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化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指引

1 建设目标

1.1 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与效率，

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1.2 建设目标：构建一个集智能化、信息化、便捷化于

一体的智慧养老服务综合体，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

的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服务的高效、集约与可持续发展。

1.3 本指引从建设原则、基本要求、场所建设、服务内

容、服务开展、监督管理等方面对本市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提供具体指导。

2 建设原则

2.1 需求导向：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提供多样

化的服务，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护理服务、健康管理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2.2 智能化发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服务的

智能化水平。

2.3 资源整合：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和优化配置。

2.4 人性化设计：考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

提供舒适、安全、暖心的服务环境。

3 基本要求

3.1 网络要求

3.1.1 宜将无线网络覆盖整个智慧化养老服务综合体，



并符合GB/T 22239-2019要求。

3.1.2 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有关规定，建

设、运行、维护智能化养老服务相关系统，并按要求与政府

相关部门养老服务或公共服务信息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落

实互联网安全保护和信息安全技术措施，符合GB/T

35273-2020要求。

3.2 环境要求

3.2.1 应利用智能技术实时监测智慧化养老服务综合

体信息系统及相关智能化硬件设备，保障信息化系统、智能

化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3.2.2 应在室外区域通过视频监控设备，监测并记录养

老服务综合体的出入情况。

3.3 设施设备要求

3.3.1 应配备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在合理位置配置大屏，

实现对老年人入住管理、照护服务、安全监测、饮食管理等

场景信息化构建；针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例如：助餐，

社区活动，健康管理，家庭养老床位等场景进行信息化构建。

支持可配置化，对外提供API接口，内嵌标准工具集，可根

据智慧化养老服务综合体运营情况进行定制开发和设计。

3.3.2 应提供多元化、操作简单的适老化智能化设施设

备，满足老年人的智慧化养老服务需求。

3.3.3 设施设备应符合GB/T 36951-2018的相关要求。

3.3.4 应对各类智能化设施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养，确

保设施设备的安全运行。



3.3.5 对有意愿使用智能化设备的老年人开展护理照

料需求评估，依据评估结果配置可选项中的智能化设备。

3.4 人员要求

3.4.1 提供智慧化服务的工作人员应具备符合工作岗

位要求的文化程度、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有相应的从业资

质或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后上岗，能够对信息化系统、智能化

设备进行日常运维和操作培训。

3.4.2 相关工作人员应参加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培训，

确保能够熟练掌握智慧化服务的规范、流程和操作。

3.5 数据管理要求

3.5.1 应保存老年人信息、护理人员服务信息及机构运

营等信息，建立数据库，采取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手

段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安全性。

3.5.2 应建立数据信息安全保护机制和制度，通过智能

化技术保护老年人隐私数据，防止信息泄漏。

3.5.3 出入口视频监控记录保管期限应不少于90日。

3.5.4 应符合GB/T 35273-2020中数据安全的相关要求。

4 应用场景

4.1 智慧接待

4.1.1 应配置人群流量智能监测摄像头或其他智能设

备，统计每日到访人流量。对到访人流量可做到监测分析。

4.1.2 可选配体温测量、身份识别等智慧化门禁系统及

相应智能设备，自动识别来访人员信息，电子测量人体体温，

方便工作人员和探访家属进入，防止可疑人员非法进入机构、



权限外人员进入限制区域。

4.1.3 符合JGJ/T 484-2019中4.5的要求。

4.2 智慧评估

4.2.1 应配置相关专业评估软件及智能化技术，对老年

人的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能力、精神状态和感知觉与社会参

与度等方面进行入院评估、阶段性评估、即时评估。

4.2.2 应符合GB/T 42195-2022中4.2的要求。

4.3 智慧安防

4.3.1 应配置烟感报警器、电力脉象仪，可选配智能地

板、水浸、燃气报警器等监测设备，对智慧化养老服务综合

体实行消防监控，以及漏水、漏电、燃气泄漏等危险情况的

24小时自动报警和处理。

4.3.2 应编码归档安全设备，动态开展安全设备检修管

理。

4.4 智慧监护

4.4.1 应在老人房间内配置紧急呼叫报警器。

4.4.2 应配置防跌倒毫米波雷达，实时探测老人状况，

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智慧平台报警并通知工作人员到现场

进行处理。

4.4.3 可选配在老年人纽扣中植入RFID技术产品，实现

对老人的实时定位。

4.4.4 可选配在老人床侧放置智能地垫，实现对老人在

床、离床行为的监测。

4.5 智慧关爱



4.5.1 应配置智能养老机器人，满足宣传讲解、智慧监

控、语音交互、娱乐互动、无接触配送等服务。

4.5.2 可选配房间智能设备，支持家属通过视频等方式

对老人进行远程探视。

4.6 智慧照护

4.6.1 应配置多功能护理床，提升便捷化照护服务能力，

降低工作人员护理压力。

4.6.2 应配置毫米波体征监测雷达，通过探测老年人呼

吸、脉搏、睡眠质量等多项体征指数，对夜间安全及睡眠情

况进行实时监测。

4.6.3 应配置全自动防压疮充放气床垫，实时监测老人

卧姿睡姿，对压疮风险进行智能化预警。

4.6.4 可选配智能药盒，根据老人身体情况、服药情况，

对老人服药用药情况进行智慧化管理。

4.7 智慧健康管理

4.7.1 应建立老年人基本信息、健康评估、健康监测等

全链条的电子化健康管理档案，形成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报

告和健康报告。

4.7.2 可选配穿戴式、非接触式、无感式设备（包括：

智能体检设备、中医诊断设备、智能眼底筛查设备等），实

时或定时采集老年人的心率、呼吸、血压、体温等生命体征

信息，记录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自动发现指标异常并及

时提醒。

4.8 智慧健身康复



4.8.1 可选配器械可视化训练系统设备、言语认知训练

系统设备、数字OT系统设备、步态训练系统设备等，根据医

疗人员的评估和诊断，通过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化的康复辅

助器具，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肢体运动康复、视听力康复、

言语康复等服务。

4.9 智慧助餐

4.9.1 应配置智慧化点单机、结算设备，便利老年人自

助点餐、自助结算并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实时补贴优惠。

4.9.2 可选配智能化餐饮管理系统，制定符合糖尿病、

高血压、高尿酸症等慢病老年人饮食要求的食谱，实现智能

化营养搭配。

4.10 智慧延伸——居家上门服务

4.10.1 可选配便携式智能随诊包，居家智能监控硬件

等硬件，链接平台，提供线上结合线下的点单式服务。通过

智慧化养老服务综合体现有智能化服务平台及产品，将服务

延伸至更多的社区及家庭用户，为更多家庭带来智能化应用

的便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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