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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近10年国内外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的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CNKI知
网以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12年~2023年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根据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

相关结论：1) 在发表趋势方面，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领域的期刊发表数量大体呈现上升趋势，国外

发表数量显著高于国内；2) 国内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计算机、工业设计等领域，而国外更多集中于医疗

领域；3) 近年来在国内，助行器、助浴产品、智能穿戴设备等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适老化产品受到了

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在国外较受关注的方面有远程看护、智能住宅、数字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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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user experience (UX) i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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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product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over the past decade, this paper utilize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review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e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spanning from 2012 to 2023.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trends, the 
number of journal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UX in aging-appropriate products generally shows an 
upward tren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publication numbers abroad than domestically. 2) Domes-
tically, more research is concentrated in areas such as computer science and industrial design, 
while abroad, there is a greater focus on the medical field. 3)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aging-appro-
priate products targeting different elderly groups such as walkers, bath aids, and smart wearable 
devices have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while abroad, aspects such as remote caregiv-
ing, smart homes, and digital health are more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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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它影响着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同国家的老龄化

程度也有所差异，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据 2022 年世界人口数据展望报告显示(United Nations, 2022)，
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 2022 年的 10%上升至 2050 年的 16%，到 2050 年，东亚、东南亚、北美

洲及欧洲的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将超过 25%。在我国，据《“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显示，“十

四五”时期，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 20%。随着老龄化问题以及老年人消费能力的提

高，适老化产品加快推出。适老化产品是指专门为老年人设计或生产的产品，包括食品、保健品、日用

品、医疗器械、智能设备等(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等，2022)。用户体验是指人们对于针对

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品、系统或者服务的所有反应和结果，用户体验研究的深入可以指导适老化产品的

开发，确保这些产品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还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强他们的社会参

与感和幸福感。因此，用户体验研究不仅是适老化产品开发的关键，也是应对老龄化挑战、实现健康老

龄化的重要工具。 
现今，国内外已有不少针对适老化产品进行的用户体验研究。如刘卓等人(2015)从我国社会老龄化的

时代背景下老年人产品设计的现状，分析和了解老年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所具有的较于其他群体更为显著

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并结合交互设计的开放性设计思维，从用户体验层面进行设计研究进行分析，提出

未来用户体验角度进行老年人产品研发的 4 个关注点，并结合案例分析对其进行了解读。Moore et al. 
(2021)用定性系统综述以及元分析方法审查了 20 篇论文，综合了 349 名参与者(年龄范围：51~94 岁)的观

点，发现应该围绕用户建立一个支持结构，以培养动机，鼓励同伴参与，并适应用户的偏好。 
尽管近年来不少文献总结了有关适老化产品的研究成果，但大多只是在一个特定领域，缺乏对适老

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的发展状况以及研究热点的全面分析。故本文旨在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国内

外适老化产品的用户体验研究发展进行脉络梳理和热点总结，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应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进行分析。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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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t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

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

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对比于其他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融合了聚类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可用于探测和分析学科研究前沿的演变趋势、研究前沿与其知识

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研究前沿之间的内部联系(陈悦等，2015)。 
本次主要围绕国内相关文献的年度期刊发表数量、所属国家、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突现词及共被引文献等内容进行分析。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全面性，以及考虑到检索词的包含范围与检索结果的相关程度，本文分别在 CNKI

知网数据库中以检索式“(老年 + 老人 + 高龄 + 老龄 + 养老 + 适老) * (用品 + 辅具 + 产品) * (用户

体验 + 可用性)”以及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以检索式“((((TS = (elder* OR “older*” OR “aging*” OR 
“ageing*” OR “gerontology” OR “senile”)) AND TS = (“product*” OR “device*” OR “assistive device*”) AND 
TS = (“user experience” OR “UX” OR “UE” OR “UCD” OR “usability”)) AND DT = (Article)) AND LA = 
(English))”对 2012 年起始的相关文献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最终根据相关度进

行筛选、去除与主题无关的记录后，共得到中文文献 405 篇(包含期刊论文 97 篇、学位论文 304 篇)以及

英文文献 455 篇，并导入 CiteSpace 进行除重处理。 

3. 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 

3.1. 年度期刊发表趋势 

 
Figure 1. Annual journal publication trends 
图 1. 年度期刊发表趋势 

 
通过分析年度文献发表数量可以总结出相应的研究发展趋势(李贺等，2014)。本次主要是对国内外期

刊发表数量进行对比。由于检索时间为 2023 年，无法确定 2023 年完整年度发文数量，故此处仅对 2012
年~2022 年的年度发文量进行分析。在经过分析后，年度分布统计分析后如图 1 所示，可发现该领域的

发表数量大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国外发表数量显著高于国内。 

3.2. 国家分布 

通过对文献发表国家的分析可以帮助了解该领域中较为突出的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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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8)。由于中文文献来源均为中国，故此处仅对从 Web of science 所导入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得

到的国家分布以及机构排名分别如图 2、表 1 所示。 
 

 
Figure 2. National distribution 
图 2. 国家分布 

 
Table 1. Ranking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country 
表 1. 国家发表数量排名 

发表数量 中心度 国家 

97 0.41 USA 

42 0.22 GERMANY 

37 0.28 ITALY 

34 0.02 PEOPLES R CHINA 

34 0.25 ENGLAND 

31 0.22 SPAIN 

30 0.03 CANADA 

27 0 SOUTH KOREA 

23 0.05 AUSTRALIA 

20 0.06 NETHERLANDS 

 
其中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发表数量较多，而美国中心度较高，中心度越强，代表其影响力越

强(潘黎等，2011)。这侧面说明了发达国家对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这一研究领域更加重视。连线的数量及

颜色分别代表合作次数以及合作年份，可看出，该研究领域中，不同国家机构之间联系密切，近年来中

国与法国等国家有过合作。 

3.3. 关键词分析 

通过 CiteSpace 中的关键词共现功能可以提取出文献中的核心概念并进行显示(徐江等，2021)。本次

通过关键词共现得到国内外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隐藏去检索相关关键词，

得到的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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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omestic keyword distribution 
图 3. 国内关键词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keywords 
图 4. 国外关键词分布 

 
在除去与检索词相同的关键词以及含义相近的关键词后，对出现频次和中间中心性进行统计和排序，

数值从大到小位于前 10 的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Table 2. Domestic keyword ranking 
表 2. 国内关键词排名 

数量 中心度 关键词名称 

57 0.21 交互设计 

33 0.08 产品设计 

28 0.14 服务设计 

22 0.05 界面设计 

13 0.08 体验设计 

12 0.06 交互界面 

11 0.03 居家养老 

10 0.01 用户研究 

9 0.01 智能产品 

7 0.02 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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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oreign keyword ranking 
表 3. 国外关键词排名 

数量 中心度 关键词名称 

44 0.16 health 

31 0.08 care 

24 0.12 performance 

23 0.1 assistive technology 

23 0.07 acceptance 

20 0.08 management 

18 0.05 quality of life 

18 0.05 devices 

17 0.06 physical activity 

15 0.04 barriers 

 
根据对国内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后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总结相应

的现象和趋势。首先，交互设计、产品设计、服务设计、界面设计、体验设计和用户研究是用户体验设计

中常见的要素，这表明这些领域是我国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点方向，其中交互设计

与服务设计的中心度更高，说明这两个方面的设计受到的重视更多。其次，居家养老、智能产品、智能

家居以及空巢老人等相对较少出现的关键词，表明这些领域可能是国内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的新兴

或潜在的主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对于国外相关文献关键词的分析结果，Health (健康)、Care (护理)、Performance (性能)、Quality of Life 

(生活质量)等关键词表明，国外适老化产品的设计和使用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护理需求、功能表现和生

活质量密切相关；其次，Assistive Technology (辅助技术)、Acceptance (可接收性)、Management (管理)、
Devices (设备)等关键词反映了国外适老化产品对于技术特性、用户接受度、管理方式和设备类型等层面

的关注程度；而 Physical Activity (机体活动)、Barriers (障碍)等关键词指出了适老化产品对老年人的身体

活动等使用场景方面的关注。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所提取出的关键词均可以看出，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和多元化

的领域，涉及到不同的设计方法、技术手段和应用场景。 

3.4. 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主要是将彼此之间具有联系的节点进行整合并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标签词，通过对关键

词聚类进行分析，可对近 10 年国内外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领域主要的研究内容有更多的了解。CiteSpace
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在图中的左上角提供了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它可

以作为我们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据。一般而言，Q 值一般在[0, 1)区间内，Q > 0.3 就意味着划分出

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 S 值在 0.7 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若在 0.5 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

理的，本次所得到的结果中 Q 值(0.5151, 0.5393)以及 S 值(0.8314, 0.791)均高于标准，代表结果可信(陈悦

等，2015)。 
由国内的关键词聚类结果(见图 5)，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1) 界面设计和交互设计是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的重要方面，在研究中通常需要根据老年群体的

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以及他们的认知和操作习惯，设计出老年人易于使用、易于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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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界面。 
2) 服务设计和体验设计是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的高层次目标，需要从老年群体的情感、价值和

生活方式出发，设计出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服务和体验，这说明我国近 10 年来对于适老

化产品的研究不仅关注可用性层面，也关注到了情感体验层面。 
3) 行为惯常和新老年人这两个聚类体现了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的新趋势，需要关注老年群体随

着时代的行为变化以及老年群体的多样性，满足新老年人的特征和需求，探索更具创新性和个性化的适

老化产品解决方案。 
 

 
Figure 5. Domestic keyword clustering 
图 5. 国内关键词聚类 

 

 
Figure 6. Foreign keyword clustering 
图 6. 国外关键词聚类 

 
对于国外的关键词聚类结果(见图 6)，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概括： 
1) 聚类 Mobile Phone (移动手机)和 Mobile Application (移动应用)反映了国外适老化产品的用户体验

研究对老年人使用移动设备和应用的需求和难点有着一定的关注，如关注设备的易用性、手机应用的界

面操作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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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和 Wearable Devices (可穿戴设备)则体现了适老化产品的创新性和趣

味性，如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提供虚拟导航、娱乐互动等功能，或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提供紧急求助等服务。 
3) Ambient Assisted Living (环境辅助生活)和 Health Promotion (健康促进)则关注了适老化产品的人性

化和关怀性，如通过智能家居系统提供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或通过健康促进计划提供健康教育、运动

指导等活动。 
4) Measurement Guidance (测量指南)和 Interface Design (交互设计)则涉及了适老化产品的可用性和易

用性，如通过测量指南对产品进行评估，提供操作反馈、错误纠正等功能，或通过界面设计优化信息呈

现、交互方式等要素。 
这些关键词聚类说明了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旨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也反映

了适老化产品设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3.5. 时间线图及突现词分析 

 
Figure 7. Domestic timeline chart 
图 7. 国内时间线图 

 

 
Figure 8. Foreign timeline chart 
图 8. 国外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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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图可以根据文献的发表时间，将文献中的关键词显示在相应的位置上，并用连线显示文献之

间的引用关系，从而展示出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王愉等，2021)，而突现词是指在一组文献中频次变

化率突然增高、被引用频率突然增加的关键词汇(Zou & Sun, 2019)，这些词汇通常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相

关，有助于发现该领域的新兴趋势。 
时间线图可以使文献的关键词按照发表时间在相应位置上进行显示，同时用连线表示文献之间的引

用关系，从而反映出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王愉等，2021)，而突现词是指在一组文献中被引用的频率

突然增加的词汇，这些词汇通常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热点问题相关，可以帮助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Figure 9. Domestic emerging words 
图 9. 国内突现词 

 

 
Figure 10. Foreign emerging words 
图 10. 国外突现词 

 
结合时间线图(图 7)以及突现词(图 9)可得知，在 2012~2015 年期间，我国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

主要集中在交互设计和交互界面方面，探索如何提高适老化产品的易用性和可访问性；在 2013~2017 年

期间，随着智能手机、智能家居、娱乐产品等数字技术的普及，研究开始关注如何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

需求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在 2020~2021 年期间，研究转向了设计策略、心智模型、心流理论等理论

基础方面，探讨如何构建适老化产品的设计框架和方法。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助行器、助

浴产品、智能穿戴设备等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适老化产品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如林峰等人通过

对比国内外产品，在满足失能老人对助浴浴缸特殊性需求的基础上，从造型、色彩、材质、功能等方面

对浴缸进行研究，在满足老年人生理需求的基础上也满足其心理需求，做出适老化设计(林峰等，2023)。 
在国外，可根据图 8 中的时间线图以及图 10 中的突现词可得知，于 2012 年到 2015 年，适老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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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研究内容主要是如何通过 Health Care (医疗)、Rehabilitation (康复)、Telemedicine (远程医疗)等
领域，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于 2013 年到 2017 年，则主要关注 Perception (知觉)、Ambient 
Assisted Living (环境辅助)、Activity Tracking (活动追踪)等方面研究老年人的特点以及习惯，以便更好的

提供相应的生活辅助。近年来，Remote Monitoring (远程看护)、Smart Home (智能住宅)、Digital Health (数
字健康)等方面受到了一定关注，提升这些方面的用户体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老年人的安全监护和智慧服

务。Nebeker 等人(2021)为了理解参与者对移动医疗带来的挑战和问题的看法，考虑可能影响参与者接受

该技术的因素(访问、数据管理、隐私、风险)，并将这些因素纳入移动健康研究设计流程，为未来老年人

的移动健康研究提供了建议。 

3.6. 共被引分析 

当两篇文献被同一篇文献进行了引用时，则称这两篇文献为共被引关系(Small, 1973)。共被引图谱可

以反映一个科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并且其中中心性较高的节点可视为推动研究领域从一个视角向另一个

视角转变的关键节点(Chen, 2004)。由于 CNKI 数据库不支持导出文献引用数据，无法进行共被引分析，

故本次仅对由 WOS 导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对共被引为 5 次以上的文献进行显示后，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ranking 
表 4. 高被引文献排名 

第一作者 出版时间 中心度 被引数 标题 

Mercer K 2016 0.11 7 
Acceptance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Wearable Activity Track-
ers Among Adults Aged Over 50 and With Chronic Illness: A 
Mixed-Methods Evaluation 

Wildenbos GA 2018 0.01 7 Aging barriers influencing mobile health usability for older adults: 
A literature based framework (MOLD-US) 

Peek STM 2014 0.04 6 Factors influencing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for aging in place: 
A systematic review 

Lee C 2015 0.11 5 PERSPECTIVE: Older Adults’ Adoption of Technology: An Inte-
grated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Determinants and Barriers 

Smith A. 2014 0.03 5 Older Adults and Technology Use 

 
其中以 Mercer 等人(2016)发表的关于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的文献被引数及中心度最高，他们设计了一

项实验用于检查可穿戴活动追踪器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的可用性和实用性，发现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

年人，可穿戴活动追踪器被认为是有用且可以接受的，且新用户可能需要帮助支持以设置设备和学习如

何解释他们的使用数据。 
被引数同样为 7 次的 Wildenbos 等人(2018)发表的文献旨在加强针对老年人群的移动医疗设计，综合

了有关数字(健康)计算机使用的老化障碍的文献，并通过一个框架解释、绘制和可视化这些障碍与移动医

疗可用性的关系，确定了影响移动医疗可用性的四类主要老化障碍：认知、动机、体能和感知，为探索

老年人的老化障碍及其影响移动医疗可用性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确定了未来研究阻碍老年人移

动医疗使用的动机障碍的关键需求。 
其余 3 篇共被引文献主要与技术相关，其中 Peek 等人(2014)为了概述影响社区老年人接受支持就地

老龄化电子技术的因素，采用了混合研究的系统综述方法，发现大部分实验在预实施阶段的接受技术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对技术的关注(例如，高成本、隐私影响和可用性因素)、技术的预期效益(例如，增

加安全性和感知有用性)、对技术的需求(例如，感知的需求和主观健康状况)等；Smith 等人(2014)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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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大规模调查，对 65 岁或以上的美国人与其他群体之间、老年人群体内部之间的技术使用进行了独特的

探索，发现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或更富裕的老年人拥有相对丰富的技术资产，并且对在线平台的好

处也持积极态度，而另一类年龄较大、不太富裕、经常面临健康或残疾方面的重大挑战的老年人在身体

和心理上基本上与数字工具和服务世界脱节，除此之外，他们也在研究中总结了一些原因；这 3 篇文献

中中心度较高的文献来自 Lee 等人(2015)，他们通过整合各个领域的相关发现，确定了影响老年人对采用

和使用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看法和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价值、可用性、可负担性、可获得性、技术支持、社

会支持、情感、独立性、经验和信心，他们基于此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涵盖了老年人技术产品以及服

务中的使用和交付的社会背景和沟通渠道，以及当中体现的个人特征和技术特征。 

4. 总结与讨论 

4.1. 总结 

本文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技术，对 2012~2023 年间于 CNKI 知网数据库发表的 405 篇以及 Web of 
science 中发表的 455 篇与适老化用户体验研究相关的文献从年度期刊发表趋势、所属国家、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及突现词、共被引文献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索国内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领

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具体总结如下： 
1) 在年度期刊发表趋势方面，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领域的期刊发表数量大体呈现上升趋势，但

国外发表数量显著高于国内。 
2) 在国家与机构分析方面，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发表数量较多，其中以美国的中心度最高。 
3) 经关键词分析后，得知近 10 年该领域于国内的研究关键词主要有交互设计、产品设计、服务设

计、界面设计、体验设计、交互界面、居家养老、用户研究、智能产品、智能家居等，而国外的研究关键

词主要有 Health (健康)、Care (护理)、Performance (性能)、Quality of Life (生活质量)、(辅助技术)、Acceptance 
(可接收性)、Management (管理)、Devices (设备)、Physical Activity (机体活动)、Barriers (障碍)等。 

4) 经关键词聚类后发现近 10 年该领域的研究关键词在国内主要有界面设计、交互设计、服务设计、

体验设计、行为惯常、新老年人等聚类，而在国外主要有 mobile phone (移动手机)、mobile application (移
动应用)、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Wearable Devices (可穿戴设备)、Ambient Assisted Living (环境

辅助生活)、Health Promotion (健康促进)、Measurement Guidance (测量指南)和 Interface Design (交互设计)
等聚类。 

5) 通过结合时间线图以及突现词的整理后，发现近年来在国内，助行器、助浴产品、智能穿戴设备

等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适老化产品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在国外，近年来 Remote Monitoring (远
程看护)、Smart Home (智能住宅)、Digital Health (数字健康)等方面较受关注。 

6) 通过文献的共被引分析后发现，共被引数较高的几篇文献主要关注可穿戴设备、移动医疗、技术

的适老化等方面。 

4.2. 讨论 

根据对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结果，该领域的未来发展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 深化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 
基于本次分析结果，结合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可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和期望日益增加，而仅考虑功能

性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不能满足他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在设计、开发、评估和推

广适老化产品时，深化老年人的用户体验的提升，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一观点也得到了

许多学者的支持和证实(如窦金花等，2021；Lexie, 2019; Smith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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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国际合作和交流。从本次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发达

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数量和质量都显著高于国内，且研究主题和方法也更加多元和创新，我国学者可以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成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社区的讨论和合作，以促进该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例如，可以参考欧盟的环境辅助生活(AAL)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跨国合作项目，支持开发、测试和推广

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AAL Association, 2021)；美国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Aging and Technology Enhancement, CREATE)便是一个跨学科的合作项目，

其旨在通过技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涉及多种适老化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

子阅读器、健康监测设备等，同时也涉及相关的用户体验评估方法和工具(Czaja et al., 2018)。 
3) 关注新兴技术与应用领域的探索 
从本次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国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和突现词，如智能

穿戴设备、移动医疗、远程看护、增强现实等。这些新兴技术和应用领域为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提

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积极跟进这些技术和应用领域的发展动态和趋势，以及老年人对这些技

术和应用领域的态度和反馈，以便设计出更符合老年人需求和期望的适老化产品。例如，杨前华等人(2016)
针对老人日常出行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出了一套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老年人导航应用系统，他们基于增

强现实、语音识别等技术，通过适用于老人的交互与视觉设计，简化了老人在使用导航应用中的流程，

最后测试结果表明，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老年人导航应用系统简单易操作，可降低老人使用应用时的认

知负荷，提高老人导航出行的体验；Pires et al. (2023)评估了基于电视互动的老年人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

可用性，在通过 20 名老年参与者(64 岁以上)和 20 名对照组参与者对健康平台进行了系统测试后，发现

该解决方案都表现出很高的可用性和接受度。此外，我们也可以探索一些国内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技

术和应用领域，如智能化设计(马源鸿，邹广天，2020)、情感计算(Brom, 2018)等。 
4) 加强教育培训与社区建设 
加强教育培训与社区建设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定期开展教育和培训计划，我们可以帮

助中老年人养成使用智能产品的习惯，并解决他们在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此外，推动智慧社区

建设，可确保老年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社区可以通过组织多样化的相关文体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学习

和交流的平台，使他们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确保老年人在数字化转型中不被边缘化。 
适老化产品用户体验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有前景的研究方向，相信通过更多相关研究，我们可以为老

年用户创造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和舒适化的适老化产品，让老年人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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