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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老年人卫浴行为的本质需求，获取该群体卫浴行为的共性及差异性特征。同时将智能

技术与卫浴产品结合，引导人机交互向更加便捷、合理、自然的交互方式演变，以适应老龄化需求，提

升老年人对卫浴空间的使用体验。方法 采用行为观察法研究老年人淋浴、如厕的行为模拟过程，主要

关注其行为流程、模式及对卫浴产品的使用情况。分析用户的卫浴行为方式和典型动作姿态，归纳和总

结出卫浴产品的适老性、智能化设计策略，用以指导设计实践。结论 将行为研究作为用户需求投射到

产品属性的媒介来引导设计方向，不仅可以反映用户的使用习惯和操作特点，而且有助于直观有效地探

寻用户行为过程中的直接和潜在需求，以设计出顺应用户行为逻辑、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的产品，提升产

品属性与用户需求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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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ging-Appropriate Intelligent Bathroom Products Based on Us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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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essential needs of the elderly’s bathroom behaviors, and to obtain the com-
monality and differential needs of this group’s bathroom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ims to combin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sanitary products to guide th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o evolve into a more convenient, reasonable 
and natural interaction mod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enhance the use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in the bath-
room space. Behavioral observ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 behavioral simulation process of going to shower and 
toilet in the elderly, mainly focusing on its behavioral process, mode and use of bathroom products. Then, the user’s 
bathroom behaviors and typical postures were analyzed, the aging appropriate and intelligent design strategy of bathroom 
products were summarized to guide the design practice. Projecting behavioral research as user requirements to a medium 
of product attribute not only reflects the user’s usage habits and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elps to effectively 
and intuitively explore the direct and potential needs of the user’s behavior in order to design product in line with behav-
ior logic and using habit of users and improve the matching of product attributes and user needs. 
KEY WORDS: the elderly; aging-appropriate; user behavior; smart bathroom 

在老龄化日渐加剧及智能科技迅速发展的双重

背景下，社会各界逐渐开始关注老龄化问题[1]。卫浴

产品作为居家生活的必需品，其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

到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而当下老年人卫浴产品的适老

性设计尚不成熟，安全防护性差、操作不便利、设计

简单粗陋、智能化程度低，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老龄

化需求[2]。本文通过分析用户执行如厕、淋浴两项卫

浴活动时的行为方式、动作姿态特征来提取用户需



126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9 月 

 

求，定性总结出针对三类用户群体的适老型卫浴产品

设计策略，为适老型智能卫浴方案设计实践提供理论

支撑和设计方向指导；提升卫浴产品的适老性，并吸

引更多的设计人员来关注“老龄化需求”，加强对老

年人这类特殊群体的人性化关怀设计。 

1  研究背景 

1.1  行为定义及产生 

行为是生物体受内在需要与所处环境的综合作

用而诱发的活动、反应[3]。因此，行为可以被认为是

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连续性的行动

状态。 
按心理学定义，需要引发动机，动机驱使目标产

生，并驱动行为产生以达到目标[4]。之后主体产生新

的需要，驱动新的行为过程，需要、动机、行为模式

见图 1。 
由行为的产生过程可以发现，需求引起动机进而

导致行为产生。在“人—机”环境中，用户需求通过

用户行为得到满足，用户行为也体现着用户需求。 

1.2  卫浴行为的研究现状 

目前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用户行为与卫浴产品的

交叉研究。其中，金炜凯[5]围绕三大主要卫浴活动，

归纳和总结了主体的主要行为类型。然后，以卫浴产

品的通用设计为目标，得出了相应行为障碍的应对策

略。Chen Ming-Shih[6]通过分类观察老年人在不同居

住类型中模拟实际使用浴室时的场景，并辅以深度访

谈发掘老年人身体退化对浴室行为的影响，突出卫浴

空间中需要改善的问题点，产品功能及空间布局设

计。王嘉[7]首先分析了用户执行日常卫浴活动的行为 
 

 
 

图 1  需要、动机、行为模式 
Fig.1  Needs, motivation, behavior pattern 

 

内容，其次以用户行为为突破口，分析操作行为中的

痛点并载入智能技术。最后，通过设计实践验证了该

流程方法的可行性，指出将用户行为、智能化技术与

卫浴产品三者有效合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提升卫浴

产品与用户行为的匹配度。 

1.3  用户行为的研究方法 

王方良等人 [8]基于用户的使用行为习惯和思维

行为习惯研究，构建了行为习惯研究模型，并论证了

基于用户行为研究的产品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

改善用户行为习惯。Tae Seung 等人[9]利用照片日记

法收集用户行为信息，并借助家庭环境中与用户紧密

相关的上下文（用户、时间、空间、环境和对象），

通过研究多用户与多对象，一个用户到多个对象以及

多用户到一个对象等的关系，来分析用户在家庭环境

中的行为。周力，聂桂平[10]让用户模拟在实际环境中

的行为活动，从行为五要素（人、物、环境、信息、

服务）角度展开用户行为研究，将用户的潜在需求透

明化。 
在用户行为与产品设计的交叉研究方面，大多学

者通过对用户行为特征的提取、分析直观反映用户的

本质需求。在行为研究方法中以行为观察法、基于任

务的情景分析法为主，辅助以用户访谈法。 

2  老年人卫浴行为导向研究方法与流程 

用户与产品间的“交互”体现在人对产品的使用

过程中，因此，用户与产品间的交互行为包括用户从

接触产品开始到完成交互的过程中所有动作的集合。

分析研究交互动作的共性及差异性，借以引导、改善

交互过程中的用户行为，实现用户与产品交互行为过

程的合理化。 

2.1  行为的分类 

行为因研究领域不同，其分类有所差异，本文从

设计角度将行为分为感知行为、操作行为，见表 1。 
感知行为和操作行为在实际行为中同时产生，认

知行为是主要以语言和视觉方式表现出来内在思维

与感知的过程，而使用行为则表现为一系列显性的操

作动作，行为的分类与具体表现形式见图 2。 

 

表 1  行为的分类及描述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behaviors 

行为类别 行为类别描述 

感知行为 
又称认知行为，外界信息经由人体器官的认知处理，形成信息反馈并指引用户完成操作任务。认

知行为难以直观捕捉，可通过访谈形式让受访者以语言和视觉方式表达出来。 

操作行为 
又称使用行为，以手部的操作行为为主。使用行为具有外显性和规律性，是能直观反映用户需求

的外在动作。研究卫浴操作行为的规律性，可借以指导卫浴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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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行为的分类与具体表现形式 
Fig.2  Classification and specific expression forms of behaviors 

 

 
 

图 3  卫浴产品行为导向设计流程 
Fig.3  Behavior-oriented design process of bathroom product 

 

2.2  行为研究方法与研究视点 

1）研究方法与研究视点由于如厕、淋浴等卫浴
活动的隐私性较强，笔者采用行为观察法研究老年人
的如厕、淋浴行为过程，主要关注其执行不同卫浴活
动时的行为流程、模式及对卫浴产品的使用情况，收
集记录其行为表现。为后期分析提炼老年人的卫浴行
为特征，得出客观性的结论，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和
图片资料。老年人卫浴行为过程中动作姿态变换复
杂、频繁，本文选取了行为方式、动作姿态以及使用
者即行为主体作为老年人卫浴行为的研究视点，见表 2。 

2）行为导向研究流程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和研究 
 

视点，本文基于用户行为的研究流程见图 3。 
产品设计的本质是借助相关设计手段来获得与

用户需求相匹配的产品属性。以如厕、淋浴行为的提

取分析为例，详解用户卫浴行为的研究过程。 

3  老年人卫浴行为导向研究 

以如厕、淋浴行为研究为例，通过卫浴行为模拟实

验，记录被试完整的行为过程。通过其行为特征分析，

突出老年群体对卫浴产品需求的共性与特异性。最后，

总结卫浴产品的适老性设计策略，引导后续产品设计。 

3.1  行为观察研究实验 

3.1.1  研究对象 

依据《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中对老年人的划分

依据及介助老人的辅助器具类型差异，本文将研究对

象定位为自理老人、助行器老人和轮椅老人，此三类

老年人覆盖了大部分老年群体，且在行为能力和生活

状态上均具备一定的类型划分性，便于突显行为和需

求的共性及差异性。 
本 次 行 为 观 察 实 验 在 江 苏 徐 州 共 邀 请 十 二 名

60~70 岁的老年被试，每种障碍类型老年人各四名，

其中男女各两名。 

3.1.2  实验描述 

研究者准备好一个物品器具摆放整齐的卫浴空

间。实验前，让所有被试在 30 min 内熟悉相关物品

的存放位置、功能配置，相关产品的操作方式。另外，

将相机固定在卫浴空间外斜 45处，为视频资料的录

制做准备。 
实验过程中要求每位被试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

依次模拟日常如厕、淋浴活动的完整行为过程，部分

被试的视频截图见图 4。 

表 2  卫浴行为研究视点 
Tab.2  Views on bathroom behavior research 

研究视点 描述 
行为主体（使用者） 在不同障碍类型的使用者之间找到结合点，提升产品对人群的多适性。 
行为方式多样性 从被试多样化的行为方式中提炼行为特征的共性及差异性，发掘新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并通

过设计使其合理化。 
关键动作姿态 通过关键动作姿态的提取与分析，明确产生操作障碍与危险的位置和辅助需求。 

 

 
 

图 4  部分被试的视频截图 
Fig.4  Video screenshots of som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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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实验访谈 

实验结束后，主试者对被试进行访谈，对实验中

出现的个别现象作深度挖掘，进一步验证观察结果，

便于剔除偶然的少数行为，得出较有规律性的行为特征。 

3.2  用户卫浴行为特征分析 

首先以行为方式分析为研究视点，探讨分析其行

为过程中的障碍点与相应的需求，最后提取行为过程 
 

中的关键动作姿态细化分析。 

3.2.1  行为方式分析 

1）如厕行为方式分析。通过卫浴行为观察、现
场记录及图像分析，三类被试典型的如厕行为方式见
图 5。如厕行为需求的共性与特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第一，三类被试弯腰掀起盖板动作均有不便，
助行器老人在弯腰掀起盖板时单手支撑身体平衡，上
体前倾，易造成重心不稳而摔倒。另外，此动作要求 

 
 

图 5  三类老人如厕行为方式 
Fig.5  Three types of the elderly’s way of going to the 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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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便器至少一侧为轮椅老人预留足够空间来尽量靠
近坐便器，以避免极力前倾发生事故。第二，冲水按
钮设置在坐便器后侧，如厕后需要转身才能完成冲洗
操作，对于助行器、轮椅老人来说，整个过程动作不
够顺畅，且坐便器周围应留有足够空间供助行器老人
置身和轮椅回转。第三，坐便器两侧扶手最好可折叠
收起，以便于助行器老人和轮椅老人靠近掀合盖板，
同时也便于助行器老人取放助行器。第四，两侧扶手
长度应可调节。轮椅靠近坐便器前端时需留有一定的
落脚距离，这样上体需要前倾双手才能触及扶手。因
此，扶手前后长度可调节可避免轮椅后翻，增加安全
性。第五，扶手高度最好可调节。高度固定式的扶手，
其高度无法同时兼顾三类老人的差异化需求，设计高
度可调节的扶手能够适应不同障碍类型用户的差异，
提升辅助产品的易用性。 

2）淋浴行为方式分析。与如厕活动流程相比，

淋浴活动除了同样的起坐、移位过程外，主要多了一

些繁杂的肢体清洁动作，针对淋浴行为方式此处不再

重复展示，仅进行详细的分析。淋浴方式可分为站姿

与坐姿两种方式，自理型被试淋浴过程中动作转换较

丰富，整个过程中因身体体质力下降，大部分时间以

坐姿淋浴为主，为方便清理身体个别部位，偶尔伴有

站姿淋浴姿态。同时也发现，整个淋浴过程中涉及了

弯腰、转身以及各类姿势变换等，失衡，重心移位，

手部、脚底打滑现象发生率较高。此外，部分被试因

卫浴空间内配置的扶手高度以及左右宽度与自身不

适用，以致行为过程中危险性和动作完成困难度大大

提升。 

3.2.2  卫浴行为典型动作姿态 

基于三种障碍类型老年人的卫浴行为方式分析

及行为特征的动作拆解，归纳总结出三类被试在执如

厕、淋浴两项主要卫浴活动时的典型动作姿态，见图 6。 
依据图 6 典型动作姿态，将卫浴行为动线与行为

动作姿态结合，共同表现用户的卫浴行为特征。两项

行为流程中主要包含了站坐转换、弯腰前倾、单手操

作等多种动作姿态间的变换，将动作变换困难的位

置，以定位点的方式加以标注，具体辅助需求见图 7。 

 

 
 

图 6  两项卫浴活动典型动作姿态整理 
Fig.6  Typical user postures of two bathroom activities 

 

 
 

图 7  行为动线及动作姿态整理 
Fig.7  Movement lines and action pos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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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验访谈 

透过对十二位被试的实验访谈，进一步了解他们

执行典型行为动作时的心理表征、行为痛点与期望改

善的问题等。最终主要归纳出下述思考重点。（1）被

试淋浴后地面湿滑，部分被试将毛巾置于脚下防止打

滑。（2）被试掀合盖板过程中，弯腰幅度过大，造成

腰椎、背脊肌等部位不适。（3）卫浴空间无淋浴椅，

多数被试会以合上盖板的坐便器充当暂时 性的淋浴

坐具使用。（4）被试常因卫浴空间内部灯光不足产生

视觉上的认知障碍，导致行为动作不流畅。（5）现有

扶手多以不锈钢材质为主，可抗潮且较耐用，但是在

冬天使用时较为冰冷。（6）坐在坐便器上拿起花洒进

行淋浴，由于花洒的高度较高，拿取较费力。（7）老

年人夜晚从暗处走向亮处时易引起眩晕。 

3.4  卫浴产品适老性设计策略 

1）感官代偿设计。即结合多种感官通道对信息

进行综合反馈，以弥补单一感官通道对信息的接受障

碍[11]。结合感官代偿法，以视、听、触觉多通道反馈

同一信息，提升卫浴产品使用的容错性和灵活性[12]。 
2）行动转嫁设计。即将人的行动任务分配给产

品和环境[13]。通过分析行为流程，将人的行为任务适

度分配给产品和环境，能有效减少行动障碍者的行为

负担。 
3）可调节设计。以可调节设计来适应不同个体

之间人机交互尺度的差异性，如坐便器高度、台盆高

度的可调节设计能够提高产品的适用性。 
 

4）辅助性设计。执行卫浴活动时，下肢与躯干

则主要为上肢完成各项卫浴活动而提供行走、站姿、

坐姿、站坐姿转换、弯腰等肢体协调动作。由于老年

人平衡能力、移动能力、协调能力等各项身体运动机

能下降，需要对其下肢与躯干施以平衡、支撑等辅助

性设计。 

3.5  适老型卫浴产品的智能化特征 

将智能化设计应用到老年人卫浴产品中，能更好

的满足老年人对卫浴产品的多样化与特殊性需求，适

老型卫浴产品的智能化特征见表 3。 

4  老年人如厕淋浴空间设计实践 

基于前文行为研究，适老型智能卫浴产品主要功

能定位与设计面向的对应关系，见图 8。 
设计方案展示见图 9。如厕淋浴整体设计方案见

图 9a。该方案设有坐姿和站姿两种淋浴方式，为自

理老人提供可选择性的同时，方便助行器和轮椅老人

以坐姿淋浴，实现了使用方式多适性的设计目标。在

坐姿淋浴方式中，坐便器盖板关合状态下发挥淋浴椅

的作用。同时，为消除坐姿淋浴过程中身体湿滑走位

等安全隐患，盖板顶面采用防滑材质，并设有防滑纹

理。座面还可实现恒温加热，提升使用的舒适感，见

图 9b。此外，座便器可智能识别人体，自动开合，

避免老年人弯腰开启坐便器盖板的不便性。针对个体

差异，坐便器座面高度可在 430~500 mm 范围内升降

调节，见图 9c。 

表 3  适老型卫浴产品的智能化特征 
Tab.3  Intelligent characteristics of aging-appropriate bathroom products 

智能化特征 特征描述 
可选择性 以不同的产品形式适应不同的行为特点，并提供可自主选择的空间。 

直观导向性 适老型卫浴产品的智能化设计需具备清晰、明确的方向性，简化操作过程。 
安全感和安全性 保障老年人日常卫浴活动的安全性的同时，消除其不安全的恐惧心理。 

易操作性 易操作性是卫浴产品适老性设计的重点，利用智能化技术简化操作形式与流程。 
尺度适宜的细部设计 老年人卫浴产品更应当考虑细部的尺度设计，以提高老年人操作的精准性。 

人机互动性 注重感官系统和行为上的人机互动。 
 

 

 
 

图 8  功能定位与设计面向的对应关系 
Fig.8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design orientation 

为了保证老年人淋浴和如厕的安全性、便利性，

依据老年人生理特点及行为辅助需求，在坐便器两侧

设有可调节的辅助扶手。老年人淋浴、如厕时，可借

助坐便器两侧的安全扶手，利用手部来辅助与支持身

体起坐、移位、变换姿势，协助平衡，提供心理安全

感及防护等作用。两侧扶手距坐便器中心的距离、长

度以及所处位置高度均可在一定范围内自行调节，即

可根据个体差异调节至舒适的交互尺度，见图 9d。 
地面设有防滑监测地垫，除防滑外，可实时监测

使用者的常规生理数据，如体温、血压等，并对使用

者的健康状况作出评价，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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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设计方案 
Fig.9  Design scheme 

 
柔光灯带可缓解老年人夜间如厕时的明适应过程，能

智能识别人体感应开关。此外，淋浴时可进行背部的

保健性按摩与理疗，见图 9e。 

5  结语 

本文以三类老年用户的行为方式和动作姿态为
研究视点，提炼用户卫浴行为特征、需求的共性和差
异性，从中总结归纳适老型卫浴产品的设计要点与策
略。最后，以卫浴产品的适老性、智能化设计策略指
导设计实践。反之，以设计实践验证整套设计方法流
程的可行性，也为后续适老型卫浴产品及其相关领域
提供了实践参考。从行为层贴合最大化，到需求层设
想前瞻化，逐步实现交互层的自然合理化，为适老型
产品相关领域提供设计参考。后续研究可以尝试运用
生理数据测量、数理方法等途径对用户行为进行量化
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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