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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院测试评价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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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互联网+”“5G”时代的来临，智慧养老院将成为养老机构未来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智慧养老院的发

展现状和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智慧养老院测试评价标准框架。该标准框架涵盖了智慧入住管理、智慧餐饮管理、智慧健

康管理、智慧生活照护管理、智慧安全防护等多个方面，为智慧养老院的评价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智慧养老院，标准化，测试

DOI编码：10.3969/j.issn.1002-5944.2024.09.010

Research on Test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mart Nursing Homes
NIE Jing      BAI Wei-liang

（China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 and “5G” era, smart nursing homes will beco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nursing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designs a framework of test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mart nursing homes through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smart nursing homes. This framework covers smart check-in 

management, smart catering management, smart health management, smart life care management, smart safety protection 

and other aspects, providing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smart nursing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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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智慧养老院作为传统机构养老的革新与提升，

通过整合现代智能化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专业

且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它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特殊与

普遍的养老需求，还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显著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在智慧养老院中，专业的护工和医生团队配备了电子

血压仪、血糖仪和智能床垫等先进设备，确保对老年

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管和预警。每个房间都装

有一键呼叫服务按钮，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提供

救助。针对每位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智慧养老院制定

个性化的健康方案，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照料和康复

护理服务，从而确保老年人住得舒心，同时让家属放

心[1]。目前智慧养老院仍处于探索阶段，为了推动智

慧养老院的智能化、开放化和规范化发展，应着眼于

建立智慧养老院测试评价标准，为智慧养老院的建

设和运营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评估标准。

1    智慧养老院建设现状 

1.1  背景

2022年2月21日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十四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为了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积极发展养老事业和养

老产业，以多样化、普惠化以及兜底化的全国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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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制度，才能有效地应对中国超2.64亿老年人对

高品质、多层次、日渐增长的养老需求[2]。

智慧概念最早源自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

球”，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在各行各业实

现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全球的医院、电网、铁

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和油

气管道，通过嵌入感应器与互联网形成“物联网”。

学术研讨运用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技术，提升全球

的“智慧水平”，形成智能互联的“智慧地球”[3]。智

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概念都来自于此。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引发了公众对养老服务的迫切需

求，而智慧养老院通过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

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感[4]。

智慧养老院相对于传统养老院，存在如下特点：

（1）智慧养老院对机构内设施（公共助浴室、

营养配餐室、观影厅、棋牌室等）都进行了适老化、

智能化改造。老年人房间内设有紧急警报系统，卫

生间有无障碍设施。

（2）智慧养老院拥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

备，提供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远程医疗和监

测，满足老年人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3）老年人在智慧养老院内随时预约健康查

体和康复养生等服务。养老院定期对老年人健康数

据和行为数据进行动态采集分析，对老年人各项数

据实行针对性管理。

（4）智慧养老院里每个角落里都覆盖无线网

络，通过穿戴智能化设备，能够实时接收老年人健

康数据，当数据超出正常阈值时迅速预警[5]。

1.2  存在问题

智慧养老院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主要

包括：

（1）技术设备更新滞后。由于科技的快速发

展，一些智慧养老院可能面临技术设备更新滞后的

问题。这可能导致老年人无法充分受益于最新的科

技进展，影响到智慧养老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2）信息安全问题突出。智慧养老院涉及大量

的个人健康数据和隐私信息，因此存在信息安全风

险。不完善的信息安全措施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个人

隐私被泄露，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3）服务普及度不足。某些地区可能由于经

济、技术或管理等原因，无法普及智慧养老服务，导

致养老服务的不平衡分布。这使得部分老年人无法

享受到智慧养老的便利和提升。

（4）标准体系不完善。智慧养老院的评价标准

尚未形成完善的国家性标准体系，各地标准存在差

异，缺乏一致性和科学性。这使得难以对不同养老

院进行客观、全面的比较和评估。

1.3  现有标准情况

目前国内智慧养老院标准制定仍处于研究阶

段，尚未形成一致的国家性框架，存在一些地域性

和片段性的情况。这些标准可能在不同地区存在差

异，而且标准体系的建立仍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建立统一的国家性框架和更具体、全面的测试评价

标准，将有助于提高智慧养老服务的整体水平。

2    智慧养老院测试标准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情报资料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走访养老机构和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智慧养

老院方面的文献及相关政策文件和规范性文件，并

参考上海民政局印发《上海市推荐智慧养老院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沪民养老发﹝2022﹞

22号）文件，搭建智慧养老院测试评价标准架构，

将围绕智慧入住管理、智慧餐饮管理、智慧健康管

理、智慧生活照护、智慧安全防护、智慧运营管理等

建设内容展开研究，为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智慧养

老院测试评价标准的合理性起到指导作用。

2.1  智慧入住管理

智慧入住管理是一种依托物联网、信息系统

和其他智能设备，提供智能化、便捷化的入住服务

的管理模式，包含了智慧出入院服务，健康档案管

理和老年人费用自动结算功能。智慧出入院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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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老年人入住信息的登

记、查看及信息的动态更新，包含老年人的基本信

息、健康信息、照护信息、体检信息、病史信息、照

护服务计划、外出信息、探视信息和物品代管信息

等内容；建档管理功能要求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老

年人入住合同管理或协议管理，合同到期时能够进

行自动提醒；费用自动结算功能要求通过信息化手

段，实现提供内部收支明细、统计查询财务管理功

能，支持多种方式的线上电子支付。

2.2  智慧餐饮

智慧餐饮管理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技术为

老年人提供智能化餐饮服务，实现菜品、菜谱、膳

食的营养管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餐饮需

求。智慧餐饮管理围绕智慧餐饮和食品安全功能展

开。智慧餐饮功能要求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食谱

采购、配餐、制作流程的信息记录，老年人每日膳食

摄入情况的信息记录，用餐时支持线上多种方式支

付功能；食品安全功能要求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

食堂烹饪间、备餐间、清洗消毒间等关键操作点位

视频记录。

2.3  智慧健康管理

智慧健康管理利用健康监测设备和老年人健

康档案信息，定期进行疾病评估以及相关危险因素

分析，为老年人制定完善照护方案和新型健康管理

模式。智慧健康管理围绕医疗护理和健康监测功能

展开。医疗护理功能要求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在

线医疗，包括预约挂号、线上就诊、线上支付、药品

配送等服务；健康监测功能要求采用信息化手段，

对老年人体温、血压、心率、血氧等健康监测的数

据进行记录和归档。

2.4  智慧生活照护

智慧生活照护借助各类智能化照护设备和信

息应用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智能化、个性化

的生活照护服务的新型模式，围绕照护管理、智能

监测和活动管理功能展开。照护管理功能要求采用

信息化手段，实现照护流程的管理，包括跟踪照护

计划建立、照护执行、照护数据记录等。智能监测

功能要求借助智能物联终端（如智能床垫、智能手

环等），实时采集老年人的体温、血压、心率、血氧

等数据，并对异常状况实时预警。同时要求采用信

息化手段，完善预警机制、定位追踪，加强对日常

监测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并可实现巡检、环境监测

等相关数据采集。活动管理功能要求采用信息化手

段，实现对机构活动内容的发布、通知与提醒、活

动记录等功能。

2.5  智慧安全防护

智慧安全防护根据养老机构各类安全工作要

求，依托物联网监测设备和信息系统，对安全环境

进行智能感知、分析、预警和响应的新型安全防护

模式。智慧安全防护围绕智慧消防和视频安防功能

展开。智慧消防功能要求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

危险源管理，支持巡查记录、数据报表统计功能，

实现消防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设备联动等功能；视

频安防功能要求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养老机构

内部的摄像头数据进行实时采集、传输、保存和分

析，并要求在发生异常时发出警报。

2.6  智慧运营管理

智慧运营管理依托养老机构综合管理信息化

平台，为养老机构日常管理提供支撑，提升养老机

构运营管理效率。鼓励支持多个养老机构、连锁运

营机构和各区整合资源，开发建设统一高效的智慧

管理信息平台。智慧运营管理功能要求采用信息化

平台，实现对机构内部进行员工管理、财务管理、档

案管理、物资管理、辅助决策、综合展示等功能，同

时要求通过具有防病毒能力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

或专有云，管理终端产生的各类数据，实现院内数

据互通。

3    结 语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智慧养老院作为

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创新模式，其发展前景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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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日益凸显。本文对智慧养老院测试评价标准进

行了深入研究，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和技术

挑战，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为智慧养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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