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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高龄智能防护服的研究开发

李思雨　杨笑冰　薛晴航　王新然　崔译仁　刘月月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徐州　221018

摘　要：人口老化现象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的一项严峻社会问题，推动设计适合中老年人使用的功能性服装显

得尤为重要。本文的研究焦点是中老年人的穿着习惯，旨在解决中老年人在选择服装方面实验性的需求问题。以中老年群

体的着装习惯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他们可能面临的服饰需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结合智能材料和微电子组件的视角，

分析了当前智能防护服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中老年人提供合适的着装解决方案，缓解中高龄人群的护理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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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们年纪增长，老年群体中患失智症的比率也持

续升高。面对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西方先进国家逐步将其消

费市场的焦点放在了“第 3 年龄”阶段的成熟、稳健且值得

信赖的老年人上，并着手研究增强这些“第 4 年龄”失智老

人的社会福利服务和产品的策略。为高龄人群提供的产品设

计服务不仅是建立在市值之上，更深远的是帮助这一群体提

高生活品质、维护其独立和自尊、减少医疗成本，并为社会

带来和谐的贡献 [1]。

1. 中高龄智能防护服的研发现状

透过对诸如“老年”、“智能”以及“服装”这些核

心词汇的检索与筛查，我们找到了 25 篇合标准的文章，并

据此绘制了它们的年度分布图。虽然老年智能服装自 2008

年才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并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

但在 2008 年到 2016 年的时间段里，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数

量相对较少，整体发展走势则显得较为平缓；自 2017 年起，

研究的数量呈现了逐渐增加的趋势，截至 2020 年，关于老

年智能服饰领域的研究数量已经达到高峰，这也反映了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把研究焦点放在这个特定领域上。

1.1 传感器模块的应用

为满足老年人在功能上的需求，设计者通常结合传感

器模块和服装来制作智能监护服装，以提高他们的舒适度和

审美感受。然而，这些服装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如更换和清

洗的便利性、成本的可控性和制造过程的困难程度。通过对

2017 至 2021 年文献中关键词的深入分析，可发现“可穿戴

设备”这一术语的出现尤为频繁。而传感器在可穿戴产品领

域的应用显得尤为关键 [2]。

1.2 款式与结构的创新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涉及到老年智能服装的版型结

构和设计元素的运用，在制定老年智能服装时，应始终坚持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在满足日常功能需求的同时，也要

不断提高服装的舒适性，从而更好地体现老年人的审美取向

和实用性。

1.3 智能技术的全面链接

在健康监测、运动锻炼以及安全保卫等领域，智能服饰

技术在不断发展。除此之外，智能服装有能力与其他智能设

备建立网络连接，进一步扩展到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大规

模市场应用场景。因此，从商业视角出发，智能衣物在发展

和实施上具备巨大的潜能。近些年来，智能服装的发展速度

呈上升趋势。据众多企业了解，从 2023 年开始，直到 2023

年 6 月 12 日为止，中国已提交了 20 项智能服装技术专利申

请。面对我国中老年消费者数量庞大构建的庞大市场，尽管

服装行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但这个中老年服装市场并没有

真正被开发和利用。国内的服装业界在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

服装市场上的参与相对较弱，国内专注于老年男士和女性服

装的知名品牌寥寥无几，并且它们大部分还处于起步阶段，

仍在不断探索和试验中 [3]。

2. 中高龄群体需求分析

2.1 中高龄群体的行为特征

中老年智能服装目标消费者大致可分为年龄段：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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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65 岁之间的中老年人和那些 65岁或更年轻的老年人。

在此人群中，50-65 岁的群体大部分都已经进入了退休期或

半退休的阶段，他们对消费非常热衷，同时也拥有稳定的财

务能力。他们在智能服装的流行趋势上既有目标，同时也注

重衣物的舒适性和实用性。对于 65 岁及以上的老龄人群来

说，他们更倾向于追求服装实用性和智能特质。

2.1.1 中高龄群体的服装需求

从需求规模分析，伴随着老年群体数量的日益增长，老

年人的购买力和对老年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在 2016

年，中国的老年康养产业对市场的消费要求超出 5 万亿元，

而到 2030 年，这一数字有可能上升至 20 万亿元。中高龄防

护服需要适应中国的要老模式。在养老的实际应用中，一直

在政策层面上倡导执行“9073 养老模式”，这意味着 90%

的老年人选择家中养老、7% 的老年人依赖社区养老、3%

的老年人选择机构来照顾老人。鉴于绝大多数老年群体对于

高级智能产品的接受度相当低，未来对于简易且易于使用的

智能老年医疗器材的需求预计会持续上升。

3. 中高龄防护服的设计研究

3.1 设计目标

首先，需要提升了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水平。老年智能

服装具备能够持续追踪老年人健康状态、体育活动以及生活

方式的功能，从而为他们提供专属的健康建议和指导方案，

这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其次，中高龄防护服要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援助功能，

以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某些老年智能服饰内部配

备了紧急呼叫按钮或感测器，这可以帮助老人在紧急情况发

生时迅速传达救助信息给家庭或医疗设施，确保他们的安全

无虞。

再次，中高龄防护服要提升舒适度和现代风格。设计

老年智能服装时，我们高度重视其舒适度和时尚感，以确保

满足老年群体在穿着上的期望，并同时增强老年人的自信和

对自己生活的幸福感受。

最后，中高龄防护服要具备便于普及。在近些年中，

我国的智能养老设备制造业市场呈现出稳健的增长态势，在

过去的四年中，它的复合增长率已经超越了 25%，这一增

长与我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趋势有深厚的关系。依据观研

天下的统计，到 2019 年为止，我国的智能养老设备生产企

业市场规模已经扩大至 429 亿元，并且制造此类设备的公司

数量也增长到了 2.44 万家。背后这个庞大的市场，是老年

人及养老生活场景两方面都强烈的需求 [4]。

3.2 设计构思

进一步扩大需求群体的话，不只是对于失能的老年人

或老年病人，“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也同样能够吸引到健康

的老年人来满足这种“需求”。基于当前在线销售中受到热

捧的中老年服饰，特别选择了内衣（包括贴身内衣与保暖外

套）、家居服、表演装、中式风格的服装和运动装这五大品类：

（1）考虑到中老年群体的生理需求，随着他们逐渐年

纪增大，可能会出现体重上升和体态不规则的现象。基于这

种现象，市面上的中老年服饰主要使用 H 型的外形设计。

这些设计不仅可以帮助中老年人改善身形上的不完美之处，

还能有效地修饰身形、突出气质。

（2）中老年人的衣物主要选择深色调的色调，这些颜

色的亮度和纯净度都相对较低，因此常常偏向于使用色彩较

为简洁的同色系列。男性常穿着以蓝色、黑色和灰色为主的

服饰，而女性则通常更多地选择红色、紫色和蓝色。

（3）中老年的服饰设计中，大部分以植物、动物、文

字和几何形态为主题，但这种题材过于固定，显得缺少独特

性。在男性服装的设计中，单色设计相对少见，但在传统中

式服饰里，设计师会选择使用中国的吉祥图案和一些部分的

少数民族设计。而在家居服饰中，设计师也喜欢运用方格、

圆点之类的几何图案；在女装设计中，图案的选择相当多样，

如花鸟刺绣、字母的图案和格子纹路等都是常见的。

（4）这种面料的主要成分是棉、麻、丝等天然纤维，

它们在家居服装和内衣中尤为常见，而纯棉面料是其主要使

用方式。纯棉的面料不仅触感柔软和温暖，吸湿性也相当出

色，穿着起来非常舒适，并且没有刺激皮肤的问题，这几个

优点使其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喜爱。此外，某些面料还将混

入氨纶、聚酯纤维和锦纶等化学纤维中，以增强面料的柔韧

性、耐磨特性及形态稳定性。考虑到中老年人在心理及生理

上的特点，他们更倾向于在服装面料以及穿着的舒适度和实

际应用上与颜色、设计等因素相比给予更高的重视。

3.3 技术手段

伴随着我国近些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持续进步，我国

已经探索了众多与智能服装相关的关键科技手段。

（1）制造高智能纤维

在纺织行业的智能可穿戴技术中，具有功能性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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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感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嵌入在纺织品中

的智能导电纤维来连接，收集身体各部位的资料后，再将其

转化为电信号，传送给处理系统。根据导电纤维的主要组成

成分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纤维可以被分类为三个主要类

型：即金属导电纤维、有机高分子导电纤维和表面渗碳型导

电纤维。

（2）制作传感器的工艺

现代传感柔性部件被应用在智能衣物等可穿戴产品上，

尤其是为纺织穿戴产品。基于硬件单元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逐

步被柔性部件所取代，从而使得生产得到的智能可穿戴产品

表现得更为出色，与用户更加紧密地贴合。

（3）利用柔性技术进行供水

在智能可穿戴设备完成各种职能时，需要持续地供应

能源。超级电容器作为一个主要的功能部件，能够为智能可

穿戴织物注入必要的力量，并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高效能的储

能部件。

4. 中高龄防护服的应用推广

4.1 选择合适的试点区域

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近年来智能服装在各地区发

展的综合评估，我们认为具有较强实施可能性的地区有以下

四个：

（1）北京作为中国的中心及科技创新之城，在国内有

大量的智能服装相关企业和科研创新单位。在北京，众多知

名的智能服装公司设有其主要的总部或研究与开发中心。

（2）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枢，还是一个国际大城

市，同时也是智能服装制造公司的主要集散地。在上海，众

多国内著名的智能服装公司选择建立分支和研究开发中心。

（3）深圳不仅是中国的技术中心和电子制造的中心，

而且在此拥有很多的智慧技术企业，包括那些专门从事智能

服饰行业的公司。深圳特有的创新文化和供应链的优越性已

经吸引了众多智能服装行业的成长。

（4）杭州不仅是中国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科技的核心，

它还孕育出若干智慧服饰的公司。杭州丰富的创新生态与网

络资源已经为智能服装公司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4.2 争取政策法规支持

政府针对智能服装领域的未来发展表示了一定的扶持

与持续关注。下述是与智能服饰产业有关的几项规定：

（1）政府正积极地刺激企业增加对研发的资金支持，

从而增强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表现和能力。我们通过提供科

技创新资金、税务减免以及其他各类政策援助，来推动智能

服装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和广泛应用。

（2）对于智能服装产业，政府增强了扶持力量，利用

财政资金和人才培训等途径，进一步推进了产业的持续进步。

（3）关于标准化的工作：政府加大了对智能服装标准

制定及推行的力度，旨在提高智能服装的品质与安全，并确

保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4）在国际合作方面：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智能服装

行业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交流和合作，目的是加深与其他地

方和国家的互动，并推动智能服装产业朝着国际化方向持续

增长。

5. 结语

人口老化不仅是社会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也构成了未

来一段相当长期内我国基础国情的一部分，这一现象将对全

球经济和社会进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日

益增多的老年人群已逐渐转变为主要的消费者 [5]。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点的转变，他们的需求已从仅仅满

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追求更广泛的发展。因此，他们对“衣

食住行用”等日常产品和服务有着多层次、多维度的需求。

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慢性病患者的数量逐渐放大，以

及新的技术逐渐被采用，我们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未来将引

领健康管理和干预治疗新纪元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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