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缓解老龄化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从健康手环到老人防丢
器，从吃药提醒装置到服务机
器人……在AI加持下，融入
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
的智慧养老产品和解决方案
不断涌现，为智慧养老发展增
添了新的活力。

“五福小度帮助我办了
很多事儿。你可以呼唤

智能屏，进行心理
咨询、健康管理、
身体锻炼、歌咏
娱 乐 ，特 别
好”，独居在
北 京 大 栅
栏地区的
杨叔刚过
完八十大
寿，提到五
福 智 慧 助
老 平 台 他
说，“不仅如

此，通过这个
平台完成在线

点餐后，可直接到
社区驿站吃饭。每

天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我
就有更多时间参加各种兴趣
班了”。

2021年两会期间，百度
董事长李彦宏的提案《加快推
动智慧养老进社区，用科技让
老年人的生活更简单、更幸
福》引起各方关注。“2020年7
月以来，‘五福AI助老’项目
率先落地北京3个试点社区，
项目以小度智能屏设备为信

息接入端口，搭载五福智慧助
老平台，包含了休闲娱乐、日
常养生、健康管理等多个模
块。

项目整合多方资源、联动
外部合作伙伴，将适合老年人
的养生知识、健身教程、心理
调适方案、慢病管理及在线医
疗健康服务、社区生活服务进
行整合，切实惠及广大老年人
家庭。截至目前，项目已落地
北京、鞍山、赣州等7座城市，
覆盖并服务35个社区及2家
养老院。”百度公益负责人杜
军介绍。

针对老人普遍存在的健
康问题，人工智能也发挥了相
当大的作用。据外国媒体报
道，由美国LifeWatch健康服
务公司推出的生命监测系统，
结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无
创生命传感、通信和定位、物
联网、互联网、云计算、智能穿
戴等技术，可自动实时检测、
评估和记录用户生命体征、行
为习惯及其他医学指标，对其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进行分
级管理服务。

而针对独居老人及行动
不便者，法国创新公司KRG
开发了AI+智慧监护系统，
提供基于 Sigfox 物联网技
术的新一代远程协助解决方
案，可观测到在危险环境下，
老年人可能发生的跌倒、不
适和反常行为。

此外，智慧养老技术发

展的突破点还有养老陪伴机
器人。它们可以同老年人对
话，甚至还能和老年人跳舞、
玩游戏等。例如，机器人
Pepper能阅读，还能识别人
的 情 绪 ；类 似 于 Amazon
Alex和Google Home的人
工智能助手具有提醒吃药等
功能；而“天猫精灵火眼”还
具有识别药盒的能力——只
要用“火眼”扫一扫药盒，就
能播报药品药名、功效和过
期日期等信息，其可识别超
过 4万种药盒；比利时一家
机器人公司开发的卓拉机器
人，不仅会帮助使用者上体
操课，还会走动、说话、唱歌
和跳舞。

“AI技术为智慧养老产
业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希望有更多创新企业在智
慧养老领域深耕发展，为养
老服务提质增效”，崔炜如
是说。

业内专家预测，未来10
年，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度渗
透到智慧养老领域，而智慧
养老技术会变得更多样化、
人性化、高效化。在智能养
老产品创新方面，产业发展
将重点集中在智能家居、可
穿戴设备、机器人等领域，并
将融合 5G、深度学习、大数
据等先进技术，满足高精度
定位、智能人机交互、安全可
信运维等需求。

（科技日报）

尽管智慧养老备受政策鼓
励及外界看好，但在应用过程
中，智慧养老设备仍有不少方面
需要与老年人磨合。从技术、产
品设计、商业化层面来讲，智慧
养老技术也面临诸多挑战。

技术方面，现有的AI技术
仍难以完全满足老年人的养老
需求。在现阶段，技术还无法完
全代替人工服务，还无法实现养
老行业的自动化。其只能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子女及养老服务

人员的工作量。
在产品设计方面，从业者应

考虑到老年用户群体与年轻人
之间的差异，并在产品设计上做
出调整，以实现产品的适老化。

商业化方面，在传统认知
中，年轻用户才是品牌争抢的
对象，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则存
在争议。如果智慧养老服务仅
停留在社会公益层面，缺乏直
接利益驱动，商业企业势必会
减少相关领域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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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更需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老年人更需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

AI：银发一族的银发一族的““贴心小棉袄贴心小棉袄””
“语音控制的助老智能屏，简单实用，特别是自己在家时，

可以和它聊天，用它学习、上健身课……有时感觉它比闺女还
亲，真像‘贴心小棉袄’。”近日，作为体验过一段时间AI智能
语音系统的用户，北京国风美唐社区广场舞队队长孙阿姨在
受访时由衷地表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近年来，智慧养老不断
被提及。为进一步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日前工信部、
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共同制定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21—2025年）》，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
面遇到的困难，并提出重点面向家庭养老床位、智慧助老餐
厅、智慧养老院，打造智慧化解决方案。那么，如今的智慧养
老技术发展水平如何，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吗？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这意味着
我国人口结构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当前，养
老行业存在着服务供给种类和数量不足、专业化和科技化
水平较低等问题，智慧养老服务不仅是应对这些问题的重
要方案，更是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传媒大学政
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公益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崔炜表示。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
强调“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
能力”，科技创新要发挥应对人口
老龄化第一动力的战略作
用。智慧养老是利用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
硬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品，实现个人、家庭、
社区、机构与养老资
源的有效对接和养老
资源的优化配置，推
动养老服务智慧化
升级，提升养老服务
的水平。

AI技术的成熟，
不仅填补了老龄化社
会劳动力不足的缺口，
还促使养老服务由人工
密集型服务转向数字化智
能服务，AI作为一个可靠的帮
手，将为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
全新解决方案。

然而，智慧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尚有诸多待完善之
处。值得关注的是，据2020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有四分之三的老年人（约两亿人）
未接触过互联网。

中民养老规划研究院院长苏志钢博士指出：“其实，老
年人更需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数字智慧时代下，要充
分考虑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解决老年人遇到的

‘数字鸿沟’，既需要政府关注、社会包容，也需要产品研发
人员加强研发、升级，让产品适应更多老龄化应用场景。”

● 延伸 ●

智慧养老：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名老人与工作人员在一名老人与工作人员在
和和AIAI情感陪护机器人互动情感陪护机器人互动。。

谈骨论筋 看好腰椎病，无痛过大年
特色治筋成“术前最后一站”

随着特色治筋越来越受热捧，很多
市民把外地的亲友，接到无锡易可中医
院看病。黄女士就是自己看好腰椎病
后，把张家港的老母亲也接到了无锡，
专门找谭氏筋伤中心王杰主任看腰。

黄女士曾做过腰椎手术，但不到半
年，又开始疼痛，牵拉着大腿后也酸痛，
坐也坐不住，只有站着和躺着最舒服。
前年她找王主任看好腰椎病后，非常后
悔做了手术，所以当得知老母亲也患上
腰椎病，甚至腰都弯不下去后，就把老
人接到无锡看病。

经王主任诊断后发现，黄女士母亲
腰背部发凉、有条索状硬结，是长期劳
损造成的筋伤。王主任为她制订了三
阶段不手术治筋方案，通过高频电火
花、筋膜刀、透皮透药等方式，同时解决
深、浅不同层次的筋伤。还请中心创始
人、全国膏方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谭德福教授，为她开了膏方，调理身
体，强筋壮骨防复发。

现在老人腰能弯下去、疼痛减轻
了，她们表示很有信心，能赶回老家无
痛过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