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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下的老年居住空间创新设计的研究
姬媮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中国·安徽芜湖

改革开放距今43年，中国不断创造新的高度，新的辉煌，国民经济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科
技不断发展，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重视。本文以更好地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为目的，先后分析了老
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居住情况、老年人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及存在问题，为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如何更好的应用在老年居
住空间做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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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革命的进行，使得人工智能、物联网、社交

网等智能化技术逐步深入到家居领域。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质量，要从老年人的居住空间入手，通过智能家居设

计为老年人打造一个舒适、安全、便捷的生活环境。

2 老年居住空间现状

2.1 老年居住区空间

老年居住空间——顾名思义老年人的居住空间，针对

具有适应随年龄增加，身体机能下降的这种情况而事先采取

特殊构造与设备的住宅，全面满足所有居住者行为习惯和身

体功能的适老化设计，针对这一群体进行合理化针对的设

计，满足老年人心理与生理上的双重需要，创造一个舒适、

安全和健康的居所 [1]。

2.2 老年人心理和生理特点

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赚钱的能力和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力，

都不断失去。这使老年人的心里有很大的落差感，特别需要

子女的陪伴。老年人的身体会在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及

运动系统等各方面都有部分退化，如低视觉能力，分辨能力

降低，难以分辨小的物体。再如，文字按键；触觉退化，对

疼痛的感知能力减弱，容易磕碰受伤，且受伤后不能及时察觉；

嗅觉退化对气味的感知能力减弱，难以察觉有害气体，如煤

气泄漏；运动系统退化，肢体灵活性降低，抬腿，抬手，弯腰，

下蹲动作困难，上下楼，晾衣服，如厕，拿取东西困难等。

2.3 养老的主要模式

“居家养老”

中国普遍的养老方式以家庭为中心，儿女看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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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医疗条件和休闲娱乐设施，但是有儿女子孙的关怀照

料、环境熟悉，茶余饭后休闲之余，找几个老友打打牌、下

下棋，早晚去公园溜一圈，跳跳舞，更具生活氛围 [2]。

“养老机构养老”

大型的托老院，可以提供较好的医疗、健身、心理等

方面的服务；小型的家庭养老院，家庭氛围浓厚，服务细致

周全，都能获得较好的服务。

“合居养老”

“合居养老”是兄弟姐妹或亲戚朋友等，在一起居住

相互照应，互相扶持，既保留了老人的私人空间，又减轻子

女负担。

“日托养老”

白天老人们在一起下棋、喝茶，中午包吃住，晚上回家。

就目前中国的形势现状来看，“居家养老”还是首选的养老

模式，因为居家养老，更具亲情味，老人可以更好地享受“天

伦之乐”。

2.4 存在问题

老年人作为最需要关怀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体贴和照

料，但仅靠社区提供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因老年人的身体

机能退化和与社会脱节等问题，特别是年龄大的老人，不能

熟练掌握网上点餐、线上购物和上门服务等项目。子女本应

该可以对老人进行更好地帮助和照料，但由于现代社会节奏

过快，996、715、007随处可见，导致子女没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去陪伴和照顾老人，这无疑降低了老人的生活质量，

且存在许多重大安全隐患 [3]。

3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3.1 什么是智能家居系统

智能家居是在物联网发展下的物联化的体现，将家中

各种设备（如家电照明，远程监控器，安防保卫系统，空调

设备等），通过物联网连接到一起，控制家电照明系统、远

程监控系统、室内外操控系统、环境监测系统，防盗报警系

统、温度控制系统，把家居设备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

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监测、控制等。

3.2 智能家居的优势

智能家居使老人进行各种操作时，更加便利、可靠和

安全，子女外出工作或喜欢独居生活的老人，都不会造成很

大的影响。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很好地弥补老人身体上的退

化，让老人依然拥有对自己的掌控力。

智能门锁——指纹即可开锁，为老人免去忘带钥匙的

烦恼；

智能灶台——关火后自动关闭煤气，长时间开火发出

警报；

智能感应灯——老人不再需要找开关，只要感应到老

人下床，床边和卫生间的夜灯微弱亮起，起夜模式让老人半

闭眼就进了卫生间，回来又可以继续安然入睡；

高度自动化——解放双手，语音控制，家中的各种电

器设备可以自动被控制，老人只需要说“小爱同学，打开烧

水壶”，“小爱同学，打开客厅的灯”，“小爱同学，打开

卧室的灯……”只需要说一句自己的需求，系统会自动执行；

安全检测——智能地毯发现有人体摔倒，自动发送信

息到子女手机上，子女可以通过远程监控检查父母是否发生

意外，方便及时处理 [4]。

这样，父母既不需要辛苦操劳，子女也可以放心父母

的日常生活和安全，大大减轻了子女的各种压力。

4 老年居住空间创新设计方法

4.1 室内家居智能化

中国作为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每年以 1000多万的

速度增长，针对老龄化人群的设计，是未来住宅空间面临的

一个重要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前面的问题，室内家居智能化

具体改变可参考下方建议：

装修是件麻烦的事情，既要考虑使用价值，又要考虑

美观，还要考虑经费问题，装修时总流传这样一句说法：“金

厨银卫”。

“金厨”：橱柜不能设计太高，要符合老人的高度，

或者设计专用扶手。杂货柜使用频率非常高，要设置在使用

方便的区域。煤气灶上方应安装智能家居，以免煤气中途熄

灭或忘记关煤气的情况发生。设置紧急呼叫装置，或自动检

测装置，操作台的高度最好可以自动调整，适合老人坐着操

作。厨房可以配备洗碗机，因老年人腿脚不灵活，洗碗机的

配备，可以大大减轻老年人的劳动负担。

“银卫”：卫生间设置防滑地面，浴缸浴室出入口、

马桶旁都设置扶手，避免老人起身困难或用力过猛而滑倒。

智能浴缸可预定每次泡澡时间，到时间发出提醒，提醒老人

注意时间，避免老人因泡的时间过久突发疾病，若时间过久

则自动发送信息到子女手中。

卧室：智能窗帘和智能空调可以语音控制，避免老人

经常找不到遥控器。夜晚起夜时可通过智能感应灯来解决。

床头设置紧急按钮，防止老人夜晚突发意外时，因找不到手

机而发送求助信号。

客厅：配备可以语音控制智能电视，并配备按键放大

的遥控器。配备扫地拖地机器人，减少老人的劳动量。配备

全自动洗衣烘干机或可以语音升降的晾衣机，并设置远程监

控系统，方便子女检测老人是否安好。

4.2 远程监测产品

老年人穿戴的产品设计，主要向轻巧，方便等方面发

展，用于监测老年人身体状况及防止老年人突发意外而无人

察觉。具体产品如下：

屏幕较大的电话手表——因老年人不需要太多的娱乐

项目，手机的功能仅是接听和拨打电话，发送信息等。屏幕

较大的电话手表，方便老人携带与拨打接通电话，手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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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定位系统，避免因记忆力衰退而落下手机，而导致联系

不上的情况发生。

智能手环——智能手环，既可以记录日常生活中老人

休息、锻炼、饮食和睡眠的情况，又可以通过内置的 GPS

系统，将老人的身体状况、位置信息及跌倒预警随时发送给

儿女，充当老人的“保护神”。

随身紧急按钮——如果老人发生意外，不小心跌倒，

或者走不动需要呼救时，可按紧急呼救按钮，告知周围人自

己需要帮助。

红外感知仪——可以在厨房或卫生间等使用频率较高

的地方，设置一个红外感应，可根据老人的需求和身体情况

来设定时间，到时间没有感应到人体走动时，就发送信息到

子女手机上，方便对外求助。

4.3 智能小家电

智能水杯：因为一般老年人的身体没有年轻人的好，

需要吃一些药品，而老年人的记忆力，对温度的感知能力也

有些下降，所以，需要一个智能语音助手，来提醒老年人吃

药喝水，并将水温控制在一个适宜的温度，避免发生烫伤。

智能加湿 /除湿器：自动检测室内湿度，并对其进行调

控，老年人对室内湿度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室内湿度过大，

会导致胸闷，皮肤瘙痒等，还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室内湿

度过小，容易引起皮肤干燥，静电等。

智能窗户 /窗帘：根据实时天气、晴天阴天、起床睡眠

自动开关窗，保持室内良好通风，保证老年人的呼吸健康与

睡眠质量。

4.4 选择智能家居产品要点

一套真正具有使用价值的智能控制系统，必须具备兼

容性和稳定性。由于一整套智能家居，可能涉及到不同品牌

不同类型的智能产品，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稳定性，还要兼容

原有的传统家电，不至于因更换原有的传统家电，而增加家

庭的经济支出。

由于智能家居起步较晚，现在还没有绝对完美的技术，

可以保证智能控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损耗，因

此，一定要选择稳定性较强的产品，否则由于老年群体的特

殊性，可能不易察觉到这些损耗，不能及时修理或更换，也

就使其不具备真正的使用价值。

5 结语

虽然中国养老模式逐步健全，但是大部分人选择的养

老方式还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更符合中国人民根深

蒂固的思维模式，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所以，随着科技

的进步，为预防年轻人外出打拼时，家里老人突发状况，智

能家居控制系统将是未来居住空间创新设计的重要课题，中

国的科技发展已达到可制作这些智能家居的水平，但对智能

控制系统与老年居住空间创新结合设计的研究并未深入，还

需要更加精细化，严谨化和多样化，在保证符合国家规范的

同时，做到“智能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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