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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lderly	care,	and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elaborates	on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ble	scenario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develop	personalized	care	plans	for	the	elderly,	realize	remote	monitoring	and	medical	treatment,	provide	
intelligent home and assisted living services, and have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 home, institutional care and personal devices. 
However, its application also has problems such as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lack of human care, ethical problems, bias and inequity, 
and	technology	dependence	and	training	need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and reduce the social burden brought b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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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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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现状，阐述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可行性与
适用场景。人工智能能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实现远程监测与医疗，提供智能化家居和辅助生活服务，在居家、
机构护理及个人设备端均有广泛应用。然而，其应用也存在数据隐私安全、缺乏人性化关怀、存在伦理问题、偏差不公平
以及技术依赖和培训需求等问题。论文旨在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以提升老年护理质量，减轻老龄化带来的社
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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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根据统计数据，截

至 2021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 2.6 亿，

占总人口的 18.7%。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将进一步加速老

龄化进程，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接近三成 [1]。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养老负担加

重，老年人口增加对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其次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老年人口增加

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压力，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增长放

缓。因此，老年人护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鼓励生

育政策调整以及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等 [2]。从长

远来看，仍旧需要和其他领域结合，人工智能作为目前新科

技的代表，将有望应用于养老护理帮助解决老年护理中出现

的难题 [1-3]。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神经网络、大语言模型，从看、听、

沟通、思考、决策多方面代替人完成一些体力智力活动，人

工智能在交通、安防、教育、军事、体育、医疗等方面已经

有深入的广泛的应用，因此人工智能在辅助老年人护理方面

也有极大的应用空间 [3]。能够给老年护理助力，极大地节省

人力 [4]。

2 人工智能在老年护理领域的应用特点。

首先，人工智能在个性化护理计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通过分析大量的医疗记录和老年人的生理指标，如心率、

血压、体温等，人工智能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提供预警。

这有助于为老年人制定更精准的个性化护理计划，帮助诊断

和监测慢性病，预测健康风险，并建议适当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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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远程监测和远程医疗是人工智能在老年护理中

的另一重要应用。利用智能设备和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

老年人的生理指标、活动水平和睡眠模式，实现早期干预。

此外，远程医疗平台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虚拟咨询，减

少老年人前往医院进行常规检查的需要。

最后，机器人辅助护理在养老服务中也备受关注。机

器人可以自主完成家务劳动，如扫地、刷洗和搬运等，从而

减轻老年人的负担。它们还可以提供日常护理服务，如药物

提醒、助行和康复训练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照顾，提

高生活自理能力。

3 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护理的场景

3.1 居家护理
个人卫生辅助：智能洗浴设备、便携式清洁设备等可

以为老年人提供部分个人卫生的自助服务。崔丹丹 [5] 等人

注意到了老年人洗浴不便，分析了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一些老

年人使用的洗浴设备以及存在的不足，开发了一款适用于老

年人洗浴的设备，同时包括自助老年人和介助老年人，此款

设备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安全可靠，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帮助老年人更换衣物：包括脱下和穿上衣服、鞋子和

袜子等。李宏伟 [6] 等发明了一款智能助老穿脱衣装置，其

中包括穿脱上衣和下衣的辅助装置。该装置包括摆臂驱动机

构、衣袖夹紧机构等，能够很好地辅助老年人完成穿上衣和

脱衣的操作。

床上翻身和位置调整：帮助老年人进行床上翻身，以

防止长时间处于同一姿势导致的不适或压疮。刘文学 [7] 等

人发明了由气囊，气压传感器等智能翻身医用床垫，详细介

绍了翻身，背起，屈腿等功能实现方式。该床垫性能稳定可

靠，智能化程度高，极大地为老年人护理提供便利。

药物管理和提醒：AI 技术可以开启药物管理应用程序或

设备，帮助老年人准时服药，并提供药物提醒和监测功能 [4]。

如智能机器人可提供预约治疗、用药提醒和饮食指导的服

务，并提醒病人注意跌倒或脱水的风险。重要的是，机器人

不具有社会属性，也不会评判、虐待病人 [8,9]。最近由欧盟

2020 地平线项目研发的 RAMCIP 服务机器人 [10]，用于轻度

认知障碍的老年人群体以及家庭护理。

跌倒检测与预警：如监测老年人在家中特定房间里待

的时间、趴在地上的时间、白天和晚上睡觉的时间以及外出

的时间。如果检测到任何潜在的问题，传感器可向护理人员

或紧急服务人员发出警报 [11]。此项功能也适用于老年照护

机构。 

3.2 机构护理

3.2.1 智能出行辅助
对于出行不便的老年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导航、路

线规划、交通信息等服务，帮助他们更安全、便捷地出行。

同时，结合物联网技术，还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位置和活

动情况，为家属提供安全保障。提供支持和协助老年人行走

和移动，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和稳定。如 Google Home，可播

报天气、提醒病人日期、居家远程控制等，尤其适用于出现

早期老年痴呆的老人，可帮助病人保持生活独立 [12]。

3.2.2 智能化健康管理
Care-O-Bot 是德国弗劳恩霍夫制造工程和自动化研究

所开发的移动助手，主要用来支持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11-12]，

与大多数机器人主要区别点在于，Care-O-Bot 能独自完成一

系列的角色，由一个模块化的控制系统针对使用者的具体情

况进行配置，更巧妙的是它能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评估病人的

情绪，并利用这些情绪信息调整和老年人的沟通方式 [13]。

3.3 个人设备端应用

3.3.1 数据采集与分析，实时反馈与指导
人工智能可以利用视觉识别技术或运动捕捉系统，实

时监测老年人的运动执行情况，并提供反馈和指导。例如，

通过摄像头分析姿势，提醒老年人正确的运动姿势和动作，

以避免错误和损伤 [12,13]。

3.3.2 虚拟现实与游戏化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游戏化元素，人工智能可以提供

更具吸引力和趣味性的康复运动体验。这不仅有利于协助老

年人躯体康复，还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积极性和参与

度，增强他们的生活兴趣和动力 [14]。

3.3.3 智能化照护和陪伴
目前国外已经研发了几种不同型号的机器人能帮助缓解

老年人的不良心理情绪 [15]。其中有一个叫网真机器人，是通

过远程控制的移动视频会议，老年人可通过与家人或者朋友

进行视频会议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参与度，从而减轻孤独感和

不良情绪 [16]。日本研发的宠物机器人，名字叫帕罗机器人，

它是以一只名叫竖琴的海豹，它通过沟通交流鼓励老年人参

与社交，同时也能缓解老年人的心理不适，使得老年人的负

面情绪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4 人工智能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所存在的问题

4.1 数据隐私和安全
当患者发现他们的信息被泄露后，他们可能会对机构

的保密措施产生怀疑，并且对将来共享个人信息的抗拒情绪

增加。这可能对老年患者的精神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

响，加剧疾病的压力和不安。所以如何能够在保护老年人隐

私和数据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为老年人

提供服务，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4.2 缺乏人性化关怀、存在伦理问题
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一定的辅助和指导，但它无法

完全替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人性化关怀。临床护理中，患

者与护士的互动和沟通对于建立信任和提供精神支持非常

重要，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取代的。在伦理问题方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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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人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在陪伴的过程中会让老年人产

生真实的情感依赖，而如果机器人一旦发生故障，不能及时

进行维修，老人可能因对机器人产生过多的情感寄托，从而

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从而产生新的心理问题。

4.3 偏差和不公平性
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导致在特定

群体或个体上的预测结果不准确或有偏。这可能会带来不公

平性和不均等待遇的问题，在临床护理中可能引发一些伦理

和公正性的争议。

4.4 技术依赖和培训需求
有效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能力。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以了

解人工智能的原理、限制和正确使用方法。此外，依赖于技

术也带来了系统故障和停电等风险，可能影响护理流程和患

者安全。

5 研究建议与展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还

可以减轻护理工作人员的负担，同时可暂时缓解就医人群不

断增加而护理人力资源不足的医疗现状 [15]。

人工智能技术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应该赋能于护理人

员而不是替代护理人员，人工智能技术在临床护理方面的应

用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设计中，要符合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

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体现出针对不同对象的

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护理服务 [16]，对病人进行全程的、连续

性的护理，满足病人身心发展的需求，促进病人疾病的恢复，

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使其从繁

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将关注点投放到病人的疾病治疗和心

理关怀上，这也是以后探索的方向。

相关社会机构及政府部门应从技术发展、监管体系及政

策引导等方面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在临床护理中存在的问题，

克服技术瓶颈降低价格使其成果能惠及更多需要的病人，完

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人工智能的法律身份及出现失误时

承担法律的主体，并在保护病人隐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医疗

大数据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以更好地服务于病人，使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在临床护理的应用中发挥巨大潜能。

尽管 AI 技术在某些方面可以提供便利和辅助，但它并

不能完全替代人类的关怀和人际互动。老年护理还涉及与人

的情感连接、体力支持和个性化照料等方面，这些是人工智

能无法完全取代的。

6 结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护理中具有广阔应用

前景，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充分发挥其优势，同时解

决存在的问题。通过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注重人性化关怀、

完善法律法规等措施，实现人工智能与老年护理的有机结

合，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让他们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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