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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智能医疗服务模式的探索及实践路径

唐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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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产业及产品相继出现。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医疗资源发出了匮乏

的讯号。 目前来看，机器人的应用可以极大的帮助中国医疗市场的不断丰富，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更加智能化、多元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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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通信等技术的不断发

展，智能化机器人在医疗服务行业的兴起也是大势

所趋。 在医疗服务行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到临床医疗上面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

题。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识别率极高，其能够帮助

计算机快速理解大量的图像及数据。 在医疗服务方

面，人工智能可以利用“云＋大数据＋物联网”的技

术，通过机器人传感器，将病人的身体情况，例如血

压、心跳、脉搏、呼吸及运动情况等，自动进行搜集整

合并进行统计分析，第一时间传给医生或者家人，由
此能够最为及时的将病人的情况告知医生，并及时

地给出医疗救助。 医生可以依据病人的个人习惯、
爱好等个人数据来制定个性化的医疗方案，这也是

人工智能时代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向。
１　 智能医疗服务模式发展现状

１．１　 老龄化不断加重

据民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民

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 ６０ 周岁以上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 ２４ ９４９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７．９％，其中 ６５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１６ ６５８ 万人，占总人口的

１１．９％。国际上通用的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或者地区的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这个地区人口

总数的 １０％或者 ６５ 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区的 ７％，

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就处于老龄化阶段，从现状看

来，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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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 ６０ 岁以上人口总数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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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 ３ 个特点，（１）老年人口规

模庞大，老年人口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高居不

下。 （２）快速老龄化进程与劳动力总量减少并行，劳
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挑战。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

２０１１ 年达到峰值后便开始逐年缩减，劳动力年龄结构

也开始老化。 （３）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总量大，家庭

养老支持功能明显弱化。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人口迁移流动日益频繁、分户居住现象

日益普遍，引发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１．２　 老年人患慢性病的几率更大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中国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

告》显示，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



病率为 ７１．８％。 慢性疾病是影响老人日常生活能力

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患有慢性病的老人面临着失能

的风险。 报告显示 ２０１３ 年老人患病率前五位分别

是，高血压占 ４６．５％、糖尿病占 １１．１％、脑血管病占

４．７％、缺血性心脏病占 ３．９％、慢阻性肺部疾病占 ３．
４％。 报告还指出，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随着年龄

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根据年龄段划分，６０－６４ 岁、
６５－６９ 岁、７０－７４ 岁、７５－７９ 岁、８０－８４ 岁、８５ 岁以上

老人 慢 性 病 患 病 率 分 别 是 ４８． ５０％、 ７１． ６０％、
８０．９０％、８５．００％、８６．４０％、７３．６０％，可见 ６０ 岁以后

慢性病患病率呈增长趋势，８５ 岁以后慢性病患病率

略有下降。
患慢性病的老人对医疗服务的要求相对更高，

对慢性病老人的治疗是具有连贯性的，他们对个人

患病、用药数据记录会要求更加的精准，并且患慢性

病老人会长期的需要得到医疗服务。
１．３　 对智能医疗服务模式的需求日益增强

中国的智能医疗服务模式还不够成熟，目前仅

仅完成了业务管理及电子病历系统，仅仅将收费及

药品管理、基础的病人信息和影像信息纳入有效数

据。 该模式的发展缺少有效数据，若要继续发展，那
么在数据的有效性方面需要更大的改善。

图 ２　 智能医疗服务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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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人工智能背景下老年人医疗服务模式探索

２．１　 引入大数据智能化，医疗服务智慧化

首先在医院的管理过程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护人员的能力，也可以

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减少重复动作，缓解医生的疲

劳度。 医院的一些简单的日常性工作中，完全可以

由人工智能来代替人力劳动，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医

疗监护问题。
２．２　 智能服务机器人，信息化智能服务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为以智能服

务为主的智能机器人提供了大大的技术支持。 智能

服务机器人可以进行 ＳＯＳ 远程呼叫、智能看护、健
康动态数据的检测，可以在大大减少医护人员的工

作量的同时，让老年人得到更好、更贴心的医疗服

务。

1、代替护工职务
2、减少护工需求
3、专注具体功能
4、专注具体功能
5、情感陪护
6、机器人不存在私心

1、为行动不便的老人
提供帮助

2、陪伴老人散步
3、喂饭
4、让女孩子女实时了
解老人的健康状态

社会展面 生活层面

需求设定

图 ３　 机器人需求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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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服务机器人可以实现自主行走、避障、漫游

和充电；在服务模式上进行较大的创新。 前端供给

侧接入政府、社会力量、市场等服务信息；信息整合

端整合老年人及其接受的医疗服务信息，最后到需

求终端连接老年人的需求。 要将人工智能现行技能

运用到极致，以各大医院为依托，以智能机器人为纽

带，打造智能医疗服务网络，为老年人医疗服务提供

有效的支撑。
２．３　 智能医疗服务产品助力智慧医疗服务

电子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智能穿戴

产品也是大势所趋。 在这个竞争力强的时代，对于

大多数子女来讲，不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老人，
老人的安全健康问题成了大多数人的牵挂。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环、智能手表这类穿戴设备

走进人们的视线，轻便易携带是这些穿戴产品的优

点所在，这也就给了人们一个启发，可以利用便携式

穿戴设备来实时检测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 在医

院里，老年人的各种指标数据可以直接通过穿戴设

备直接传输到看护人员的设备，这样可以减轻工作

人员的负担，也能实时监测数据的变动。 未来的穿

戴设备还可以实现与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等有

机结合，提升智能化服务。
３　 人工智能背景下老年人医疗服务模式实践路径

（１）加强老年人医疗服务模式的建设。 加强以

政府为主体，市场为辅的老年人智能医疗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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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顶层设计。 要逐渐以大型医院试点来带动基层

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 加强财政补贴，保障进行智

能化医疗服务体系的资金的充足。
（２）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协同发展。 中国的医疗

与养老事业的协同发展是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问

题，这一举措也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之一。 要结合社会各界力量，让老年人得到更好的

医疗养老服务。 中国的现状就是养老服务与医疗服

务相独立，若要解决这一难题，就要推进医疗与养老

的协同发展。
（３）加大老年人医疗保障力度。 建设健康中国

是现在的大势所趋，要加强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保

障，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发展

居家医疗及养老的社会环境，大力推行医养结合、提
高养老质量。 这些都是推进老年人医疗服务模式的

循序渐进的过程。
４　 结束语

老年人智能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是一项庞大的

工程，涉及多个方面。 中国的老年人智能医疗服模

式还不成熟，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具有领导性的顶层

设计。 不仅如此，企业也要制定合理发展战略，提升

智能医疗服务的可选择性，在降低医疗费用的前提

下也保证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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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移动 Ａｄ Ｈｏｃ 网络随着无线网络的蓬勃发展势

必成为一个趋势，同时使用这种架构网络时，会使网

络规模迅速扩张。 本文所提出的路由算法，均为平

面式结构的路由算法，网络规模大时，所造成网络的

负担势必会暴增，因此以功率为基础，以阶层式结构

为基础的路由算法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功率层次的选择方面，本文只对 ５ 个功率层

次来做模拟，未来将对功率层次多寡对于网络的效

率来做一些探讨 。 在传输数据时，路径会因为主机

移动而中断，本文提出路径稳定性策略，也就是路径

维护机制（ Ｒｏｕｔ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ｒｏｕｔｅ）。 借由这个机制

可以降低数据传输路径中断的频率，使路径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 由模拟结果得知，以能源为基础的路

由演算法在路径能源消耗及网络稳定性方面较其他

路由演算法有较好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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