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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I 养老养老，，远吗远吗？？

AI插图 丁艳枫

本报记者 孙磊

本报 2 月 25 日刊发的《AI 养老 机器狗先

行？》在广大读者中引发巨大反响，编辑部收到近

百个来电和留言。近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际

标准（IEC 63310《互联家庭环境下使用的主

动辅助生活机器人性能准则》）。该项标准

依据老年人生理和行为特点，为各类养老机

器人的产品设计、制造、测试和认证等提供

基准，将引领全球养老机器人产业健康发

展。

传统养老依赖人力密集照护，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这一领

域。可折叠机器人能识别老人要起身，温柔

地把 65 公斤的老人从床上抱到轮椅上，推着

老人出去散步，还能主动避让障碍、帮忙拿

快递⋯⋯在每个人终将老去的明天，这算是

十分体面的“科技平权”了。

当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

3.1 亿，占总人口的 22%。从健康监测到情

感陪伴，从产品革新到生态构建，从居家安

全到智慧平台，从功能满足到情感关怀，从

单链支撑到全场景互联，一场“数智化养

老革命”已悄然拉开帷幕。从智能眼镜的

实时翻译到陪伴机器人的情感交互，AI正

从“工具”进化为“伙伴”。这场变革的终

点并非技术的炫酷，而是“以人为中心”

的普惠价值。

深圳正推动“数智科技+人文关怀”双

轮驱动的养老模式，通过 AI 完成数据分

析、风险预警等重复性工作，而人力则专注

于情感沟通与应急处理，实现效率与温度

的双重提升。安徽开发了医疗健康大模

型，结合计算机视觉和语音交互技术，实时

监测老人步态与情绪波动，精准识别跌倒风

险，累计服务超 10 万户家庭。在天津，AI 交

互终端“小云”以多样化虚拟形象陪伴独居

老人，填补了情感空白，同步健康数据至远

方亲属；助眠沙发通过声音与晃动助眠，并在

异常时自动报警，将科技融入生活细节。

应当看到，AI 养老前景广阔，也面临多重

挑战。一方面，老年群体对智能设备的接受

度与使用能力参差不齐，需优化产品设计；另

一方面，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监测设备的信息泄露风险。此外，若过度

依赖机器，可能加剧老年人的社会疏离感。

AI养老远吗？答案已近在咫尺。当技

术真正扎根于需求、服务于人性，当政策、

企业与社会形成合力，科技与人文并驾

齐驱，让养老从“生存命题”升华为“生活

艺术”，帮助我们驶向“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的美好彼岸。 详见第12-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