。为此，赵女
士只得教母亲学说普通话指
令。“就这几句，您把字音念标准
了，晾衣架就能听懂。”她满以为
解决了问题。

可是，新的麻烦接踵而来。
想要通过语音将晾衣架调节到
合适的高度，必须瞅准时机。口
令说早了，晾杆悬停位置太高，
晾衣服还得伸着胳膊踮着脚；口
令说晚了，晾杆降得太低，裤子

都快拖地了。摸索了好久，赵女
士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还特
意在墙上画了一道线并叮嘱母
亲：“晾衣服的时候，晾杆降到画
线的地方时，就赶紧喊‘晾杆停
止’。”

没想到的是，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老人明明喊了口令，可晾杆
就是不听使唤，还是继续下降。

“我喊了半天‘停止’，这机器就是
不听话！刚洗好的衣服，全弄脏
了！”她干脆翻出已淘汰的老晾衣
杆，像过去那样，把衣服一件件挑
上去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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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为了让家电帮助老人轻松生活，
而不是成为老年人生活中的障碍，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在 2021 年就发布了

《适用于老年人的家用电器通用技术
要求》，这一国家标准对家用电器的稳
定性、安全性和使用便捷性均提出了
具体要求。

其中，考虑到老年人的安全，标准
提出，带有盖子的器具，盖子应具有缓
降功能，防止盖子由于受到重力作用
快速关闭，对使用者造成伤害。若器
具装设有脚轮，应带有防止移位的锁
紧装置。而为了防止缠绕的电源线成
为绊倒老人的“元凶”，标准推荐，可以
采用磁力吸合的电源线连接耦合器。

针对老人“忘性大”这一普遍特
性，标准提出，可以在主机或附近设置
收纳遥控器的储物盒。家用电器一旦

“遇险”，可采用视觉、声觉和触觉等多
种方式或不同方式组合的警示信号来
尽快提醒老人。比如，一旦冰箱门意
外被打开，可以通过警告音和闪光灯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提醒。考虑到老人
视力减退，标准提出，使用说明书及包
装上的符号、字体、颜色对比等应易于
老年人辨识、读取和理解。

去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印发了
《促进数字技术适老化高质量发展工
作方案》，提出到2025年底，数字技术
适老化标准规范体系更加健全，数字
技术适老化改造规模有效扩大、层级
不断深入，数字产品服务供给质量与
用户体验显著提升。

其中，在丰富硬件产品供给方面，
方案提出，要优化智能设备供给，指导
支持企业研制推出100款以上具备适
老化特征的智能产品，覆盖手机、电
视、手环等多个类别；鼓励企业利用数
字技术提升养老照护产品、健康促进
产品、家居产品等适老化能力。此外，
还将指导企业加快适老化关键技术科
研攻关，着力解决老年人容易误触等
问题，简化语音助手、长辈模式等功能
的开启方式。

（北京晚报）

因为说话有口音，智能晾衣架不听使唤；智能洗衣机选项达

几十个，让人无从下手；智能厨具功能齐全，烧个水还得点选设置

……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聪明”的智能家电走进了千家万户。但

是，有些智能家电却让老人们感到费劲、闹心。一些老人及其子

女呼吁，希望智能家电能够配备简化版的长者模式，让老年群体

真正能够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捷和乐趣。

家电太智能 用着有点儿蒙

老人大半夜跟晾衣架“吵”起来

“孩子的衣服上画上了彩笔
道，‘除渍’类型应该选哪个？”“这
件衣服既不是羊毛，也不是棉织
物，应该把按钮转到哪个选项？”

“转速那个小图标上面，有6个选
项，到底选哪个才对？”……自从给
母亲购置了一台新款智能洗衣机，
王先生就不断地接到母亲打来的
咨询电话。“以前，家里的老式洗衣
机，一共也没几个选项，基本属于

‘一键操作’。现在，换了更智能的
洗衣机，选项一多，老人完全蒙

了。”王先生有些哭笑不得。
记者看到，王先生家的洗衣

机共有两个控制区，光是旋钮控
制区就分为小件洗、运动装、强效
除螨、防过敏等14个选项。而在
右侧的电子显示屏控制区内，则
又分出了除渍、温度、转速等8个
分区，每个分区还有若干分支选
项。例如，在除渍区，就可以选择
橙渍、妆渍、酒渍和油渍等不同类
型；而在转速区，则进一步细分为
400转、600转、800转、1000转

和1200转不等；洗衣温度也可以
单独设定，从无加温到加热至90
摄氏度共6个不同档位。

王先生表示，对于年轻人来
说，智能洗衣机可以根据不同的
污渍类型和衣物类型，甚至衣物
数量来选择不同的清洁方式，功
能强大而实用。但是，对于老人
来说，智能产品上密密麻麻的按
钮和选项则会让他们无从下手。

“现在，一些App已经推出
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长者模
式’，智能家电产品完全也可以
仿效，推出只需要按下一两个按
钮就可以洗衣的无障碍模式。”
王先生建议。

智能洗衣机

一些智能家电产品还存在
操作界面无中文标识、感应装置
过于灵敏、触屏按钮不便于老人
使用等一系列问题。

有老人反映，子女为自己
购置的空气炸锅上一共有6个
触屏按键可供选择，但每个按
键上都没有中文标识，只画着
一个个抽象的小图标，因此“操
作全靠猜”。记者现场看到，接
通电源后，空气炸锅的电子显
示屏上显示出 6个操作按钮，
开关按钮比较容易分辨，画着
温度计的两个按钮分别表示加
温和降温，画着钟表的按钮则

表示时间上调和时间下调，但
一个显示“M”的按钮不知有何
用途。老人说，由于说明书已
经丢失，所以从未使用过这个
不知何用的按钮。

冬天来临，为了让老人随时
随地都能喝上热水，有人给老人
购买了插上充电宝就能加热的
便携式烧水杯。“买回家老人就
吐槽说，杯子上操作区的字太
小，看不清；开关控制按钮太灵
敏，经常会误触。”子女无奈地表
示，老人还是认为老式的烧水壶
更好用，按键又大又醒目。

记者在烧水杯上看到，杯子

上显示温度的地方，不到3厘米
的长度挤着4个“挡位”，对于老
人来说，上面的温度数字看着费
劲，就更别提下面标注的“冲奶”

“保温”“咖啡”“烧水”等迷你尺
寸的汉字了。而位于杯子下部
的开关控制按钮十分灵敏。在
烧水过程中，记者尝试查看烧水
进度，两次因误触按钮而直接导
致暂停。

还有一些消费者反映，全自
动智能感应式垃圾桶常常会无
缘无故自动开盖。“本来是想让
老人扔垃圾时不用弯腰，省点
事。结果平时有人从旁边经过，
垃圾桶的盖子也会自动打开，吓
人一跳。而真正想扔垃圾了，无
论怎么在桶盖上挥手，垃圾桶都
没有反应。”

便携烧水杯
现象3

适老家电已有标准
鼓励开发长辈模式

选项几十个 点来点去真蒙圈
现象2

字小看不清 触屏一碰就停

只认普通话 口音重了“听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