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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olution of Elderly Care Circle and Functional Space 
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Facilities Assisted by ICT

ICT辅助下的养老圈启示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功
能空间配置研究

周  博   刘清格   曲  艺    ZHOU Bo, LIU Qingge, QU Yi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421”式家庭结构成为主流倾向，“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攀升。据最新数据，

我国近97%的老年人倾向于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的方式来养老。如何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并引导其融入社区

对外社交，打造安全性、包容性强且符合需求的社区养老环境是关键。ICT与城市建设的不断融合发展使得该技术逐

渐被引入康养领域，运用ICT辅助养老即“智慧养老”设备及系统，新形式下的社区与居家养老模式可打破距离壁垒

来观测老年人情况，为他们的生活和出行尽可能提供保障，有助于扩大其活动范围及养老圈。通过对沈阳市某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使用ICT设备的老年人的调查访问，探索ICT辅助下的养老圈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功能空间上会有哪些

变化，提出节省人力成本、提高养护效率的可行性建设办法，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养老健康产业发展。

Population aging is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 As the "421" family structur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trend, the 
number of elderly living alone has increase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nearly 97%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prefer family-
based and community-based care services. How to reduce the loneliness of the elderly and guide them to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y and socialize with others, and create a community elderly care environment that is safe, inclusive and meets their 
needs is the key.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C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has gradually introduced this 
technology into the field of health care. The ICT-assisted elderly care i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smart elderly care" equipment 
and systems. The new form of community and home-based elderly care models can break the distance barrier to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as much protection as possible for their life and travel.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elderly using ICT 
equipment in a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center in Shenyang, this paper explores improvements in the elderly care circle 
and community elderly service facilities with ICT, 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methods to save labor cost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inten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elderly care and health industry.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信息通信技术；养老圈；空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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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养老事业的推进，老年人也开始追寻

服务好、环境好、物质层面更高的养老模式。我

国初步形成以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

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且对应着“ 9 073”

的养老服务需求格局，即 9 0% 的老年人选择居

家养老、7% 的老年人通过购买社区养老服务

0 引言

受“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传统

观念影响，21世纪初及以前，老年人普遍和

子女居住在一起，很少有人选择去养老机构。

之后的10年间（见表1），我国老龄化率持续

上升，养老机构床位供不应求。随着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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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3% 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 1]。随着第一

代独生子女大多已进入婚育年龄，“421”家

庭模式成为主流，2个独生子女普遍要照顾4

个老年人和至少1个孩子，使得子女们无法长

时间陪伴在父母身边，“空巢老人”数量攀升，

他们的安全照护问题是每个家庭和社会所关

注的。

自2014年以来，随着“智慧城市”理念

的兴起，基于高速宽带传输、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公共服务信息技术与

通信技术项目（即“ICT 项目”）不断发展和

成熟 [ 3]，诸多领域通过信息处理、传输和存储，

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和共享率，提升经济竞争力

和社会发展水平。“智慧养老”是“智慧城市”

落地实践的典型领域之一，老年人的养老意识

逐渐从物质层面转向更高的精神层面，社会也

介入并鼓励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分担养

老压力。随着ICT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发展，目

前一些养护中心和子女可以通过互联网、智能

机器人、智能手环等移动设备快速了解老年人

日常情况，或在老年人遇到跌倒、滑倒、忘关煤

气、心率下降等状况时设备及时向养老中心通

知，从而做出相应的急救措施（见图1），有效

节约人力资源，降低时间成本和运营成本。“智

慧养老”的推广将有效增强老年人的自理能

力，提高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减少年轻一代照

顾老年人的压力。

由于ICT板块的加入，一些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空间上可能会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而更好

地服务于居家养老或社区养老模式下的老年

人。但目前我国对ICT辅助下的养老圈演变及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功能空间配置研究较少，本

文将通过对沈阳市典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

实地考察和对老年人的访谈，了解ICT设备使

用情况，探索使用此类设备的老年人其养老圈

是否被拓宽，并提出ICT辅助下的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功能空间配置策略，以提高此类设施的

使用率和居家服务的适配度。

1  我国养老圈现状及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类型

1.1  生活圈与养老圈启示

依据民政部《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

T 4219 5 - 2022）将老年人按身体状况分为能

力完好、轻度/ 中度/ 重度失能、完全失能3类 [ 4]，

本文所研究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对象

大多是具有一定行动和活动能力以及有社交

需求的老年人，少部分为全托或日托型老年

人。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的日常行为及生活

圈范围不同（见图2），能力完好型老年人大概

一天中会在公园或养老设施内休闲6 h左右，

20 min的步行路程也可接受，可达生活圈范

围较广；轻度 / 中度 / 重度失能的老年人可能需

要借助扶手、拐杖、轮椅和升降设备等或在有

人陪同下每天出门休闲4 h左右，活动半径在

10 min生活圈内，普遍只会在小区院子内遛

弯或去离家近的养老设施内娱乐、理疗，其余

时间则呆在家中；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则需要

儿女或护工24小时看护。生活圈根据行为可

衍生为通勤圈、购物圈、养老圈等，往往其地

理上的距离受时间的左右，“养老圈”亦是指

在某段步行范围内为老年人提供全面、便捷

的养老服务和生活支持的环境。构建“养老

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组织、

企业和老年人自己共同努力，通过综合手段

时间 养老模式发展与演变

2002年 辽宁省大连市首创居家养老，将大龄下岗女职工和缺乏生活照顾、需要居家看护的孤老这
两个困难群体的需要相结合，成为老年人、养护员、政府和多方受益的良好模式[2]

2005年 CCRC复合型持续照料退休社区养老模式在我国出现

2013年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医疗养老服务融合，推广和发展医养
结合服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与社区卫生服务站结合设置

2014年 “智慧养老”走进大众视野，Ai机器人、智能防走丢手环等产品在市场上兴起

表1 中国养老模式的转折点

Tab.1   Turning points of China's elderly care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图1 ICT养老功能与作用机制
Fig.1  ICT elderly care function and mechanism
资料来源：蜂鸟视图https://www.fengmap.com/news/

application/477.html。

图2 不同身体状况老年人的日常行为及养老圈范围
Fig.2  The daily behavior and elderly care circle range of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physical condi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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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和社区照顾、生活环

境的创建。

据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传播

分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5 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年约有1/ 3的人跌倒一次以上，并且跌倒的

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5 ]。老年人视线模

糊、腿脚不便都会让他们害怕独自出门，但其

实很多伤害是来自老年人摔倒后未能及时得

到救助引发的二次伤害。没有其他人陪同出行

也没有辅助设备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只通过减

少老年人出行的次数、缩短外出的半径，老年

人的外出积极性将逐渐减退，养老越来越“向

内走”。老年人外出晒太阳、接触社会其实是延

缓衰老、提高老年幸福感最有效的办法，老年

人出行有了诸如24小时终端智能电子设备的

保障，可能会增加其外出活动次数和外出时

长，减少宅家孤独感。

1.2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类型

社区养老模式吸收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

老的优点，本质还是以“在宅养老”为基础，

增加了相应的养老设施和来自第三方养老机

构的服务，由于看护人员和室内设施相对专

业，老年人在社区内就能获得所需的养老服

务和支持。目前，各省市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

设施缺少统一名称，如重庆市的“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宁波市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北京市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规模较

小的此类设施普遍以提供棋牌娱乐空间和居

家上门服务为主，规模较大的设施普遍设有

日间照料区、娱乐活动空间、保健理疗空间和

生活辅助空间等。

社区养老在设施规模和实施难度上小于

机构养老，而在功能上又弥补了居家养老的

不足，是结合这两种养老方式且符合我国国

情的养老模式 [ 6]。智能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是

通过物联网与互联网的结合，实现子女和养

护中心远程看护，鼓励老年人在安全有保障

的前提下多外出，未来也会是众多老者的选

择，我国老年建筑的发展趋势也在逐渐走向

社区化 [ 7]。

2 ICT辅助养老设备概述

2.1  ICT辅助养老体系搭建

ICT辅助养老内容繁多，但据了解目前有

很多老年人不知道这些设备的存在，不了解

它们有何作用且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

ICT养老设备的功能可概括为6类：情感陪伴、

一键呼救、健康管理、远程医疗、安全守护、生

活管家。通常养老平台会将各职能部门、服务

团队及设施设备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见图3），

实现“三方联动”，进行快速、高效的信息收集

和业务处理，为服务中心的管理和服务提供适

时、准确、可靠的决策依据，一方面快准狠地应

答老年人的需求，另一方面提高了服务中心的

经营管理效能，增强了设施的核心竞争力。

2.2  ICT辅助养老情形概述

随着老年人年龄增大而伴随的认知能力

下降、记忆力减退、行动迟缓等问题，可能会导

致老年人发生各种意外，比如忘关煤气水电、

出门迷路，在卫生间厨房意外跌倒等，这些安

全隐患往往让老年人猝不及防。因此，可以在

老年人家中安装智能烟雾探测、燃气探测、漏

水探测等智能设备。老年人佩戴智能手环也可

与子女手机APP联通，进行行为状态记录、数

据异常预警等[ 8 ]。如果老年人外出时佩戴智能

手环可实现安危的移动守护，老年人一旦跌倒

或遇其他紧急情况，可用其进行一键呼救。手环

内设的GPS模块可准确定位老年人的实时位

置，所以还可在老年人活动的安全区域内设置

电子围栏，当老年人超出区域时，系统立即发出

报警信息，降低了老年人走远走丢的风险[ 9 ]。

智慧养老平台上还可以为老年人建立电

子健康档案，记录血糖、血压数据，老年人之间

的数据互不干预，隐私性强，专业医护人员也

会根据数据定期为其提供干预方案并进行随

访，实现快速、精准用药。目前更智能的AI机器

人可实现24小时一呼即应无休陪伴，寻问天

气、音乐点播、饮食和运动指导、心理疏导等都

是机器人的常规操作，其智能药箱服务还可以

语音提示用药时间和计量，适用于不会用智能

手机或视线较差的老年人[ 10]。机器人的智能摄

像头还可与老年人家属的手机设备关联，来获

悉老年人的日常状态，并可随时视频通话，“语

音呼救”可用于老年人遇到紧急情况时无法

拨打电话而进行呼救转接。

3  案例及老年人ICT辅助养老使用情况

调查

3.1   实地案例情况

辽宁省老龄化程度位居全国第一，其

省会沈阳市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市总人口

的23.24% ，远超过我国18 .70% 的平均值。

据相关部门统计测算，目前沈阳市养老呈现

“9 08 2”格局，仅有2% 的老年人住在养老机

构内，9 8 % 的老年人还是选择居家和社区养

老。针对这种趋向，沈阳市把居家和社区养老

图3 ICT辅助养老服务系统及设备
Fig.3  Auxiliary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nd equip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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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作为养老产业建设的优先选项。为了满足

更多老年人居家和社区养老的需求，沈阳市通

过政府扶持、社会力量运营、市场化运作等形

式，在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推动智慧养老

等方面进行培养和探索，全力推进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 11]。

德澜全运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浑南

区全运路，2020年5 月18 日投入运营，是沈阳

市第一家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也是

浑南区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的示范机

构。该中心分为上下两层，总面积为2 8 00 m² ，

配备常驻全科医生1人，多服务点执业医生6

人，常驻护士2人，护理人员5 人。同时，德澜全

运村医养中心作为居家上门服务的管理中心，

护理人员按照护比1：10配置。该设施一层为医

疗康复区、日间照料区和长住照料区（见图4），

共设置17张床位，均配有智能监测床垫和床头

SOS按钮。

德澜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德澜”）

与全运村社区协同打造“一站一中心，一点一

平台”完整社区模式，即社区护理站、养老服务

中心、社区便民服务点和社区智慧医养管理平

台。该中心通过“医院—社区—居家”3级联动

医养模式，为老年人提供长住、短住、日间照料

和“15 分钟”车程距离的居家上门医、康、养、

护、吃、购、乐、行7类服务。该设施2层是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活动中心和社区办

公室（见图5 ）。德澜“新型智慧社区嵌入式居

家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可在接到老年人电话

或养老服务平台实时监测大屏显示智能设备

报警后，实现短时间内医生到家、护士到家、送

药到家服务，另外该医养中心已获得互联网医

院资质，可开展线上问诊和线上处方服务。

3.2  老年人使用ICT设备辅助养老情况

据了解，德澜智慧养老ICT设备已造福

4 300多位老年人。目前全运村养老服务站管

理着340位老年人的智能手环、烟雾报警器、

智能门禁、床头呼叫等智能设备，这些都与智

慧服务平台相连。本文对现平台管理下的设

备使用人数进行统计（见图6）。由于居家智

能设备的种类相较于外出佩戴设备较多，所

以购买及使用人数也偏多，其中烟感报警器

普及度最高，共有221位老年人家中安装，用

于老年人在使用厨房或取暖设备时由于疏忽

大意而引发火灾的预警。该设备能够在初期

检测到火灾迹象时发出声音提醒，最大限度

降低损害，类似的预警设备还有燃气报警、一

氧化碳报警和水浸探测器等。AI机器人使用

人数较少，据了解是因为老年人普遍认为该

设备较贵且自己就目前身体状况来看还不需

要配备。智能床垫在完全失能老年人家中配

备较多，由于该床垫可以实时监测心率和呼

吸频率，对于心脏病患者或有呼吸问题的老

年人尤为重要，可以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

取措施。一些智能床垫还能够根据老年人的

体重和睡姿自动调整硬度，优化压力分布，从

而降低褥疮等皮肤问题出现的概率。

德澜在回访时收到众多老年人对智能设

图5 德澜全运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2层平面图及照片
Fig.5  Plan and photo of the 2nd floor in Delan Quanyun Villag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Cent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和自摄。

图4 德澜全运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一层平面图及照片
Fig.4  Plan and photo of the 1st floor in Delan Quanyun Village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Cent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和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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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一致好评，而对于有外出习惯的老年人，

智能手环的配备尤为重要。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1）帮助老年人监测他们的日常活动量，

鼓励他们维持足够的身体活动，从而有助于保

持身体健康和活力；（2）许多智能手环配备心

率监测功能，可以实时跟踪心率数据，对于患

有心脏病或其他相关疾病的老年人来说可用

于监控心脏健康状态或预警潜在的心脏问题；

（3）一些高级的智能手环具备跌倒检测功能，

当检测到用户跌倒时能够发出警报，并通过连

接的手机向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助信息，

为老年人的外出增添一份保障。

在使用智能手环的129 位老年人中，笔者

在对部分能力完好型老年人和少部分轻度、

中度、重度失能老年人及其家人进行了访谈。

老年人表示智能手环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子女对他们安全的信心，是额外的安全

和健康监护设备。老年人外出活动时，子女

们相较于原来更放心，也同意其去稍远的地

方锻炼身体或采购菜品，而不是仅限于小区

内活动和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菜，有效拓宽

了活动范围和社交圈。笔者根据访谈对象中

一位佩戴智能手环的轻度失能老年人所说内

容，进行了一日外出行为图绘，并与未戴手环

时的外出行为距离进行对比（见图7）。该老

年人有轻微腰间盘突出，腿脚略有不便，医生

建议进行适当户外运动，但子女们担心老年

人独自外出时可能有腿部肌肉乏力引发摔倒

等情况出现，不让老年人去远处活动。自从有

了智能手环，子女同老年人一同试用了手环

的摔倒报警、定位追踪等功能，对老年人独自

外出有了信心，现已同意老年人去较远的公

园和花鸟市场活动。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用互联网思维、物

联网手段、大数据办法，将ICT智能健康设备

终端推广至老年人群体中，有效提高了老年

人晚年幸福感的同时，扩大了其养老圈。这在

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全面的养老服务的同时，

增加了其社会存在感和自主能动性，减少了

由于衰老带来的失落感和子女们的养老压

力。智慧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提高照护效

率、减少人力物力等运营成本方面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多主体参

与、资源共享、公平普惠的互联网养老服务供

给体系，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老年

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才能

推进智慧养老社区的建设 [ 12]。

4  ICT辅助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形

态及展望

4.1  ICT辅助社区养老设施空间配置策略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普遍设置在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或社区门诊附近，基本在社区“15 分

钟生活圈”的中心地带，覆盖率高，宣传力度

大，可以很好地帮老年人找服务，帮服务设施

找老年人。当服务设施接到居家老年人ICT设

备响铃提示时，可以快速响应并派遣人员，抵

达老年人家中提供助洁、助急、代买、医疗救助

等服务，而不同规模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其

空间配置和侧重点也可依据自身优势、老年人

需求、建设预算等有所不同（见图8 ）。小规模

社区养老服务站可利用自身面积小、易建设的

优势，重点打造居家养老服务调度站，做短距

离“养老圈”的主角和载体，主要满足老年人

基础的娱乐、理疗、居家上门服务的近家养老

需求。面积较大的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

服务对象除前来娱乐康健的能力完好型老年

人外，还有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轻度、中度、重

度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并可为这些日托

或全托的老年人提供娱乐活动空间和设施、保

健康复空间和项目及交通接送、膳食配备、个

人照护等服务。

小规模娱乐型、保健理疗型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的智慧养老平台，可连接老年人基础

的ICT设备，如智能手环、烟感报警器、家庭影

像采集器等，主要在接到老年人求助电话或

预警信号后，快速上门为其提供助洁、助餐、

助购或安全检查服务。目前很多小型的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会共用居家上门人员，他们的

工作地点具有不常驻性，所以设施内的门厅

和居家养老服务调度站可协同设置，供工作

人员接待来客、拿取物品和展示ICT辅助养老

设备情况及适老化用具，复合功能使空间的

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规模较大的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或

嵌入式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除设有

智慧养老平台展示区、居家养老服务办公室

外，还应配套设置居家上门工作人员的休息

室和物品储藏室。此类设施的智慧养老平台

图8 不同规模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示意
Fig.8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facilities with different siz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小规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                      b  综合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

图6 老年人对ICT辅助养老服务设备的使用情况

（单位：人）
Fig.6 Use of ICT-assisted elderly care service equip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访谈对象佩戴智能手环前后外出活动距离

量化图
Fig.7 Quantification of the distance before and after 
wearing smart bracele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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