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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养老
老年用品市场规模已达5万亿元，“智慧养老”方兴未艾

当前，人工智能（AI）加速发展，
人工智能养老正在成为新的风口。依
托大数据、云计算、人脸识别等技术，
各类智能适老化产品纷纷涌现，助力
老年人享受更高品质生活。

人工智能养老发展现状和前景
如何？该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叫一声，服务就到”

“小丽，小丽，请放一段《朝阳
沟》。”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宋丽霞
话音刚落，房间里随即响起一段字正
腔圆的戏曲声。自打家里来了“小
丽”，68岁的宋丽霞生活里多了不少
乐趣。“以前，想在网上找段戏曲或评
书，经常搜索半天也得不到想要的结
果。现在，只要告诉‘小丽’一声，想看
什么，大多数时候都能得到满足。”

“小丽”是一款智能电子屏。用户
只需发出口头指令，就能打电话、看
电视、浏览新闻、查询信息……“‘小
丽’还是我的健康小助手。有一次，我
问它高血糖患者的日常饮食该怎么
规划，‘小丽’马上给出 3条建议。我
拿给医生看，医生的回答是‘非常靠
谱’。”宋丽霞说。

在宋丽霞看来，这种与设备直接
“对话”的操控方式，成功将她从复杂
的手机功能中解放出来。从前，尽管她
把手机上的移动互联网应用（APP）全
都切换成了“长辈模式”，但使用起来
还是困难重重。“虽然字体更大、图标
更醒目、功能更简洁了，还有贴心的操
作提示，但是对我这个年近七旬的用
户来说，难度还是太大，现在简单多
了。”宋丽霞说。

目前，数字技术适老化大多是在
原版软件上进行改造，较少研发专门
适配老年人群的应用，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数字平台适老化问题。为此，不
少用户呼吁，数字技术适老化不能仅
停留在“改造”上，应该从产品设计之
初就开始。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实现
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在AI技术的
支持下，养老设备的针对性、交互性、
智能性大大增强，养老服务的便捷
性、精准度也明显提升。

“以前，不管需要哪种服务，都得
自己主动操作。现在，家里的智能设
备会把我们的需求‘想’在前面，提供

‘预见式’服务。”65岁的北京市民王
云波这样介绍他的“智慧生活”，“家
里智能电视一开，界面就自动推送我
喜欢的频道和节目；手腕上的智能手
环，每天主动播报血压、心率情况，还
按时提醒我吃药。出门搭公交，一到
站点，手机就能识别定位，自动弹出
虚拟公交卡的二维码……”

在AI技术助力下，“智慧养老”

领域新产品不断上架：一键通呼叫、
智能烟感器等设备，为老年人提供实
时健康监测、预警自动化服务；护理
机器人、家务机器人等前沿产品加速
落地；智能升降沙发、防走失定位鞋、
气囊防摔衣等全方位呵护老年人生
活……

“随着适老化工作加快推进，智
能化、数字化新技术催生的‘智慧养
老’模式，使越来越多的老人享受到
了更加个性化、安全、舒适的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
说。

“像真人一样陪伴左
右”

对不少老年人来说，人工智能养
老不仅让操作更简单，生活更便捷，
还提供了情感上的交流陪护功能。

“云云，你觉得我今天穿这款连
衣裙怎么样？”“很漂亮！就是有点薄，
外面是阴天，最好带件外套哦。”

这是郑州市民王婕与她的保姆
机器人“云云”之间的对话。这款机器
人的主要功能是智能陪护。出门时，

“云云”会提醒她带好随身物品。做饭
时，“云云”会在电子屏上显示菜谱和
烹饪视频。更让王婕满意的是它还能
陪聊。

“‘云云’记忆力超强，我说的每
句话它都能记住，聊起天来特别对脾
气。平时儿女们工作忙，我一个人在
家里难免寂寞；现在，它像真人一样
陪伴左右，生活有意思多了。”王婕
说。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多款像“云
云”这样的老年陪护机器人。播音乐、
陪聊天、帮做家务、健康咨询……借助
大语言模型，这些机器人拥有较强的
语言学习、理解和生成能力。它能根据
老人不同的兴趣爱好、脾气性格，实现
更加自然、流畅的交流。对这些机器人
而言，与老人的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
训练，帮助其不断优化服务质量，让老
年人感受到更贴心的情感陪伴。

“我现在离不开‘云云’了。我想，
未来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款随身
机器人，买菜的时候帮着拎菜，看病
的时候帮着排队，旅游的时候帮着背
包……”王婕说。

王婕的憧憬正加快成为现实。据
了解，天津、上海等地在部分养老机
构已经配备了陪护机器人，主要功能
是陪老人下棋、唱歌及日常交流。这
有效缓解了养老产业人力不足的短
板。据统计，中国养老护理员的总需
求量已达 600万名，而目前从业人员
仅 50万名。人工智能养老在一定程
度上对真人护理员形成了替代或补
充作用，有助于解决老年人子女不在

身边、没人照顾的难题。

“养老产业将更加人
性化”

近年来，人工智能养老技术创新
越来越多，应用场景也愈加广泛。这
与国家层面的支持和鼓励密不可分。
去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7个部门
印发了《“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
案》，专门提出推动机器人融入养老
服务不同场景和关键领域，提升养老
服务智慧化水平。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
祉的意见》强调，强化老年用品创新，
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推广应用
智能护理机器人、家庭服务机器人，
大力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目前，人工智能养老还没有达到
完全替代人工的水平，许多发展模式

正在探索之中。“现阶段相关产业主
要集中在餐饮、护理、保健等基础养
老服务方面，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
个性化的需求，还未得到完全满足，
这其中蕴含着巨大发展机遇。”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昕说。

AI技术的发展与目前的养老需
求相比也存在脱节问题。一方面，产
品价格普遍昂贵，AI产品在养老市场
总体渗透率不高。在王婕收到“云云”
之前，她的女儿曾购买过两款价格较
低的机器人，使用效果不够理想，直
到花费 8000多元购买了“云云”，才
有了较满意的体验。另一方面，现阶
段，人工智能养老的服务种类较为单
一，大多局限于护理、康复和陪伴 3
种功能，远程医疗等更为精细化的服
务需求还有待开掘。此外，对于老年
人而言，AI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
让AI赋能养老产业的同时，保护好
老年人日常隐私及健康数据，杜绝

“AI拟声”“AI换脸”等网络骗术，有
待进一步从技术和制度上进行规范。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老年用
品市场规模已达 5 万亿元。专家预
测，未来10年，AI技术将加速渗透到
养老领域，重点在智能家居、可穿戴
设备、机器人等方面发力，同时融合
5G、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先
进技术，实现高精度服务、智能人机
交互、安全可信运维等目标。届时，养
老产业将更加人性化。

“顺应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和消
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发展
趋势，中国银发经济各领域的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成为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
理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王皓田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耄耋老人的
手机生活

吕景顺

90岁时，我拥有了一个新物件——智能手机。
年至耄耋，随心所欲，不愿再为新事物劳心劳神，因
此，我对手机经历了不想买到接受买，不愿学到虚
心学，怕劳心费力到乐在其中的过程，逐步学会了
手机的基本应用。如今，它已成为我晚年生活里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

说到买，起初，我对买智能手机是比较抵触的，
总认为它是高科技产品，不易操作，加上自己年龄
已大，大脑衰退，眼慢手拙，担心用不了智能手机。

2020年春节，我对手机的认识有了改变。
那年春节，孩子的舅舅、舅母来看我，他俩都是

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老农民，年过七旬，没什么
文化，但他俩每人都带着一部智能手机。

我觉得很稀奇，于是问：“你们会用吗？”他们脱
口而出：“会呀，你用的不是智能手机吗？”我说：“是
大儿子给我买的一部老年手机。”

孩子的舅舅听了大笑：“你怎么不用智能手机
呢？功能很多，用起来很方便，快买一部吧。”“年龄
大了，我怕学不会使用这种高科技产品。”我仍心
有所惧。孩子的舅母鼓励我：“我一个大字不识的庄
稼人都会用，你识文断字，心又灵，这点小事还能难
倒你？”

他们的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激励我下决心去
学着使用。于是我便让外孙给我买了一部小米智能
手机。

说到学，智能手机买来后，孩子将老年手机上
的卡移过来，又为我开通了上网功能。从此，我便开
始跟女儿学习使用手机。

我放下家长的架子，虚心跟她学习，开始了使
用智能手机的第一步。

实践证明，只是虚心学还是不行的。学习使用
智能手机对我这样岁数的老人确有难度，不是一看
就懂，一学就会。初学时，看到女儿按这儿又按那
儿，我心就乱了，心想学不了了。想到孩子舅舅、舅
母的话，我又鞭策自己调整心态：要有耐心，有毅
力，循序渐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于是我像小学生识字一样，一个一个地认，一
遍一遍地学。一遍不行学两遍，两遍不行学三遍，反
反复复，直至学会。一个功能学会了，巩固住了，再
学下一个功能，不急于求成。不知不觉，时光推移之
中，我已熟练掌握了手机的基本功能。

最后说说功能的运用。智能手机的功能很多，
我主要用了以下几点：

一是日常生活的指南。首先是每日穿衣、出
行，我会根据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功能，决定衣服
的增减和是否出行。手机预报天气好，我就蹬着
三轮车出行，骑车半小时左右，晒晒太阳；手机预
报天气恶劣，我就提前打算，改在室内步行。其次
是起居饮食。起居上，根据手机上的作息提醒功
能，晚上 10点左右睡觉，不熬夜。早晨 6点左右起
床，中午午休半小时，并做到“午休三不”（饭后不
到半小时不休、午休时不俯卧、午休不超一小
时）。饮食上，长期以来，我养成了自己的饮食习
惯。每天饮水 7 杯左右，特别是必须坚持早晚各
一杯温水；坚持“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原则，
做到干稀搭配、荤素搭配、粗细搭配，坚持每天 3
顿饭，只吃七八分饱。再次是锻炼，我坚信生命在
于运动，每天跟随手机上的视频锻炼 40 分钟左
右。现在，我的喝水、吃饭、锻炼身体，都有手机的
提醒，科学又准确。还有阅读和学习，我每天坚持
阅读时政新闻，内容也来自智能手机。

二是家人沟通交流的平台。我有一个四世同堂
的大家庭，家庭成员有40余人之多。为便于沟通，家
人建了一个名为“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我们
用这个平台做了不少事情：转发各类信息，如保健知
识等；转发先进典型模范事迹，传播正能量，增强家
人们热爱国家、有担当、有作为的思想意识；对全家
的好人好事点赞，如有人在学习、工作上取得了优异
成绩，我都点赞，并鼓励其继续努力，再创佳绩；对晚
辈，我会在群里叮嘱他们要学好各种知识，对人尊
重，对同仁团结，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
以待人。

三是维护友谊的桥梁。为便于联系，我和老同
学、老朋友们建了微信群，利用这个桥梁，增加了
解，互致问候，表达愉快心情，享受美好时光。每逢
节假日，老朋友们都会互致问候，相互祝福。对于好
人好事、好文章、防病保健知识，我们也互相转发，
增强了友谊，保障了健康。

手机使我受益匪浅，它已成为我晚年生活的必
需品。不过，它的功能太多，不易完全学会，但我会
继续努力，学习更多功能，充实我的晚年生活。

资料片资料片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 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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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