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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ping	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smart	health	system	provides	comprehensive	health	management	and	
life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the	qual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re	of	this	system	is	to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realize	person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data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have	become	the	major	challenges	to	be	addressed.	Globally,	despit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earch	on	the	
smart	health	system	emphasizes	the	integrated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ies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servic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intelligent	health	care	system	and	compa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ims	to	better	serve	the	elderly	
group,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other	social	groups,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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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智慧康养体系通过整合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全面的健康
管理和生活支持，改善生活质量。该体系的核心在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个性化健康管
理。然而，随着该系统的发展，数据安全和技术集成成为亟待解决的主要挑战。放眼全球范围内，尽管存在区域差异，但
智慧康养体系的研究都强调技术的集成利用和服务的个性化。论文通过分析目前智慧康养体系和对比国内外现状研究，以
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群体、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等社会群体，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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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面对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时，

如何有效应对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挑战，已成为各国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老龄化

的情况下。在这种背景下，探索并实施智慧康养体系显得尤

为重要，它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优化，不仅可以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还能有效减轻社会经济的负担。论文旨在通过

分析现有的智慧康养实践方法，探讨其效果与局限，进而提

出具体的改进策略。本研究希望为智慧康养体系的发展提供

科学的指导和建议，以更好地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2 智慧康养体系概念与特征

智慧康养目前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旨在通过不断融

合前沿智能化技术、加强优质服务及高效个性化健康管理，

为老年人带来全面的健康与生活支持。智慧康养核心在于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设备来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与效

率，以保障老年人的舒适度和尊严。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

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智慧康养应用中，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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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IoT）技术通过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等技术

结合，共同构建一个高效且响应灵敏的健康监测和康养服务

系统。

随着智慧康养体系的逐渐发展完善，可以发现它的核

心在于技术的驱动作用，通过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来预测并

应对健康风险。同时优化养老服务的配置，以确保每项服务

的个性化与时效性 [1]。在智慧康养体系中，个性化的服务策

略，能够更好地确保每位老年用户的独特需求得到满足，同

时提供简洁易用的交互界面，使得老年人也能轻松地享受到

科技的便利。此外，数据的实时处理与安全性的不断升级，

还能够严格保护他们的个人隐私。可见智慧康养不仅仅是技

术的展示，更是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服务平台。系统的可

持续性和可扩展性也保证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用户需求的

变化，智慧康养体系能够持续更新和优化服务。通过这样一

种先进而综合的服务模式，智慧康养体系不仅极大提升了老

年人的生活便捷性和安全感，也为社会老龄化问题提供了

一种创新解决方案，它涵盖了从医疗健康管理到日常生活辅

助，乃至心理和社会活动的支持，旨在提升老年人的整体生

活质量 [2]。

3 国内外智慧康养体系建设现状

3.1 欧洲、日本等国家的智慧康养体系建设实践
经过对国际康养较为成功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欧

洲、日本在智慧康养系统方面有明显的发展。例如，瑞典

的 3MaKS 项目是 Vinnova、Formas	和瑞典能源局资助的研

究项目，项目运行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子项目于

2022 年 1 月结束，3MaKS 项目目前在欧洲是智能医疗系统

融入老年护理的典范。通过使用 mSafety 可穿戴设备，该项

目专注于肾移植后患者的远程健康监测。该技术为患者提供

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数据，包括用药剂量提醒和饮食建议，并

可以实时监测患者的健康状况。医疗保健提供者也可以访问

这些实时数据，从而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并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而日本如今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

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它的智能医疗保健系统非常便利，

能够集成机器人辅助和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以加强对老年

患者的长期护理，特别是在其长期护理保险（LTCI）系统下，

其智能化的系统为用户提供极大的便利。该保险支持医疗和

非医疗机构提供的家庭护理服务，这对于获得医疗设施可能

有限的农村地区至关重要。此外，日本的医院普遍使用电子

病历和集中数据系统，这些系统确保了基本医疗保健信息能

够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医疗需求，并且易于医护人员随时访问

和进行有效管理。这一策略在日本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有效，

因为日本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老年群体，所以对便捷全面的

智慧医疗服务有很高的需求。

3.2 中国智慧康养体系建设发展现状
中国政府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推进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该政策框架旨在通过

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提升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水平和

生活质量，具体措施包括推动电子健康记录系统普及、发

展远程医疗服务，以及建立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等（BioMed	

Central）。例如，在杭州，有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开发了

集成健康监测、紧急响应和生活辅助功能的智慧康养平台。

这些平台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老年

人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和应急响应，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效率

和质量。随后的深圳和上海等地，也推出了许多创新的智慧

康养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与当地的医疗机构、社区服务和科

技公司紧密合作，共同探索适应当地需求的新型服务模式。

可见中国智慧康养体系建设已经稳步发展，在实现技术与服

务融合、满足饮食需求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3.3 国内外智慧康养体系对比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智慧康养体系的建设表现出明显的区

域特色和差异。在欧美和日本，这类系统技术成熟，集成度

高，提供高度个性化且用户友好的服务，强调便捷的医疗访

问和精准的健康管理 [3]。这些服务往往由市场驱动，私营企

业在推动技术创新和服务改进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相比之

下，中国虽然技术发展迅速，但在系统集成和跨部门协作方

面还处在发展阶段。中国的智慧康养更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

和服务覆盖的扩大，政府政策在推动整个系统建设和服务普

及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各国在资源

配置和技术应用上的战略选择，也揭示了它们面临的挑战和

未来改进的方向。

4 智慧康养体系关键技术

4.1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中国正逐步迈向深度老龄

化的社会格局。在这一大背景下，智慧康养体系的诞生，为

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且人性化的生活体验。作为其

核心驱动力，物联网（IoT）技术为养老服务注入了智能化、

个性化的特质。通过在家中部署的多样化传感器和设备，物

联网能够实时采集并分析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健康数据等关

键信息。这些大数据经由云计算平台进行深度处理，进而为

每位老人定制专属的健康管理方案。无论是通过智能家居设

备打造的舒适居住环境，还是借助远程医疗服务实现的便捷

就医体验，都凸显了物联网在智慧康养领域中的独特价值。

不仅如此，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还打破了地域限制，推

动了医疗、养老、家政等资源的全国优化配置。同时物联网

技术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社交互动机会，帮助他们与家

人、朋友保持紧密的联系，有效缓解孤独感。

4.2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集成利用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大背景下，

智慧康养体系应运而生，其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集成利用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技术层面来看，大数据与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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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融合创新为智慧康养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通过

大数据技术，我们能够实时采集和分析用户的生理数据、生

活习惯、环境因素等信息，从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

理方案。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则进一步提升了这些数据

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使得健康管理更加科学、精准。此外，

在应用层面，无论是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运动

建议，还是为老年人提供智能养老护理服务，抑或为康复患

者制定精准的康复治疗方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都在其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不仅提升了康养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舒适。

4.3 移动互联网和远程医疗服务
智慧康养体系的发展离不开移动互联网和远程医疗服

务的支持与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老年人能够利

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接入智慧康养系统，随时

获取健康管理和生活服务。通过移动应用程序，老年人可以

进行健康数据记录、医疗预约、健康咨询等操作，与家庭医

生、护理人员或家人实时交流。此外，移动互联网技术还支

持智慧康养系统的数据采集、传输和分析，实现对老年人健

康状况和生活环境的实时监测与管理。远程医疗服务则提供

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医疗服务。通过远程医疗平台，老年人

可以与医生进行视频会诊、在线咨询和远程诊断，解决因交

通不便或身体不适无法前往医院就诊的问题。

5 智慧康养体系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5.1 技术挑战
在智慧康养的新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

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智慧康养体系正逐渐成为应对人口老龄

化、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这一进程的

发展，数据安全和技术集成等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4]。确保

数据安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首要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科研工作者不仅需要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增强数

据安全意识，还需要培养专业的安全技术人才，确保康养数

据的安全、可控。同时，智慧康养体系涉及医疗、养老、康复、

健康管理等多个领域，挑战更好地将这些领域的技术进行高

效集成，形成一个协同、便捷的服务体系，也是目前面临的

又一技术难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首先，需要保障数据安全和技术

集成，而完善政策法规是数据安全的基础。我们需要建立健

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责任主体，加强监管以确保康养

数据安全。其次，技术研发是提高智慧康养体系技术水平的

关键，加大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支持创新技术应用，是

提高中国智慧康养技术水平。最后，加强人才培养也是必不

可少的。我们需要培育专业化的数据安全人才，增强康养行

业整体数据安全意识。只有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法规、推动技

术研发、加强人才培养等措施，未来才能更好地应对技术挑

战，推动中国智慧康养事业健康发展。

5.2 管理和运营挑战
首先，智慧康养体系的管理和运营面临着多重挑战，

其中包括人才培养、资金需求、用户接受度和监管环境 [5]。

人才的培养是目前面临关键问题之一。智慧康养领域的持续

发展需要具备多方面技能的专业人才，但培养和吸引这些人

才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如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和专业技能

的培养等方面。其次，资金需求是智慧康养体系面临的另一

个挑战。建设和运营智慧康养系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

投入还需要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增加，这可能就需要寻求各

种合作机制的支持认可。另外，用户接受度和参与度对于智

慧康养的成功也十分重要，为了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需

要设计和提供易于使用、易于理解的智慧康养服务，以满足

用户的需求和偏好。最后，监管环境的复杂性也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智慧康养涉及医疗数据和健康管理，需要遵守

相关法规和标准，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监

管要求和政策挑战。因此，解决这些挑战需要跨学科、跨行

业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6 结语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智慧康养体系逐渐成为

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智慧康养体系作为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重要手段，通过集成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舒适、便捷、科学的康

养服务。然而，在推动智慧康养事业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

关注数据安全、技术集成等挑战和问题，加强政策支持、技

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服

务优化，让智慧养老成为老年人幸福生活的重要支撑，共同

构建更加美好的智慧康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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