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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常照料到情感陪伴 內地養老機構科技發力
當人工智能（AI）走進養老

院，不再是科幻的暢想，而是日

常生活的溫柔陪伴。近日，香港

文匯報記者走訪位於上海市寶山

區一家名為「復星星堡」的高端

康養機構，這裏正用銀髮AI應用

刷新外界對長者生活的刻板印

象。送餐機器人在樓層間穿梭，

智能床墊悄無聲息地記錄長者的

睡眠質量，語音助手則耐心回應

長者提出的各種問題。這不是展

示性的噱頭，也不是科技愛好者

的「養老烏托邦」，而是康養社

區裏260多位活力長者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倪夢璟

上海報道

「這群七八十歲的老人，對AI的興趣甚至超過年輕人。」在復星星
堡中環養老公寓（二期）舉辦的銀髮族AI體驗活動上，記者看到形形
色色的AI設備被長者們圍住及詢問。一家提供AI輪椅的企業負責人告
訴記者：「老人們一開始是好奇，後來是爭相要坐上設備體驗，然後會
問這機器能聽懂話嗎？多少錢？我可以買嗎？」面對AI，長者們成為跟
上時代的「新青年」，對新技術、新產品皆興致勃勃。
記者在活動上看到，長者們與賈維斯智能頭盔對話，秒變「鋼鐵俠」
指揮未來。隨後他們與指導人員一同拆解機器狗邏輯，探索代碼如何喚
醒鋼鐵「萌寵」；操控空氣動力學裝置，體驗空氣炮轟出物理魅力的極
致快感。同場，又有長者們分成4人一組，從零組裝智能搬運機器
人，並操控完成行走、夾取、轉移和放置物品等動作……從圍觀到動
手，此刻銀髮創客們集體上線，在AI科技時代上不掉隊。

怕沒人教 被社會邊緣化
在這背後，是機構對長者尊嚴感的深刻理解。記者了解到，不少養老
社區的住戶，以前在職場和社會中是管理人員、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
等，他們怕自己在年老後逐漸被社會邊緣化，AI恰恰是讓他們重新連結
世界的鑰匙。記者在養老社區裏看到一位86歲的奶奶，她很享受AI帶
來的服務，比如喝一杯由咖啡機器人製作的飲品，自己坐AI輪椅設定
好路線後獨自遛彎。她表示：「哪怕一個送餐機器人能讓我按按鈕吃
飯，也比叫人餵飯更有尊嚴。」「我們不是怕用不來，是怕沒人教。」
養老社區裏不乏退休教授、高級工程師，他們雖然年歲已高，卻依舊保
持着學習和掌握生活主動性的慾望。

隨着人工智能（AI）技術日益成熟，
與養老的融合不斷深入，正成為養老產
業升級的新引擎。在不久前舉辦的2025
上海國際養老、輔具及康復醫療博覽會
上，來自全球16個國家和地區的近500
家企業集中亮相，展會規模創下新高。
人工智能、無人駕駛、柔性機械等前沿
科技正不斷突破傳統養老產品邊界，眾
多「智慧養老」黑科技吸引社會關注。
展會期間，首款搭載豆包大模型的AI
智能眼鏡首次亮相。該眼鏡支援語音指
令識別與即時導航，精準解決長者出行
「認路難」問題，並提供多語種翻譯、
情感對話和語音講解等功能，方便長者
跨語言溝通之餘，更提供精神陪伴，兼
具實用與關懷。

輪椅機器人擁八重安全防護
另一款創新產品—安康通智能無人駕
駛輪椅機器人也引發熱議。該產品融合激
光雷達與視覺攝像頭，搭載自主研發的
「靈狐」導航系統，可實現原地轉向與三
維感知，具備跌落、側翻預警等八重安全
防護機制。據介紹，該輪椅特別適用於養
老機構等半封閉空間，既提升長者活動自
主性，又有效減輕護理人力壓力。
除高科技智能設備外，宜家從日常生活
入手，展示其適老化家居方案。展台陳列
帶扶手的踏腳凳、淋浴凳等產品，聚焦人

人適用的包容性設計。工作人員表示，上
海多家宜家門店已設有「長者善居」展
間，致力於為長者群打造安全、舒適、性
價比高的生活環境。

內地展會體驗區人頭湧湧
值得一提的是，在另一場由復星康養
產業發展集團與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共
同主辦的「智能機器人賦能百業系列供
需對接會」上，12家科技企業圍繞養老
領域核心痛點展開路演，展示從輔助移
動、護理支援到康復陪護等多場景的AI
解決方案。傲鯊智能、邦邦機器人、弈
東醫療、智康加、宣康機器人、熙香藝
享等企業的產品集中亮相，體驗區人頭
湧湧，許多養老機構代表及長者親身體
驗智能科技帶來的便利與改變。
清寶機器人銷售負責人崔紅傑介紹，其
機器人具備環境掃描和建圖能力，能記住
院內關鍵區域，如餐廳及衞生間等，長者
提問後即可自動引路。另外，邦邦機器人
展示一款智能輪椅，它能執行如病房到診
所之間的點對點自動接送任務，提升機構
服務效率，也讓長者出行更為省心。
無論從AI眼鏡到無人駕駛輪椅，或是
適老家居到智慧機器人，現今科技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養老領域，為日益
增長的老齡化社會需求提供精準高效的
解決方案。

「我們不是把AI當作炫技的工具，而
是當作改善服務、延長自理、守

護尊嚴的真實解決方案。」作為復星星堡
中環養老公寓（二期）營運方，復星康養
執行總裁李瑩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養老服務的關鍵難題，一直集中
在人力短缺、照護強度高、管理成本重這
三大方面。而中環養老公寓（二期）引入
AI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數年「試
點—磨合—改良」的過程。

設備「無感化」讓長者不被打擾
李瑩直言，營運方在過程中並不是一
味追求高科技展示。她舉例，許多傳統
智能設備，如手環、胸牌，在長者中因
佩戴不適或遺忘率高，實際使用效果會
打很大折扣。因此，復星星堡中環養老
公寓（二期）強調「無感化」，例如智
能床墊、監測帶可無接觸採集長者的生
命表徵與作息情況，過程中不打擾他們
的睡眠，卻能提供極為精準的數據支援
護理管理。此外，將AI感應器部署在走
廊、房間等關鍵節點，當長者跌倒或長
時間靜止時，會第一時間通過後台發出
警報，輔助現場巡邏員作快速反應。
「老人們不會覺得『被監控』，但護理
安全和護理質量能實時提升。」
在臨床護理工作中，許多重複性高的
工作在過去高度依賴護士、護理員按規

定時間、頻次完成。例如，為失能長者
翻身拍背、夜間巡視等，但護理人員因
人為原因，夜間很容易錯過時機。如
今，這類任務正逐步由定時設置的AI機
器人承擔。
「我們與某些高校研發機構合作開發
護理機器人，不僅減輕夜間人力負擔，
更保障了護理安全。」李瑩稱，設備仍
在不斷調試中，操作過程中確保長者安
全是第一要素，但趨勢已經顯現：人機
協作，正在成為養老服務的新範式。

情感AI陪護特定群組 緩解人力
不僅如此，AI 也被引入到「認知照

護」領域。復星康養與外部專業研發團
隊聯合開發「類人交互AI」，用於與認
知障礙長者進行語言和情感方面互動。
李瑩表示：「認知障礙老人常常出現感
知與現實錯位的情況，例如白天覺得屋
內太暗、否認進食、生物鐘紊亂夜間活
動增多等，護理人員照護難度大。但AI
通過模擬親切角色和重複安撫語與長者
交流，認知障礙的長者往往能提供更高
的配合度。」人工智能情感陪護，不僅
緩解了一線護理人員的照護壓力，而且
來自AI智能工具的溫和溝通與引導也讓
認知障礙長者在日常情緒管理上獲得更
佳的安全感與穩定感。

降本增效 推動營運管理優化
養老機構引入AI還帶來營運成本的結

構性重塑。據了解，常規的養老機構營
運團隊由社區服務、餐飲、醫護、社
工、保潔保安、後勤保障等多部門構
成。如何在人力成本可控的前提下，持
續提升服務質量、保障安全，是養老社
區管理長期思考的問題。
「比如晚間公共區域保潔任務較輕，但

我們又需要24小時保持整潔，以前可能要
通過合理排班安排保潔人員覆蓋不同時段
當值，現在則能通過程序設置讓清潔機器
人在晚間巡視清掃，一方面節省一定的人
力成本，另一方面也避免打擾長者休
息。」李瑩同時認為，在智能物流方面，
送餐機器人既能解決行動不便長者「用餐
最後一公里」的問題，也能節省工作人員
的往返時間。此外，智能迎賓與訪客識別
系統也能優化安保流程。
復星康養在AI領域所做的探索，只是

上海智慧養老的一個縮影。近年來，上
海積極探索「AI+養老」模式，推動人工
智能技術在養老服務中的廣泛應用，打
造更加智能、便捷、安全的養老環境。
截至目前，上海已建成70多家智慧養老
院，並計劃到今年年底建成至少100家。
「通過科技賦能，提升養老機構營運
效率，優化養老機構的服務供給，這是
上海建設智慧養老院的初衷。」上海市
民政局養老服務處副處長李蘇晉表示，
上海將強化科技養老產品在養老機構中
的應用推廣，拓展更多智慧服務應用場
景，為其他城市提供探索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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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盤
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表示，AI技術
正從多個維度全面賦能養老服務，涵
蓋智能監測、個人化健康管理、生活
輔助與便利化服務，以及資源優化配
置等方面，持續提升長者的安全感、
便利性和個人化體驗。
江瀚指出，在日常生活照料中，

智能養老機器人可協助長者在飲
食、穿衣及洗澡等方面的活動，提
升其自理能力的同時，也能減輕護
理人員的工作負擔。在健康管理方
面，相關智能設備能夠實時監測長
者的生命表徵，並依據採集數據提
供健康建議或發出預警，及時發現
潛在風險，保障身體狀況的穩定。

促進養老產業鏈整體升級
此外，在情感陪伴和社會互動層
面，部分AI養老機器人搭載語音交
互系統，能夠與長者進行簡單對
話、播放音樂與影片，甚至參與益
智類遊戲，藉以緩解他們的孤獨情
緒，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隨着全球老齡化進程不斷加
快，養老服務需求持續增長。」江
瀚分析指出，AI技術的引入不僅能
夠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降低人力
成本，也為養老產業開闢了新的商
業模式和服務形態，市場潛力巨
大。
他解釋指出，AI助老產品的發展將
帶動包括硬件製造、軟件開發及數據
分析等多個環節的產業鏈整體升級，

形成協同生態效應。這不僅帶來更多
就業機會，也有助於推動整個行業的
系統性成長。

精準健康管理減醫療開支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江瀚認為，

AI還將在預防性醫療上發揮重要作
用，如通過精準健康管理降低老年
疾病的發生率，從而有效緩解國家
與個人在醫療支出的經濟壓力，間
接產生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
目前，一些AI企業已率先將智能

產品應用於養老機構場景。江瀚對
此表示，AI助老設備可通過集中數
據管理與智能分析，為長者量身訂
製個人化服務方案，同時幫助養老
機構優化人力與營運資源，提升管
理效率與服務質素。
不僅如此，在居家養老領域，AI
技術同樣展現出強大優勢。他指，
一方面是長者獨自在家，可借助智
能設備實現對日常生活的支援與照
料，大幅增強獨立生活能力。另一
方面是家庭成員可通過遠程監控功
能實時了解長者的健康狀態，「在
外亦安心」。
「無論是在養老機構還是家庭環境
中，AI助老技術都能顯著改善老年人
的生活質素，讓他們感受到更多的尊
重與關懷，同時也有效減輕家庭和社
會在照護方面的壓力。」江瀚最後表
示，未來AI在養老領域的應用將不止
於「工具」，而是逐步成為推動產業
升級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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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們享受咖啡機器人製作的拉花咖
啡。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專家：AI多維度養老 社會效益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