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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怡养护院有跳舞机器人、保洁
机器人，第四社会福利院则有下棋机
器人、送餐机器人，这些酷炫的AI机
器人，为院里老人增添了沉浸式的科
技感。不过在实地探访中，引起记者
兴趣的倒是几样看起来平平无奇的
智能设备。

一个是智能呼叫器。护理员周
梁燕给记者出示戴在手腕上的一块

“手表”，“老人一按铃，我的手表就
会响，显示哪一床的老人在呼叫，我
会赶过去查看。”

在传统养老院，老人如果感到
不适，会起身按铃呼叫。铃声响起
后，几乎整条走廊里都听得见，夜晚
会吵醒其他老人。周梁燕戴的“手
表”就解决了这个困扰，老人打铃之
后，只有值班护理员听得见声音，整
个走廊里都很安静，其他老人不再
被打扰。

这是第四社会福利院开发的
“5G呼叫”系统，技术难度系数并
不是很高，但是对养老院的老人来
说，温馨又实用。“这是我们养老院
提出个性化需求后，和科技公司一
起设计的，这个发明我们还申请了
专利。现在一人打铃、众人叫醒的
状况不再有了。”第四社会福利院
院长姜学勤说。

养老院里，一位护理人员通常

要照护4～8位老人。老人上厕所
时，护理员一般要在一旁陪着，如果
其他老人有急事，护理员就要抽身
离开一会。这时，上厕所的老人如
果出现站不起身、跌倒等突发情况，
护理员就会顾此失彼。

针对老人如厕这个痛点，第四
福利院研发了“安舒板”装置。这是
一个外观形似桌子的设备，老人两
只脚踏在上面，桌子可以根据老人
坐高、身高调节，如果老人上好厕
所，或者发生什么突发情况，他可以
按动“安舒板”的响铃，让护理员立
即回到他身边。为了让“安舒板”好
用、管用，设计迭代了好几个版本，

老人们体验后纷纷说好，如今已成
为这家养老院里每间房的标配。78
岁的刘伯伯夸赞说，“上厕所时护理
员陪在一边，我需要他们，但也挺难
为情的，现在不仅顾及了我的隐私，
又保障了安全。”

记者也注意到，有的养老院引
进了非常高精尖的智能助浴设备，
但是使用率并不是很高，半年多的
时间里只用过两回。“不是最新、最
先进的智能设备就一定管用，好用
的一般都经过了二次开发。”姜学勤
道出个中规律。

“不是为了智而智，关键还是要抓
住用户需求。”姜学勤说。（解放日报）

时刻关注老人最核心需求时刻关注老人最核心需求

智慧养老院有多智慧养老院有多““智慧智慧””？？
“小城，小城，给伯伯跳支舞。”话音刚落，小城便

扭动起腰肢，跳起舞来。张伯伯边欣赏边录视频。
几步远的小怡，正在充电“休息”，它能按照设定好的
路线，自己上楼打扫卫生。张伯伯散步时遇到过勤
劳的小怡，还和小怡一起乘过电梯。

小城和小怡是城怡养护院的两个机器人，一个
负责娱乐，一个负责消毒保洁。这家位于上海市普
陀区的养老院去年5月正式运营，为民政部门力推
的智慧养老院，通过打造“从入院到离院”的全周期
智慧服务体系，强化数字赋能，提升养老“新能级”。

这两年，类似这样主打“智能化”的养老院在上海越
来越多。截至目前，全市已有36家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智慧养老院到底有多“智慧”？入院老人的多样
化需求能否满足？记者实地探院。

智慧养老院与传统养老院的差
异，从进门那一刻起，就能体验到。

在上海市第四社会福利院门口，来
给记者“开门”的，不是工作人员，而是
一台仪器。在网上预约的访客，只需对
着仪器扫一下脸即可。

“有点像是到了银行大厅，第一步
‘取号’”。市民刘先生准备探望80多
岁的母亲，扫脸取号后，便直接前往母
亲所住的楼层。另一位家属来拿医保
卡，原来要跑到后排院楼，现在只需等
在门口，不一会儿，就有人送来医保卡。

如果说，门禁是智慧养老院的“门
户”，那么，中控中心则是智慧养老院的

“中枢”，相当于“大脑”。院内所有公共
部位的实时场景，在中控中心的屏幕上
都一览无余。记者探访发现，这几乎是
所有智慧养老院的标配。

“传统养老院也有监控，但没有装
那么多摄像头，留下不少死角。智慧
养老院公共区域所有楼层24小时都有
监控。”位于长宁区的万宏悦馨养老院
相关负责人李栋云说。

记者了解到，大部分摄像资料保
存30天，有的45天，最长可以保留3
个月。一位家属对此颇有感触：“了解
到所有公共部位都不留死角，没有‘隐
秘的角落’，我才放心让80岁的老母亲
住进来。”

在市第四社会福利院，认知障碍老
人的胸前佩戴着一个布艺香囊，这其实
是一套蓝牙定位系统，胸牌正面记录了
老人姓名等信息，背面嵌入定位系统，实
现自动定位及报警。为确保老人安全，
室外广场还圈出一片安全区域，一旦老
人越界，离开这个区域，后台工作人员就
会从平台上看到走失预警信号。

万宏悦馨养老院也划定了类似的
电子围栏，通过自动定位，来辨别老人
的行动范围，一旦他们离开安全区域，
平台就会发出警示，以实施特别保护。

对高龄老人来说，摔跤更是“不可
承受之痛”，几乎每个智慧养老院的电
子设备对此都下足功夫。第四福利院
有一个巡逻机器人，一旦探测到老人
跌倒，第一时间发出警报。

“以前老人防摔倒，一般会戴着智
能手环，但感应性不是很好，护理员搀
扶老人时也容易发生误报，有的老人
还不愿意戴手环，觉得自己像戴着‘电
子手铐’。”李栋云说，现在的AI设备优
化升级了，实施24小时无时不在的监
护，能够辅助捕捉到老人跌倒意外的
发生，而在AI护佑下的老人是“无感”
的。

“以前交接班时，都是口头大
致性的描述，现在所有的照护行为
都有数据留存。”此前在医院工作
的“95后”王敏萱，如今是城怡养
护院的楼组长，老人们亲切叫她

“萱萱”。
智能化管理之后，工作台上堆

积如山的文件不见了，护理员普遍
感到“减负”，“当然减的不是工作
量，减的是工作交接和任务配单的
沟通成本，这样护理人员可以把更
多精力放在老人的照护上。”王敏萱
说。

这一点，“80后”护理员周梁燕
深有感触：此前她在第四福利院的
老院工作，“以前都是手工记录，每
天在这方面要花不少时间精力，有
时候忙于照护老人，可能就忘了记
录，交接者未必能够了解之前的情
况”。

在市第四社会福利院，30多位

重度失能老人拥有专属的“翻身
卡”。每隔多少小时翻了一次身、往
左还是往右翻，此类细节统统记录
在“数据大脑”，护理员不必重复询
问老人或前一班护理员。“如果要为
老人翻四次身，而护理员只翻了两
次，智能设备就会发出提醒，以防止
有人遗忘、偷懒或是应付了事。”

智慧养老院基本上都配备了智
能床垫，可以实时采集老人的体
温、血压、心率、血氧等数据，并对
异常状况实时预警，比如老人上
厕所如果 20分钟没有回到床位，
就会发出警报。如果这位老人的
报警次数高于平均数，说明这位
老人要加大护理等级。

记者也注意到，沪上这些智慧
养老院的运营时间尚不长，目前处
于数据积累的阶段，要让数据发挥
出更大效能，需要把老人的其他基
础数据都打通。比如，通过与餐饮

数据的交叉分析，可以帮助为老人
制定个性护理方案，自动计算老人
每日营养摄入、关联忌口、特殊餐
食等。老人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摄入
的营养参数，营养师也根据“大数
据”调整老年人食谱，做到均衡膳
食与健康膳食。

数据的打通还包括与外部资源
的对接，几乎每家智慧养老院都有
互联网就医服务项目。比如城怡养
护院与仁济医院合作打造“云诊
室”，在养老院里配备便携式一体
机检测设备，可对老年人体温、血
压、心率、血氧等健康指标一键监
测，并将自动记录、上传相关数
据。云诊室还配有健康云问诊设
备，老人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远程挂号、线上复诊、线上配药、云
问诊等，有效减轻家属的就医负担，
也让老人不出院门就能给专家会
诊。

隐秘的角落少了 护理员“减负”

关键是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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