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5.24 星期五 编辑：俞琪 电话：0571-853120682024.5.24 星期五 编辑：俞琪 电话：0571-853120683版

任重道远 未来可期

智慧养老浪潮势不可挡

本报记者 徐雨阳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和AI技术的迅猛发
展，今年以来，AI 养老的
热度空前高涨。杭州青
山湖街道“聘用”智能机
器人在老年食堂上岗赋
能智慧助餐，海康威视
等国内头部科技企业相
继发布AI智能养老产品
⋯⋯

然而，新兴科技往
往是一把双刃剑，如何
利用AI这一新质生产力
更好地提升老年生活的
幸福感、获得感？AI 是
否会与养老从业人员形
成岗位竞争？有了AI的
照顾陪伴，子女会不会
越发“隐形化”？对此，
记者采访 AI 智能、社会
学和养老服务等领域多
位专家，听听他们对 AI
养老未来趋势做出的分
析。

3 年前，一个圆头圆脑的小胖

墩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闪亮登

场。这个养老陪伴机器人不仅能

穿梭在养老院里为老年人端茶递

水，甚至还会用杭州方言和老人聊

天，引发众多关注。让人没有想到

的是，3 年后的今天，它已被冷落在

角落。

“机器人刚来的时候，老人们新

鲜过一阵子，但它的对话来来去去

就那么几句。而且，对于高龄老人

来说操作还是有点复杂。”杭州市社

会福利中心护理人员说。

这个养老陪伴机器人也是当下

AI 智能机器人的缩影，虽然已经迈

出探索的第一步，但距离真正实现

人机交流和情感陪伴，为时尚早。

除了引入养老陪伴机器人，近

年来，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一直在

积极探索智能化养老途径。一年前

院区改造升级时，部分认知症老人

和自理老人房间内安装了智能监控

设备和离床监测设备。

“通过一年的实践，智能监测设

备确实对养老服务有明显助力，老

人跌倒或走失时，发现更及时，响应

更迅速，应对更精准。”杭州市社会

福利中心主任孙晓冬说，但从目前

来看，无论在养老机构还是居家养

老场景内，完全铺开 AI 助老设备存

在客观难度。一方面，AI 智能设备

比常规设备造价至少高出一倍，另

一方面，考虑到诸如 AI 智能床垫等

相关装置会存在过度监控的问题，

反而加重老年人心理负担。

“每天起床都发现自己睡眠质

量不高，会让老年朋友感到焦虑。”

孙晓冬说。

从引发热议到被冷落 使用成本和过度监控等问题有待解决从引发热议到被冷落 使用成本和过度监控等问题有待解决

“妈，摄像头监测到气温已经超

过 30℃，我给家里空调设置了测温

自动开，你们别心疼电费。”近日，杭

州的徐女士通过智能家居摄像机和

远在山东老家的妈妈实时通话。

这款 AI 智能摄像头不仅能实

时通话，还可以通过配套的智能系

统操作家用电器，设置关键词呼救，

以及发出跌倒检测报警等。“爸妈快

70岁了，有摄像头帮忙看着，我在外

工作能安心很多。”

过去两年，AI 交互式大模型技

术快速发展，AI 的学习能力越来越

强，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虽然目前

AI 的应用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在许

多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可期。

“基于现在的多模态模型，AI未

来不仅能运行编制好的程序，而且

可以更好地理解真实世界，进行有

效互动，并会渗透到各类 IoT（物联

网）终端、各个行业和领域。”智能居

家产品公司萤石技术工程师李嘉辉

认为，AI 作为新质生产力，将为个

人、家庭、行业和社会带来无限可

能，其中也包含养老领域。

李嘉辉表示，AI 养老会是未来

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向，以 AI 技

术为核心的智能居家养老产品和服

务解决方案将成为重要的细分市场

需求。未来，AI 养老将持续向智能

化、个性化、全方位化发展，通过人

脸识别、语音识别、智能监测等 AI
技术，可以实现对老年人的个性化

关怀和照料。同时，智能化的养老

服务也将为养老机构和家庭提供更

加便捷和高效的管理方式，降低养

老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满

意度。

学习能力越来越强 为养老智能化带来无限可能学习能力越来越强 为养老智能化带来无限可能

解决结构性矛盾
或推动形成新型家庭关系

自 ChatGPT 问世以来，关

于多模态大模型 AI 技术的讨

论热火朝天。

近日，来自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等院校机构的最新研究

发现，AI 已学会通过撒谎欺骗

人类，其背后机理科学家还未

破解。有的 AI 甚至能够自主

断电进入休眠状态，从而躲避

人类的监测，这再一次引起人

们对于 AI 是否会拥有自主意

识的讨论。

除了关于 AI 智能的安全

性讨论之外，将养老寄托于 AI
仿生机器人是否会让亲子关

系更淡薄，是否会对现有的养

老领域造成职业冲击，也是许

多人关心的问题。

“AI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成

熟可以有效解决我国今后存

在的人口结构性矛盾。而且

随着整个社会科技和文明的

进步，未来会迭代建立新的适

应时代特点的亲情社会关系

模型。”浙江树人学院社会发

展系教授、家政学学科带头人

郭人菡说。同时，他提及自己

正在着手进行的康养类家政

服务仿生机器人研究，希望未

来能够出现由家政学专业人

才带领、配备智能机器人的家

政服务团队，为老年人提供涵

盖清洁、助餐、助浴、护理等全

方位的上门服务，通过AI仿生

这一新质生产力实现康养服

务转型升级。他还透露，浙江

树人学院从下学期开始将增

设全校范围的人工智能公选

课，为与AI共生的新型智能社

会培养能发挥引领作用的人

才。

图据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