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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老人康复辅助产品设计研究

周富强，郁舒兰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210037

摘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社会已经完全步入老龄化。老年失智症是未来社会将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引

起重视，旨在探讨针对失智症患者产品的设计方法，并将其运用到设计实践当中，为患者及家属减轻生活负担。通过对失智症

患者的实地考察和对失智症的全面调研，收集大量调查数据，从失智症患者的生活、行为和心理角度分析，结合现有的产品，多

角度地探索失智患者的需求。从调研数据收集与分析中获取失智症患者的各种需求，并阐述针对失智症患者康复辅助产品的

设计原则，希望为失智症康复辅助产品设计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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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data fully shows that China's society has fully stepped into the aging. Senile dementia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will be faced by the society in the future, so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i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

sign method of products for dementia patients and apply it into the design practice, so as to lighten the burden of life fo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dementia patients, a large amount of survey data are

collected, and the life,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of dementia patients a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needs of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combination with existing products.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s with dementia a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rehabilitation aids for the patients with dementia are expounded,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rehabilitation aids for dem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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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5 年国际失智症协会发布全球失智症报

告，2015年全球失智症人群已经超过 4600万。国内外

研究显示，大于 65岁的老人患有失智症的人数大约占

4%~8%[1]。这些记忆力与脑部神经受损的老人，基本

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给家人造成了生活的困难及精

神压力。本文从失智症老人的生活，心理和生理的

需求出发，探索针对失智症老人的康复辅助产品设

计研究。

一、老年失智症的概述

（一）失智症

失智症是人脑内部遭受创伤而造成的脑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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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正常的脑部老化现象 [2]。这种疾病常常伴随着

认知功能障碍、记忆力衰退、精神异常兴奋等现象，并

使个人的日常生活受到阻碍，即日常所称的老年痴呆

症。失智症分为很多种，本文主要研究人群为脑血管

失智症人群。脑血管失智症人群发病的原因是脑部血

管堵塞或破裂而导致脑部血管的功能障碍[3]。

（二）脑血管失智症的临床症状表现

由于脑部血管堵塞或爆裂，导致脑部神经及功能

的损伤。它在临床表现为一种进行性退化病状，从早

期的轻微病状，到中期的中度病状，再慢慢进入重度及

末端病状。在初期轻微症状中，常常伴随着记忆力衰

退、四肢突然无力、摔倒等现象，这些现象预示着患

者脑部神经受到损伤。到中期会出现记忆力丧失、

认知功能障碍、口齿不清、情绪暴躁、生活不能自理

等现象。到后期，病情有所好转，但生活依然需要他

人照顾 [4]。

（三）失智症患者的严峻现状

1. 没有专业的治疗机构

我国尚没有专业治疗失智症患者的机构。家人多

以“半禁锢”的方式把患者困在家中，居家的失智老人

经常出现情绪失常或行为失控，给家人和财产带来损

失。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语言沟通困难，从而导

致患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2. 就诊意识薄弱

失智症的低普及率并没有让人们正式地认识到这

种病情的危险程度。当患者出现记忆力衰弱，行为功

能障碍时，大部分家庭认为这只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并

没有做出积极的预防措施，导致其病情的进一步恶

化。失智症患者本人会带着强烈的拒绝治疗的情绪。

由于医疗费用偏昂贵，多数老人会拒绝进一步的治疗，

选择开药回家康养。

在针对脑血管失智症人群进行调查与访问的过程

中，获知了患者及照顾者的需求：对于失智症患者来

说，能够提供患者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并多与其进行

沟通，帮助患者肢体协调，提高他们的生活满足感；对

于照顾者来说，能够随时得知老人的去向，更好地与老

人沟通，从而达到稳定老人情绪的效果。在医疗保障

上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维护老人的自尊。

目前针对失智症患者的药物治疗并不是一个完美

的治疗方法，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患者的病情，只能暂

时缓解病情，因此，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以非药物治疗为

主的治疗方式。其中，非药物治疗包括回忆疗法、音乐

疗法、运动疗法等 [5]。这些治疗方式可根据特定的患

者和环境选择应用，再配合药物辅助治疗，从而极大地

缓解患者的病情，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

二、产品研究现状

目前，适用于失智老人的产品设计迫在眉睫。一

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学生设计师，为失智老人设计了一

款餐具，见图 1。设计这款餐具的初衷是为了她患有

失智症的外婆。餐具的角度、材料、形状，甚至是颜色，

每一个元素都被列入了设计思考中。为了方便喝汤，

将盘子弧度与勺子弧度设计得刚好吻合。这款餐具可

以让失智患者多摄取 24%的食物。在丹麦的一家养老

院中，针对暴躁型失智患者，医护人员会进行精心准

备。暴躁型失智老人有强烈的外出意愿，因此丹麦的

这家养老院将门细致地包装起来，即使老人从这里经

过也不会发现，并且在室内准备很多玩具娃娃来营造

一个温暖环境，安抚患者的情绪。

三、产品设计解析

目前针对失智患者的产品屈指可数，与患者增长

的人数呈反比例关系，需要设计师在设计领域内深入

地思考。以设计改变生活，笔者为失智患者的产品设

计提出以下设计原则，希望能为相关设计工作者提出

建议与参考。

（一）互动性

为失智患者设计辅助产品，其互动性至关重要。

老人在患失智症的情况下，大脑神经会出现严重的近

期记忆力衰退问题、返幼现象、语言障碍。这会导致他

们社交困难。调查发现，失智老人渴望拥有正常人的

生活能力，回归到正常生活，因此，康复辅助产品应当

解决其不便利条件，根据老人的情感需求，帮助老人解

图 1 失智老人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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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交流上的困难，让老人可以正常地和他人交流，从而

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并在与他人进行行为互动时，帮

助其完成正常老人的生活行为，增加与他们的互动性，

提高他们与人沟通的自信。

（二）回忆性

增强患者的记忆力。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从记忆出

发，患者在得失智症的情况下，近期记忆会十分模糊，

对远期记忆则十分清楚。失智老人会长期生活在过去

的记忆当中，因此增强产品的年代感，通过回忆的方法

来刺激患者的情感神经，从而增强老人的情感交流。

回忆疗法通常会借助一些形象物品进行提示，例

如由老人熟悉的场景照片、家庭人员、亲属、物品、音乐

等引出交谈的主题，帮助失智老人回想起从童年到现

在所引出的主题或人物、时间等的回忆 [6]。交谈的内

容主要为老人过去生活中较为愉快的经历。回忆疗法

能改善失智老人的认知水平，延缓其病情发展。在常

规的治疗当中可以利用环境布置等相关的引导物引导

失智患者人群回顾，谈论以往快乐的生活经历，因此针

对失智患者老人的康复辅助产品设计提出以下需求：

（1）产品能够陪伴老人，增添老人的生活乐趣，提高失

智老人的积极性；（2）产品能够引起失智老人的回忆，

让老人融入场景中；（3）通过手脑并用的方式，刺激老

人大脑的发展；（4）增进失智老人与同伴、子女、亲属之

间的互动，加强交流；（5）通过娱乐交流的方式，营造回

忆的气氛，让老人融入到社交场景中。

通过了解失智老人，从记忆方面出发，了解老人过

去的生活。选取老人过去生活中典型的生活片段，经

过设计、处理，创造出一定的场景。基于老人的感官特

性激发失智老人的回忆，并以产品物质为载体，给产品

增添情怀，做到以人为本的关怀设计，关注失智患者的

情感，让产品情感化，利用情感达到使人与产品交互的

目的。

（三）适用性

老人在患有失智症的情况下，由于脑部神经的压

迫，导致身体灵活性极度下降，做任何事情只有开始与

结果，缺乏一个思考的过程，因此，失智老人不能和正

常老人一样生活，而正常老人使用的生活产品会给失

智老人带来挫折感与失落感，使失智老人生活的积极

性受到打击。针对失智老人的生活产品，要以失智老

人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失智老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

积极开发产品的情感功能，强化产品功能的特殊性，让

失智老人在使用的时候能和正常老人一样，体验生活，

提升失智老人的生活自尊心，追求平等，保护失智老人

的敏感情绪 [7]。在关注失智老人的情感设计时，产品

的安全性也需要加强关注，失智老人在生活上由于病

情的困扰，并不能和正常老人一样有正常的生活行为，

因此，在产品设计上要将失智老人使用产品时的各种

安全隐患因素考虑到位，增强产品的安全性，全面提高

老人使用产品时的安全保障。

（四）包容性

老人在患失智症的情况下，性格会变得与往常不

一样，以前和蔼可亲的老人可能会变成一个具有暴力

行为的人。患病老人完全按照本能的行为反应生活，

这种性格突变的老人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

设计师要了解老人的性情，结合老人的生活行为，进行

以人为本的关怀性设计。设计师不仅需要从生理上带

给老人认同感，增强老人的自信，而且要从心理上，深

入挖掘老人内心深刻的需求，从视觉审美与功能塑造

上满足失智老人的情感需求，关注老人的情感变化，使

环境及老人使用的产品凸显包容性。其次，患有失智

症的老人会想拥有与正常老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因此

在产品设计上，要注重产品的无障碍性设计，让老人在

使用产品时减少阻碍，以期带给老人正常生活的情感

体验，增强老人对生活的自信与满足[8-9]。

（五）结合其他非药物治疗方式

除了回忆疗法以外，还有绘画治疗、音乐治疗、运

动治疗等其他的非药物治疗方式。患病老人有强烈的

外出欲望，每天都要出门走动，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可以

结合运动治疗，根据老人的外出习惯和外出的规律，进

行无障碍式设计调查，在老人经常穿戴的服装、服饰、

手杖、配饰等物品上增加功能性设计，帮助失智老人减

少外出时遇到的困难。结合失智老人的实际生活行

为，通过设计深入挖掘老人生活中的隐性需求，从生活

习惯上减少老人的陌生感与挫折感，增强亲切感与自

信，以需求为核心，体现产品的人性关怀，为患者及其

家属减轻生活压力。

四、结语

无论是哪种病因导致的失智症，都需要进一步了

解患者的生活需求。找到真正的需求后再进行针对性

设计。帮助失智患者仅仅靠单一的产品是不够的，更

需要设计师通过全面的思考，完成无障碍设计，帮助失

智患者恢复健康生活。同时，还可以帮助失智患者的

家人减少生活和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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