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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对智慧厨房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分析，关注老年人饮食健康与社交需求，

设计服务于老年用户的智慧厨房饮食健康管理与社交产品系统。方法 分析智慧厨房设计发展现状与趋

势、老年人饮食营养健康研究现状，总结出智慧厨房系统的构成及智慧厨房适老性设计的不足；结合文

献调研与实地调研，对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征、认知和行为需求进行分析；通过用户访谈获取老年人的

心智信息，对类聚族群进行处理后完成老年用户心智模型的构建，为概念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在以上研

究基础上提出基于智慧厨房发展形势下的适老性设计策略。结论 对功能需求、交互行为、情感体验 3

方面进行探讨，提出适老化设计策略，设计出关注老年人饮食营养健康与情感社交需求的 APP，为智慧

厨房适老性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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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and Oriented Design of Intelligent Kitch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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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2.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Hangzhou 3100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tive aging, we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tread of smart kitche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etary health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n design intelligent kitchen diet health management and social product 

systems for elderly users.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lligent kitchen design, the current status of elderly peo-

ple's dietary health research, then summariz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ntelligent kitchen system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intelligent kitchen design. Combin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

acteristics,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needs of the elderly, obtain mental information of the elderly through user interviews,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ntal model of elderly user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ceptual desig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search, propose design strategies in the current smart kitchen development situation. We conclude 

that slip cue validity will also be affected by two asp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habits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 degree. 

Explore the three aspects of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interactive behavior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propose design 

strategy for aging. Designed an APP that focuses on the nutrition, health and emotional social needs of the elderly, pro-

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intelligent kitche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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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生活品质与精神需求等方面备受关注[1]。苏向

妮等研究发现目前老年人的饮食营养摄入问题较多，

致使营养性疾病患病风险增高，合理的饮食引导迫在

眉睫[2]。孙欣然等研究表明老年人存在孤独、焦虑、

失落等心理，对心理健康影响较大，精神关怀的注重

刻不容缓[3]。在老年人生理功能渐弱、慢性病频发、

心理需求迫切的情况下，适老性智慧厨房的设计通过

为老年人提供饮食决策，引导老年人合理膳食，从生

理方面提供饮食健康支持；通过智慧厨房创建基于饮

食的社交网络，为老年人提供社交娱乐服务，促进老

年人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饮食健康学习

与教育，提高健康意识，从心理方面给予情感支持。

适老性智慧厨房的设计将从生理和心理 2 个方面对老

年人产生积极影响，逐渐成为银发经济产业的重要部

分，在老龄化背景下关注老年人的营养饮食、健康教育

与情感需求，有利于推动积极老龄化的持续发展[4]。 

1  概述 

1.1  积极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首次提出，以健康、参与、保障为目标和

支柱，参与是核心内容，提倡老年人以积极的态度应

对生活，注重个体身心健康，旨在提升老年人的生命

生活质量[5]。老年人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健康的饮食习惯与日常锻炼、和谐的家庭环境与社交

圈能为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保障[6]。WOODS N F 等

认为健康老龄化的构成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

在个体健康的情况下探讨积极参与[7]。相关研究应从

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具有意义

的实践方案，从而进一步推动积极健康老龄化，积极

老龄化背景下的智慧厨房方案，见图 1。 
 

 
 

图 1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的智慧厨房 
Fig.1  Intelligent kitch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1.2  老年人饮食健康研究现状 

老年人在日常饮食中对营养关注度较低，且存在

膳食结构不合理，如奶类、水果类、蛋类摄入过低，

而盐、油等摄入过高；营养摄入不均衡，如摄入食物

种类单一等现象[8]。因老年人缺乏合理的营养管理，

且健康预防与保健意识薄弱，致使老年人患病风险增

加[9]。养老机构的营养配餐缺乏相关知识，膳食管理

效果低下；社区居家老年人饮食与健康个体差异性较

大，传统宣传教育模式无法达到健康饮食的目标。在

老年人饮食健康问题备受关注的情况下，HUNG L H

等将食物成分营养数据库整合到电子健康饮食和营

养评估系统中，为老年人创建饮食健康与营养管理平

台[10]。MA L 等为老人设计开发出营养菜单及营养管理

订购系统，通过智能化管理实现饮食的有效管理[11]。

PILLON C B 等研究了关于老年人饮食营养的 AR 应

用，以增强现实技术为老人提供健康饮食教育[12]。移

动应用主要提供了饮食、营养和健康管理相关功能，

包括健康反馈、健康饮食制定、饮食决策、跟踪饮食

与身体活动数据，根据老年人饮食摄入情况进行营养

评估与干预[13]。 

2  智慧厨房及其发展现状分析 

2.1  智慧厨房系统研究现状 

厨房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动空间，在科技化背

景下逐渐由单一的烹饪空间发展为集饮食、社交、娱

乐、休闲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空间[14]，厨房设计也朝

着智能化、可持续、情感关怀等方向发展。德国海蒂

诗公司从操作舒适度与功能布局方面优化用户体验，

并于 21 世纪初提出智慧厨房（Intelligent Kitchen）概

念，之后将其理念概括为“缩短操作距离、优化操作

流程、功能规划明确、空间布局合理”。奥地利百隆

公司提出“Dynamic Space”设计理念，从工作流程、

空间利用率与娱乐性方面对厨房进行设计研究；西门

子、三星、海尔等品牌以智能互联为主题，通过 APP

实现家电产品的智能化、远程化操控，厨房电器也逐

步向智能联动方向发展；方太发布的“御厨 1.5 代套

系”通过智能语音助手联动多款厨电产品，实现用户

与厨房之间的智能交互；美诺、惠而浦等品牌从嵌入

式厨房、整体化厨房方面进行探索，致力于为用户提

供沉浸式互动体验。现有研究与设计实践从整体厨房

外观、技术革新、智慧互联 3 方面，对智慧厨房的体

验性、多功能、智能化研究发展进行了探索，在实践

中不断丰富设计思路与案例，智慧厨房发展进程见图

2，发展现状见表 1。 

2.2  智慧厨房系统构成与服务 

智慧厨房的未来发展方向应以健康生活为核心，

不仅要关注空间布局与功能规划等使用功能，更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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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厨房智能化发展 
Fig.2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kitchen 

 

表 1  智慧厨房发展现状 
Tab.1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lligent kitchen 

品牌 产品/理念 介绍 展示 

嘉宝橱柜 智能美学厨房体验馆 以智慧科技、环保健康为主题的厨房体  验馆 

 

百隆 
“Dynamic Space”的厨房家居

设计理念 

优化工作路线，提高空间利用率，融入音视频、

网络多媒体的娱乐性厨房设计研究 
  

西门子 Home Connect 家居互联 
通过 APP 程序智能操控家电产品，实现远程化

操作 
 

惠而浦 嵌入式厨电 
联动物品存储、食材准备与烹饪等环节的沉浸式

互动厨房 

 

美诺 智能模块化灶台 SmartLine 整合常用烹饪手段的模块化嵌入式厨房 

 

三星 智能互联、AI 增强厨电 
智能菜谱（根据实际情况将食材价值最大化）与

食谱精确烹饪 
 

方太 御厨 1.5 代套系 
生活家居系统中联动多款厨电产品的智能语音

助手 
 

海尔 智慧互联 
通过 APP 程序实现厨电智能操控、收集身体数

据定制健康食谱 
 

美的 智能厨电一体化 
基于云端系统的移动设备与厨电互联互通，支持

智能烹饪与语音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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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使用过程中的人机交互行为、用户体验及情感交

互，智慧厨房家居系统见图 3。通过融入音视频、网

络多媒体的娱乐性设计，构建具有美食烹饪、情感交

流、娱乐休闲、学习办公等多功能的生活空间。基于

智能设备、物联网、人工智能、遥测感应等技术协助

用户使用厨房，如基于智慧互联的智能烹饪、远程操

控、远程教学，以及食物营养评估与推荐、食材订购

与配送、食物保存与检测、用户身体健康状况记录、

娱乐互动等功能，实现智慧厨房系统管理一体化，智

慧厨房系统构成见图 4。 

2.3  智慧厨房适老性设计的不足 

优秀的设计离不开对用户体验需求的满足，目前

智慧厨房发展起步不久，针对老年人的厨房设计研究

不够，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2.3.1  交互问题较多 

老年人在厨房使用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15]，包括

操作区间布局不合理，影响操作过程流畅性与便捷

性；操作台、橱柜尺度不适宜；橱柜空间取物不易、

照明元素匮乏；厨房外观设计死板，舒适性不足；烹

饪过程缺乏趣味性等，见图 5。对于助行器、轮椅老

年人而言，厨房的人机尺度、操作流程尤为重要。在 
 

智能设备使用过程中，易出现不会操作、误操作、操

作效率低下等现象；具体表现为不理解界面内容、操

作反馈不明确引起的操作失误。现有厨电设备操作界

面存在功能多样、交互过程繁杂、界面设计不合理等

问题，没有顾及老年人的技术接受程度。在老年人学

习能力有限、技术接受程度不高、能力退化的情况下

应简化操作流程、提升操作按钮识别性、多样化交互

方式并提供明晰的操作反馈，从而优化老年人厨房烹

饪体验。 
 

 
 

图 3  智慧厨房家居系统 
Fig.3  Intelligent kitchen home system 

 
 

图 4  智慧厨房系统构成 
Fig.4  Intelligent kitchen system composition 

 

 
 

图 5  厨房存在的交互问题 
Fig.5  Interaction problems in the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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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饮食健康研究不足 

目前针对老年人居家饮食、营养管理、饮食健康

的研究较少，李菁菁等调查发现老年人食物摄入种类

虽丰富，但膳食结构仍存在不少问题，见图 6[16]。张

春宏等调查结果表明老年人缺乏营养知识，且存在不

少营养误区，易形成不健康的饮食行为，而膳食质量

低下易导致贫血、超重、营养不良等营养性疾病[17]。

设计研究应对老年人健康需求进行深入分析，重视老

年人饮食健康问题，从饮食管理、营养评估与健康管

理等方面，加强饮食健康教育、提升营养知识水平、

优化膳食结构，引导老年人合理膳食。 

2.3.3  情感体验性不足 

厨房不仅是烹饪空间，更是生活空间，目前厨房

烹饪过程设计感不足，缺乏娱乐性及情感关怀。大多

数老年人在空巢情况下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孤独感，在

缺乏子女联系与情感慰藉的情况下，体验良好的饮食

烹饪与分享行为能促进老年人积极社交，通过饮食社

交网络的构建为老年人提供社会交流平台，满足老年

人的情感需求，突破传统厨房操作的孤独感。 

3  老年用户特征与心智模型构建 

适老性智慧厨房设计的目的是提升老年人饮食

健康水平、给予老年人情感关怀。本次研究深入了解 
 

分析了老年用户群体特征，通过老年人行为探究其饮

食健康与社交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结合用

户研究与心智信息分析构建心智模型，从而反应用户

的本质需求。 

3.1  用户特征 

3.1.1  生理特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机能与各方面能

力会有不同程度的衰退[18]，运动与呼吸系统的退化会

导致动作灵活性下降、反应力变慢、感知功能衰退等；

咀嚼能力下降、消化吸收功能衰退、代谢组织总量减

少及不良生理状态也会影响日常生活中营养的摄入、

消化和吸收[19]。 

3.1.2  心理特征 

我国大多数老年人心理问题较为严重，引起老年

人心理问题的原因包括缺乏家庭情感关怀所造成的

孤独感、生理机能衰退引起的自卑感及社交活动减少

导致的认同感缺失等，由此产生孤独、抑郁等消极情

绪及一定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20]。健康心理是保证老

年用户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良好的社交情况与社

会支持有利于保持老年人身心健康，排遣消极情绪。

智慧厨房适老性设计通过联动厨电设备，为老年人提

供饮食与健康交流学习平台，促进其社会交往，使厨

房成为社交活动场所，见图 7。 

 
 

图 6  饮食健康问题 
Fig.6  Dietary health problems 

 

 
 

图 7  智慧厨房社交功能 
Fig.7  Intelligent kitchen soc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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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用户心智模型的设计流程 
Fig.8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user mental model 

 

3.2  心智模型构建 

心智模型 [21]是用户行为过程中头脑内形成的模

式化概念，能协助个体了解和解释其行为和心理活

动。基于用户心智模型的研究，能更深入地探求用户

心智信息，包括认知情况、行为能力和需求[22]。基于

心智模型的设计流程如下：通过访谈与观察等用户需

求调研方法获取老年人心智信息；采用 KJ 法或卡片

分类法完成任务聚类分析；对类聚族群进行处理，完

成心智模型的构建，为方案设计提供认知基础；根据

构建的心智模型完成产品的概念设计，见图 8。基于

用户研究了解老年人熟悉的事物及习惯性操作，通过

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降低老年人学习成本，使界面与

操作贴近老年人的心智模型，通过测试迭代解决老年

人与已有产品操作的认知冲突点，见图 9。 

本次调研对象为成都市社区 55 岁及以上老年居

民，调研内容为老年人在饮食健康与社交过程中的心

理行为活动与需求，调研采用半结构式半开放式访谈

法，访谈涉及老年人基本信息、饮食习惯与烹饪需求、

智能设备使用情况、社交娱乐情况等。调研获取 32

份有效样本，结果显示 46%的老年人会通过手机或电

脑上网，了解时事新闻及联系亲友；48%的老年人患

有三高疾病，对食疗关注度较高。老年人会根据健康

情况对饮食进行少油、少盐等操作，较少关注营养搭

配等饮食健康需求，主要通过电视、报纸书籍和手机

获取营养健康信息。调研为了解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

情况，在访谈过程中观察老年人学习使用现有聊天、

购物软件过程，见表 2。通过观察分析可得知，老年

人在操作过程中会遇到生理能力下降所带来的困难； 

 
 

图 9  用户通过系统完成任务时的心智模型 
Fig.9  Mental model of users completing tasks  

through the system 
 

对于界面操作基本逻辑不熟悉；在学习与认知过程

中需要及时的帮助。基于调研内容提取出老年人需求

活动，建立树状图了解要素相关度，将相似的活动归

类形成小组，见图 10，最终形成 12 份心智空间，确

定心智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心智空间中食物烹

饪、食材购买与饮食疗养都与饮食相关，将其类聚为

“饮食烹饪”，最终形成“饮食社交”的心智模型，

见图 11。 

4  智慧厨房适老性设计策略 

在老年人的饮食营养与健康需求、心理需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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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软件使用过程及对认知和行为需求分析 
Tab.2  Software usage process and analysis of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needs 

测量任务 认知需求 操作行为 结论 

菜谱搜索过程（豆

果美食） 

视觉搜索、常识性

知识、经验 

动作控制：点击、

滑动 

手写输入 

菜谱首页分类繁杂，难以找到所需内容；图文教程学习使用不

方便，更倾向于语音指导、视频教程 

网络购物学习过程 

（ 京 东 到 家 买 菜 

过程） 

视觉搜索、常识性

知识、相关经验 

动作控制：点击、

放大、移动 

手写输入 

商家购物分类习惯与实体卖场一致，老人容易理解；菜单结构

宽，种类繁多，视觉搜索负担较重，浏览选择过程花费时间较

长；老人只会手写输入，购买任务完成影响较大；在线支付时

遇到的阻碍较多，改成货到付款后更易于老人理解和操作 

微信视频学习过程 视觉搜索、常识性

知识、记忆 

动作控制：点击 能力需求集中于视觉、认知能力以及记忆力；文化程度较低的

老人视频通话、发语音等操作重复几遍后能掌握 

游戏学习过程（中

国象棋） 

相 关 知 识 、 相 关 

经验 

动作控制：点击 界面简单，层级浅，游戏界面操控方式与真实情况一致；操作

无声音反馈，老人在点击棋子时会加大点击力度 

 

 
 

图 10  饮食与社交心智信息 
Fig.10  Diet and social mental model information 

 

 
 

图 11  老年用户饮食与社交心智模型 
Fig.11  Diet and social mental model of elderly users 

 
备使用行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现有智慧厨房发

展形势下适老性设计策略。 

4.1  功能需求适老化 

以用户需求为目标，深入洞察老年用户的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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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确保产品适用于老年群体。对老年群体进行细

化研究，包括操作行为习惯、饮食习惯、健康特征、

智能产品适应能力等。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学习能力、

认知程度、技术接受程度，精简产品功能，使之容易

理解和接受，保证操作过程的简单性、易用性。适老

性智慧厨房可根据老年人营养健康需求，在烹饪系统

中加入电子菜谱、视频教学、智能语音提醒等功能，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4.2  交互行为适老化 

在老年人身体灵活性下降、反应力变慢的情况

下，通过应用智能技术、优化产品操作方式等辅助老

年人的交互行为。针对感官功能衰退的老人，从设计

中利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形成感官功能之间的互补，

包括强化产品可读性，如高对比度色彩；触感震动反

馈、温度变化；听觉语音信息引导，操作声音反馈等。

利用多感官联合操作减轻老年人的生理负担，如语音

操控与触摸按键联合控制。交互过程中让老年人根据

直觉、操作习惯和生活经验自然地使用产品，减轻学

习成本与记忆负担，简化操作形式，使交互过程简单

便捷。如厨房设计中的橱柜辅助灯光、厨电单手化操

作方式、厨房空间自适应调节等，优化障碍人群交互

体验。 

4.3  情感体验适老化 

情 感 交 互 能 在 交 互 过 程 中 为 用 户 提 供 情 感 满 

足[23]。情感化设计需从人机互动上优化老年人的体验

性，从人际交流互动上为老年人创建情感体验情境，

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流。人机交互在语音、体感等自

然交互的基础上，赋予厨房系统情感化特征，从技术

上考虑识别老年人的表情、语音情感及肢体行为情

感，通过情感传递与老年人建立亲密互动[24]；以及通

过仿生文化设计、系统化设计营造体验情境与趣味烹

饪环境。人际互动关注老年人的人际交往需求，以智

慧厨房为媒介，为老年人提供厨房交流、协同操作平

台，创建基于饮食健康交流的老年社交网络，形成线

上人际互动模式，使子女共同参与，促进老年人与家

人朋友之间的交流。 

5  设计案例 

基于老年用户的心智模型，挖掘可能的设计机会

点，结合原型设计相关知识获得饮食管理与社交系统

设计的主要素，设计出适用于智慧厨房的饮食管理与

社交应用。设计以信息框架图讨论产品结构，以线框

图的形式讨论页面内容，见图 12。设计考虑到老年

人的使用需求，界面设计尽量简洁，颜色采用白或浅

灰色调；界面信息传达中，采用 14~16 磅字号能达到

最佳可读性[25]；交互设计要遵循流程简单、导航清晰

的原则，降低老年人的记忆与学习成本，如简化界面 

 
 

图 12  功能界面结构 
Fig.12  Function interface structure 

 

层级深度，突出导航设计，加入情感元素或熟悉元

素等。 

饮食健康与社交 APP 基于老年人健康情况推荐

饮食，根据菜单进行食物订购和烹饪教学，同时配合

厨房智能设备进行远程操作，烹饪完成后通过饮食分

享促进老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主要功能包括：老年

健康情况收集、饮食营养评估、个性化健康营养菜谱

推荐、一键食材配送与云种植体验、健康知识学习与

认知游戏、美食分享。通过个性化饮食方案及适合老

年人身体健康特点的饮食和营养干预模式达到饮食

营养摄入合理、促进身心健康的目的。 

设计邀请 5 名老年用户对原型 APP 进行可用性

测试与评估，评估采用可交互原型软件，并在过程中

给予适当的引导和帮助，在测试过程中观察老年人使

用问题。基于可用性测试得出，原型中菜谱浏览与烹

饪学习过程完成良好，但健康社区与认知游戏功能步

骤偏多；健康知识游戏缺乏反馈，无法中途退出；导

航图标指示性不强，APP 的容错性、信息展示效果及

错误提示等有待提高。针对可用性测试中的问题，迭

代设计中加入认知游戏视觉反馈与退出选项；优化底

部导航图标及说明标签；改进社区导航，简化健康视

频浏览层级深度等，见图 13，对方案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最终确定界面原型方案并完成饮食与社交适老

性系统研究，界面原型，见图 14。 

6  结语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适老性智慧厨房的需求愈加

迫切。本文分析总结出智慧厨房研究发展现状及趋

势，从智慧互联平台、生活厨房、健康大数据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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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界面迭代 
Fig.13  Interface iteration 

 

 
 

图 14  APP 界面原型 
Fig.14  APP interface 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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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厨电 4 方面构建了智慧厨房系统。指出现有智慧

厨房设计中的问题，包括使用交互问题多、饮食健康

研究不足及情感体验不足等。文中基于老年用户心智

模型构建获取饮食与社交系统设计机会点，并提出智

慧厨房适老性设计策略，设计出引导老年人合理饮食

与社会交流的应用 APP。本文为老年人提供了健康饮

食与情感社交的需求服务，为后续研究智慧厨房适老

性设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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