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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厨电产品适老化包容性交互设计案例研究

韦页，李佳颖，董占勋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随着智能家居技术的不断成熟，对生活品质有更高要求的老年用户成为智能家电的有力消费者。然而，当下的智能家居

产品却忽略了老年用户的使用需求及特征，使用户在使用中操作不便且体验不佳。以老年用户为研究对象，以提升其使用智

慧厨电产品的体验感为研究目标。在智能家居层面，通过对相关品牌的适老化策略分析和厨电市场细分，总结出适老化厨电

发展趋势及设计机会点；在适老化层面，通过构建用户画像和用户旅程地图，研究了老年用户特征及厨电场景下的需求与使用

习惯。在设计研究阶段，以厨电产品适老化设计准则为理论指导，结合老年用户习惯认知及技术调研的结论，完成一款兼顾智

能化和包容性的智慧厨电产品设计。让老年人能够更得心应手地使用厨电产品，也让他们在使用适老化的人机交互后，轻松

享受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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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maturity of smart home technology, elderly users who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ife quality are

becoming powerful consumers of smart home appliances. However, the current smart home products ignore the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users, making them inconvenient to operate and have poor experience in using products. With the elderly

us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work aims to improve their experience of using smart kitchen appliances. At the smart home level,

the elderly-friendly strategy of relevant brand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of kitchen appliances are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design opportunities of elderly- friendly kitchen appliances are summarized. At the elderly- friendly leve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users and their needs and usage habits in kitchen appliances scenarios are studied by constructing user

portraits and user journey maps. In the design research stage, elderly-friendly design guidelines are taken a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Combined with the cognitive habits of elderly users and the findings of technical research, a smart kitchen appliance product design

that is both intelligent and inclusive is completed. It allows the elderly to use kitchen appliances more comfortably, and also allows

them to easily enjoy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by smart technology after using the elderly-friendly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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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概念起源于 20世纪 80年代初的美国[1]。

它以居所为平台，将网络通信技术、物联网及人工智能

等技术与家居设备相融合，形成智能化高效率的住宅

设备集成管理系统，通过家电互联、大数据统计、远程

控制等技术和交互特性，极大地提升了家居环境的安

全性、舒适性、智能性、节能性。由此迅速抢占了中高

收入阶层家庭用户市场，据统计，中国智能家居行业市

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 39.3% [2]。据 iFinD 预计，到

2023年年末，全球智能家居市场将增长到近3亿美元。

与此同时，银发经济也逐渐崛起。海尔、美的、格

力等市场占有率高的几大家电品牌都关注适老化智能

家居的设计趋势并将战略目标转向了银发群体。据

Ageclub的相关报告显示，目前已经有 28万家企业涉

及银发经济，而这个数据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上升 [3]。

根据Ageclub的调研，这些适老化智能家居品牌聚焦

于一二线城市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 40~65岁中老年

群体。这些人口群体高知开放，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

和学习能力更强，可以快速掌握智能家居所涉及的全

新交互逻辑和使用方法；同时，收入高、愿意消费，可以

接受技术集成型智能家居的高定价；对美好生活有一

定的向往，不满足于传统家居的基础功能，期望智能家

居所带来的安全性、便捷性、舒适性。

本研究从老年人需求出发，根据老年人生理和心

理特点，以提升其使用智慧厨电产品的体验感为研究

目标，结合包容性设计原则和智能技术，设计更适合老

年用户使用的智能厨房产品。

一、智能厨电产品包容性交互设计准则

（一）包容性设计准则

1. 包容性设计发展现状

包容性设计（Inclusive Design）在英国首先出现标

准[4]，于2010年引入中国[5]。董华等将包容性设计研究

分为四个层次[6]，现阶段大量研究集中于包容性1.0和

2.0：即更好匹配用户能力的 Better Design 和 People-

centred（多样化人群为中心）的Thoughtful Design[7]；但

聚焦于系统化和可持续的包容性 3.0和 4.0研究较少。

中国的包容性设计研究已经从学习国外经验的阶段发

展到逐步完成行业标准，从移动互联网领域[8]向更多

行业渗透；而面向老年人的适老化包容性设计，也逐步

从建筑行业发展到产品领域。

本研究将以包容性 3.0（Just Design）为基础 [9]，把

适老家庭的包容性问题放在真实的厨房情境中分析，

以系统化、场景化的思维，考虑用户的动态需求和使用

习惯，以智能化为手段展开设计。

2. 适老化智能家居的设计准则

本研究将以2018年印发的，多企业参与合作制定

的国标文件《GB/T 36947—2018面向老年人的家用电

器用户界面设计规范》[10]和《GB/T 36934—2018 面向

老年人的家用电器设计导则》[11]为基本适老化包容性

设计准则。

在基本原则方面，充分考虑银发族的实际需求，安

全性设计优先，易用性、可靠性设计为重点，兼顾舒适

性设计，依据基础性信息资源开展设计，并通过设计的

通用性、个性化、功能及信息的优先级划分等方法，实

现面向银发族的兼顾安全性、易用性、可靠性、舒适性

的智能家居产品。

（二）包容性智能厨电产品分析

根据设计目标，将家电的“智能化程度”和“包容性

程度”作为分类依据，将整个厨房电器市场细分为四

类：传统厨电产品、智能厨电产品、包容性厨电产品和

包容性智能厨电产品。分析各类厨电产品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并最终确定本研究目标产品的发展方向。详

见图1。

1. 传统厨电产品

第一类是包容性和智能化程度都较低的传统厨

电，它们定位在中低收入家庭或年轻人，价格中等偏

低。这些产品基本满足了吸油烟、烹饪、冷藏等基本需

求，但缺乏智能调控和语音控制等便利和安全性功

能。这类产品存在功能基础，缺少智能调控、语音控制

等便利性及安全性功能，以及未考虑老年人行动力、记

忆力下降等导致的人机交互上的可用性问题。

2. 智能厨电产品

第二类智能厨电产品集成了高新技术，满足中高

收入家庭或精致群体的进阶厨卫需求，如防干烧、远程

预约、多功能蒸煮等。这类产品价格较高，便利性和安

全性都得到了提升。然而，这些产品未充分考虑老年

人的独特需求，如认知、行动、心理多方面能力下降所

带来的问题。此外，功能堆砌、复杂，交互可用性低，学

习成本高等问题也存在。以九阳智能电饭煲为例，界

面信息混乱无从下手，老年人可能会遇到信息识别和

交互方式的困难。

3. 包容性厨电产品

第三类是面向适老家庭的包容性厨电产品，通过

对人机交互进行包容性优化，提升了产品的物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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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满足老年人行动方面的需求，如易抓握、省力、

不用弯腰等。但是，这类产品缺乏对老年人认知心理

行动等生理心理特征的综合考虑。

4. 包容性智能厨电产品

当传统厨电产品进行包容性和智能化的双线改造

后，便形成了最后一个品类：包容性智能厨电产品，这

类产品面向中高产的适老家庭，综合考虑银发族认知

心理行动等特征，在技术加持下，为老年人提供一键操

控，智能调控，远程互联等包容性服务，让银发族轻松

享受科技的便利与安全。

综合智能家居趋势，该品类仍存在只聚焦于产品

本身的适老化，而未考虑整体厨电场景下多人群、多设

备所产生的多元需求和智能互联等问题，见图 2。这

也是本次研究的设计机会之一。

二、包容性智能厨电产品用户研究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长且文化水平不断提升，中

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约 2.2 亿

人，预计将在21世纪中叶达到峰值。面对老年人口的

增长，需要发展更宜居、更便捷的居家养老环境，以帮

助老年人提高自理状态下的预期寿命。此外，随着教

育事业的发展，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也能更

好地适应当下的智能技术和新鲜事物，具有更强的学

习能力[12]。

（一）数字时代老年用户特征研究

随着老年用户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下降，认知障

碍的出现，以及数字技术不断渗入用户生活之中，让这

些老年用户产生了不同于一般用户的行为，也带来了

诸多需求。

1）身体衰老与认知障碍。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

人体内的器官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下降，其中老年

人在使用产品时，视力、色彩感知能力及对色彩的对比

度都产生下降[13]。此外，肌肉的萎缩和骨质的流失，使

用户在使用鼠标、触控板、触摸屏、虚拟按键等时，都出

现了使用不便的情况。在认知方面，在老年人容易出

现正常衰老所导致的认知功能衰退外，还会遇到轻度

认知障碍及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2）数字时代的用户行为和需求。数字时代的许多

技术、交互方式和学习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巨大的变

化。由于数字时代的产品功能强大，需要用户进行复

杂的设置；交互方式要求用户具有精确度，因为主流数

图1 包容性厨电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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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产品如手机、平板电脑等，在尺寸和操作上都非常精

细。在学习方式上，数字时代的产品快速迭代，需要用

户不断学习且具有学习动力。在现代网络科技的普及

过程中，由于缺乏老年人现代科技技能培训的相关课

程[14]，加上老年用户缺少操作精度和学习动力，难以与

时俱进。因此，在设计数字产品时需要考虑老年用户

的习惯和需求。

（二）老年用户基本需求及使用习惯

老年用户与一般用户相比，因为其身体状况的下

降和对厨电产品使用不熟练等原因，所以需要设计者

深入研究老年用户在此场景下的特定需求和使用习

惯，并根据用户特征、行为习惯和基本人口信息来构

建用户画像。

1）便捷性需求。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

能和认知水平会不同程度地下降。在使用厨电产品

时，老年人不仅由于力量和速度的变化而导致操作不

便，还由于智能技术的加入，难以理解智能产品的图

标、操作和面板信息。因此，在产品设计上，需要考虑

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如力量、视力，以及老年人认知下

降的情况，简化和优化产品操作，使其更易于使用。例

如，老年人更偏向于更大的文字说明和简洁的按键。

2）安全性需求。要构建更好的居家环境，就需要

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其中包括危险预警和意外事件后

的紧急联系[15]。在厨房中，燃气灶、热水器、洗手池等

都存在着安全隐患，而老年人往往由于记忆力和感知

能力的下降，对家中燃气泄漏、锅具干烧等意外往往不

易察觉，因此需要在产品中安装传感器，对家庭安全进

行监控，并在危险发生时自动帮助老年人联系子女或

医院，以确保老年人的安全。

3）实用性需求。在日常固定环境中，用户往往会

保持规律化的使用习惯。而在智能科学技术的加持

下，产品可以主动学习用户的习惯，以提升用户体验和

实用性。在厨房场景中，可以感知用户所处的状态，主

动调节燃气灶火焰大小，或者提醒和指导用户每个步

骤的开展，甚至可以开发适宜的住宅改造技术[16]。

4）健康性需求。中国的老年用户普遍具有养老意

识，关注慢性病的管理、日常生活习惯、健康饮食等方

面的需求。因此，在设计厨电产品时，不仅需要考虑产

品的基本功能，还要根据老年用户的特定需求进行设

计，帮助用户养成积极的生活方式。

用户画像是通过查阅文献、调研和访谈等手段，结

合消费者的需求特点，根据专家建议构建出来的用户信

息整合，其中包括人口特征、行为特征、心理特征等[17]。

本研究针对智能化厨电产品，将用户分为两类，根据不

同的用户特征进行用户画像的构建。同时，还需要考

虑用户对智能产品的使用程度。

第一类用户是智能产品使用较少的用户，对智能

时代的产品交互并不熟悉，常在使用产品时感到困

惑。第二类用户是对智能产品使用较有经验的用户，

能够快速上手并适应产品指示，希望产品更符合使用

习惯，并更加人性化。两类用户的用户画像见图3。

（三）厨房场景老年用户旅程地图

在厨房场景中，老年用户在烹饪过程中会涉及到

不同的任务和需要不同程度的参与，将老年用户在场

图2 厨电产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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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的活动分为 6个步骤，并研究每个步骤中老年用

户所遇到的情绪和困难点，通过用户旅程地图进行汇

总。用户旅程地图是一种从用户角度出发，可视化用

户与服务、系统之间交互关系的工具[18]，见图4。

根据用户进行研究结果总结在厨房场景中存在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老年用户身体的变化，产

品在传统功能上存在适老化问题。另一方面，智能技

术进入厨房后，产生了一些使用上的不便和困惑。

1）产品基本功能的适老化问题。在厨房环境中，

老年用户需要进行物理交互或体力劳动，因此会出现

操作精度不够、难以操作和体力不足等问题。例如，在

使用燃气灶时，老年人需要经常弯腰来控制火候。在

图3 用户画像

图4 用户旅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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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菜时，老年用户不得不举起双臂进行炒菜，对老年人

的体力和关节都有一定的挑战。

2）智能技术应用的适老化问题。厨房产品不断电

子化，如电饭煲、微波炉和豆浆机等，这些产品为用户

提供了许多定制化的功能，相应地也设计了许多按

键。然而，在产品的交互方式上，老年人在使用时会遇

到困难。此外，虽然传感器技术已经很成熟，让产品能

够感知用户的行为，但是目前产品还没有充分应用这

种功能，根据用户行为自动调整的功能尚未深入应用。

三、基于适老化设计准则的智能厨电产品设计

根据对老年用户特征的研究，结合当下技术趋势

的走向，从适老化设计准则出发，设计一款适合老年人

在家庭厨房中使用的智能燃气灶产品。

（一）用户基本需求功能设计

经过用户研究后，从老年用户的生活习惯、人机交

互及使用偏好总结出用户的基本需求，根据需求进行

产品设计。

1）基于生活习惯的设计。产品的主要工作区域设

计在右侧，如图 5所示，满足绝大多数的右手惯力者。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饮食需求，需要减少油炸、重油、重

盐的食物，增加蒸煮的烹饪方式，不仅健康而且可以保

证食材的营养。除了传统的两个灶台之外，在桌面部

分还设计了一个嵌入式蒸箱，用于蒸汽保温加热，免去

老年用户倒水等繁琐的步骤，既保证了用户的安全，也

优化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2）基于交互行为的设计。由于老年人体能下降可

能导致操作错误，在设计中需要考虑操作的方便性和

省力性。同时，老年人对环境照明的要求也比较高，产

品的照明设置需要考虑到照明的位置和亮度。此外，

老年人手部肌肉萎缩可能会导致操作笨拙，因此需要

选取合适的按钮和操作方式。在产品设计中，锅具之

间的距离设计得适中，使用起来更方便、更省力，避免

了弯腰使用带来的不适感。照明设置在背板中部，尽

可能地让照明LED贴近锅具，照亮烹饪的过程。操作

面板进行了坡面处理，方便读取按钮信息。选取按压

旋转控制火力方式，更容易调节烹饪的火力。具体设

计细节见图6—7。

3）基于使用偏好的设计。为了让老年用户能够实

时掌握家庭状况，在燃气灶背板上设置了一块智慧屏

幕。通过这个屏幕，老年用户可以随时查看家中的监

控画面，了解家庭状况的实时动态。同时，如果想要研

制新的菜肴，也可以通过屏幕查看菜谱（见图 8）。除

此之外，老年用户还特别注重油烟的控制。为了满足

这一需求，设计了下潜油烟机，它能够更加靠近锅具，

强力吸收油烟，让厨房环境更加清洁和健康，也保证了

智慧屏幕的清洁。

（二）产品适老化设计

根据《面向老年人的家用电器设计导则》，在产品

设计中需保证产品的安全性。根据对老年用户在烹饪

食物时的研究，要避免并预防对其的伤害及在危险发

生时如何将伤害最小化。

1）产品基本安全性设计。针对老年用户使用产品

的过程和需求，在产品的前中后期都进行了安全性的

设计。使用前，在下潜油烟机区域的底部设置了燃气

漏气检测器，如监测到燃气泄漏会通过智能屏幕及向

图5 产品工作区

图6 火力调节的交互方式

图7 排油烟及照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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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用户手机发送消息，提醒老年用户有燃气泄漏问

题。使用中，考虑到在烹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汤汁因

为过热喷洒出、意外燃烧等情况，因此将打火开关设置

为脉冲式，将打火和控制火大小分开，如遇到火不受控

制，可以直接上抬脉冲点火开关（见图9），一键关闭燃

气。同时，在燃气灶区域设置了传感器，如遇到液体或

异物堵塞等情况，自动关火，保障老年用户的安全。在

炒制菜肴结束后，在产品的最右端设计了一个支架，可

以帮助老年用户将锅具倾斜，便于盛菜，同时避免手肌

肉拉伤。这些安全性设计都能够有效地满足老年用户

的需求，提高用户使用产品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2）产品易用性设计。经过对老年用户使用产品过

程的分析，产品在控制按键的设计上，沿袭传统的按键

交互，以便老年用户快速上手并更好地操作多个功能

模块。为了适应用户身体的灵活性，传统的打火交互

步骤被分为两步，使用户更加容易操作。在控制区域

的结构设计上，坡度被考虑到，方便用户低头查看，同

时避免用户手与火焰处于同一平面，保护用户的安全

性。此外，考虑到用户在烹饪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油烟

机等噪声而干扰听力，产品通过提示音、照明灯和智能

屏幕提示来告知用户家庭状况和烹饪情况。在用户界

面的设计上，通过颜色、字体、字体大小和图形设计等

方面的优化，为用户提供更加简明大方的界面设计[19]。

3）产品可靠性设计。为了满足老年用户在使用产

品时的需求，设计中考虑到了智能家居家庭联动及场

景化的设计。在烹饪时，老年用户由于自身能力的限

制，可能无法快速反应或者及时查看家庭中的情况。

例如，噪声的音量大，可能导致老年用户无法感知家中

孩子是否安全、门口是否有人按门铃等情况。因此，通

过指示灯提示和智慧屏幕的查看，可以帮助老年人在

进行烹饪时，同时掌握家中的情况，让智能产品为老年

用户赋能，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4）产品的舒适性设计。在设计过程中，产品的服

务需要有效地满足用户的满意度[20]。因此，对老年人

的特殊需求进行了研究，发现老年人的饮食更加清淡，

注重健康适量，更喜欢蒸出来的菜肴。为了方便老年

人使用产品，在设计中专门开辟了蒸煮区域（见图10）

用户只需将菜肴放入其中即可使用，避免了用户蒸菜

时接水、用手支撑沉重锅具的不便。同时，为了更好地

照亮灶台情况，将灯光高度做低，避免了因为灯管老旧

图8 智能屏幕设计

图9 脉冲点火开关

图10 蒸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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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下降而导致的灯光昏暗。此外，由于灶台和油烟

机都放置在桌面上，而产品尾端翘起的设计也让清理

油烟污垢更加方便，避免了老年人举手疲劳打扫产品

的不便，同时也让使用体验更加舒适，避免了老年人身

体上的损伤。

（三）产品智能化设计

在智能家居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物联网技术及移

动通信技术的成熟，在智能家居设计上，出现了场景

化、联动化和定制化的趋势。本产品也在设计中分别

对此三点进行展开。

1）场景化。在厨房场景中，产品的设计应该更好

地满足老年用户的使用需求。经过调研观察发现，现

今智能产品会因为功能过多而设计更多的按键，给老

年用户带来理解和使用上的困难。因此，本次产品的

按键设计考虑到不同使用场景，采用智能控制的方式

减少用户的操作。例如在炖煮食材时，用户无需在燃

气灶旁观察，可以通过设定时间提醒或通过手机等设

备确认厨房情况。如果炖煮时间过长，产品会自动调

小火力，并通过向其他智能家居或智能手机发送讯息

提醒用户并询问接下来的操作，以避免发生危险。因

此，在场景化设计中，需要结合老年用户的生活环境特

征、行为习惯特征和审美偏好特征来进行设计[21]。

2）联动化。在厨房环境中，用户通常处于一个相

对封闭的场景，难以及时了解厨房外的情况。因此，智

能屏幕可以与智能家居联动，实现远程开门、查看家中

孙辈情况或打开空调等功能。另一方面，当用户离开

厨房后，家中的智能电视等显示设备可以随时显示厨

房的情况，提醒用户不要忘记检查进行中的任务。为

实现这一智能化技术，需要通过家庭内部网络和外部

网络相互连接，实现信息的交流[22]，见图11。

3）定制化。在产品设计中，主要考虑老年人日常

生活中的健康需求，例如加热中药、保温养生补品以及

健康饮食等。为此，特意安排了一个蒸煮区域，以帮助

老年用户进行快速简单的蒸汽加热操作，免去了用户

进行煮水加热的麻烦。此外，智慧屏幕也可以帮助用

户定制健康饮食，用户可以在手机软件上事先查看所

需菜谱，然后在智慧屏幕上定制想要的饮食。产品还

应具备用户定制的情感化表达，以展现用户体验，做到

更加全面的个性化设计。同时，由于老年人在厨房环

境中较为封闭，难以了解厨房外的状况，因此智慧屏幕

可以与外界的智慧家居联动，如远程开门、查看孙辈情

况或打开空调。当用户离开厨房后，家庭中的显示设

备如智能电视等也可以随时将厨房的状况显示在屏幕

中，提醒用户不要忘记检查厨房中进行的任务。产品

实现智能化技术可以通过家庭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

连接，以实现信息的交互[23]。

四、结语

本次研究首先对老年用户的需求特点进行了研

究，并分析了当前智能家居市场的趋势和特点。从用

户需求的痛点出发，结合当下科学技术趋势，设计了

一款适合老年人在厨房场景中使用的智能燃气灶。

在设计过程中，以适老化产品设计为准则，从用户实

际需求出发，对日常家庭中厨房使用的燃气灶进行重

新设计，结合当下智能家居场景化、联动化和定制化

的趋势，让产品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提高用户的

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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