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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能化系统设计原则 

2．1 策划 原则 

为满足用户生命安全和生活安全的重点 

需求 ，局部做重点设计 ；其余可 以适当弱化 ， 

避免智能化设计各科 目均等化。 

整体社 区智能化策划要为居住在社区的 

老 年居 民提供生命安全 的保障和开放式生活 

的氛 围，社区的治安安全和老人 的财产安全 

则不是社区智能化策划的侧重方向。 

因此 ，应 围绕老年人 的生命安全需求和 

独立生活需 求来布置相应的智能化系统 ，其 

余 如周界 防范 系统、巡更 系统 、门禁系统、 

可视对讲 系统等则可以省略。 

2．2 核心功能和构成 方式 

根据老人 的生命安全需求和独 立生活需 

求，将智能化 系统可 以提供 的功能 由高到低 

分为几个层次 ： 

(1)最 重要的是 医疗救护 系统。该系统 

提供老人 日常紧急医疗救护服务 ，为老人的 

生命和生活安全提供 24小时保障。 

(2)其次是安全保 障系统。该系统 为老 

人 日常活动提供全方位 的监控体系 ，保 障老 

人的正常生活安全 ，同时 为医疗救护 系统提 

供辅助支持。 

(3)再 次是舒 适体验 系统 和残 障专设 ， 

该 系统 旨在用智能化 系统进行智能 化设计 ， 

为居住在楼宇 内部的老人提供更加舒 适的居 

住体验。该 系统 为可选系统，应根据成本造 

价综合考虑。 

2．3 服务特 色 

(1)社 区整体特 色 ：24小 时持 续看护 ， 

如有突发事件 ，2～4分钟得到医疗救护响应。 

(2)楼宇整体特色 ：无缝隙、无 死角公 

共区域监控 ，保障老人生活安全。 

(3)居室及公共空间特色 ：智能化通信 ， 

让居1'5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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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 殊 设备特 色 ：残疾 人专 享按钮 ， 

轻松体验高 品质生活。 

3智能化系统核心功能说明 

3．1 急救~'T'-Pq系统设计要点 

急救 呼叫系统是 整个 智能化 系统 的重点 

设计功能，该系统维 系着老年居民的生命安 

全保 障。急救 呼叫系统 由无线紧急 呼叫器、 

拉绳式紧急呼叫器 、护士站接收器、视频监 

控探头、电话(对讲器 )、工作人员接收器组成。 

急救呼叫系统的作用是 ，当老人发出求救 

信号后，2～4分钟之内便有专业人士可以到场 

救援 。 

3．1．1 室 内 

(1)住户可 以从任何地点激活佩戴在身 

上的无线报警装置 ，如倒地后触发拉绳式 紧 

急呼叫器。 

(2)激活报警装置 ，发送无线信号到 卧 

室的私人电话 中。 

(3)由私人电话将急救信 号发送至服务 

台及值班人员的电脑及对讲机。 

(4)服务台及值班 员̂接到求救信号后，住 

户电话直接转入免提状态，开启双向沟通功能。 

(5)员工的接收设备 ，可显示住户单元号 、 

姓名及其他相关信息。 

3．1．2 公共空间 内 

(1)设置永久激活无线报警装置 ，在 关 

键部位设置拉绳式紧急呼叫器 (例如卫生问、 

浴室 )。 

(2)激活拉绳或用户身上 的无线报警装 

置发 出的信号后 ，由接收器 接收并发送给服 

务 台或值班人员。 

(3)值班人 员接收设备显示 的名称和位 

置登记信号最近的装置 (例如图书馆、餐厅 、 

单元、走廊等 )。 

3．1．3 室外 

(1)在室外 ，居 民无线报警装置通常被 

佩戴在身上。 



 

(2)无线警报激活装置通过发射 器发送 

信号给携带接收器的员工。 

(3)接收人员可 以确定信 号发出的大致 

区域。 

3．2 出入 口监控 系统 (漫步 报警 ) 

楼宇 出入 口是智能化系统进行人员管理 、 

安全防护 的重要部分 ，是保证老人生活安全 

的重要位置。楼宇出入 口智能化系统由老人 

进出 门记 录器 、漫步报 警系统 、残疾人出入 

按钮组成 ，该系统还可 以与视频监控、火警 

系统互动 ，为老人 的日常活动提供安全保 障 

和生活便利。 

3．2．1 居室 门 

(1)门上设置 的开 关记录器可 以记录每 

天公寓 门开启或关闭的时间，并将信息发送 

至服务站。 

(2)员工可 以根据服务台提供的信息判断 

住户的生活状况是否正常 (如出现 24小时门 

未开启或连续 5小时门未关闭等特殊情况 )。 

(3)员工可 以通过 电话或移动设备与住 

户进行沟通 ，确认是否发生异常情况。 

(4)员工也可以通过 日常巡查的方式 ，检 

查住户长时间在室内或在室外的异常情况。 

3．2．2 公共 门 (含楼宇 出入 口 ) 

(1】协助护理、专业护士护理 楼 门上设 

置残疾人出入按钮 ，同时方便普通住户和行 

动不便的住户进出门使用。 

(2)当出现按钮被反复摁下或长按不放 

的情况时 ，会联 动相关的视频监控系统关注 

大门或部分公共 门的情况，以便提供帮助。 

(3)在特殊部位 (例 如员工工作 区、餐 

厅后厨、护士站等 )，设置电子刷卡或识别装 

置 ，只允许拥有权限的人员才可以开启。 

(4)在独立住宅中，单元大门可 以通过按 

钮打开 ，但应设置相应的视频监控系统。 

(5)当有紧急情况发生 时，门的硬 件会 

触及火警系统 自动打开。 

(6)出入 口报警 ，当门在特定情况下被 

打开 (如 已经锁死、半夜被打开的情况 )，则 

由门发出报警信号，发送至服务台及安保人员 

处。 

3．2．3 老年痴呆 区域周界 防范 

(1)采用无线周界防范系统。 

(2)员工可以帮助失忆护理区的老人在散 

步时不越过指定区域 ，在特定区域内散步。 

(3)将电子装备配带在老人 身上 ，并与 

门的硬件连接。一般 是 电梯 ／楼梯 门、老 年 

痴呆 区域 出口等。当发 出警报 时，接收者可 

以马上将门锁上。 

(4)当有 紧急情况发生 时，门的硬件会 

触及火警系统自动打开。 

3．3 多功能电话 系统 

电话 作 为老 年 人 日常 生 活 中已经 普 及 的 

一 种产 品，在本项 目中承担 了更多的社 区职 

能。除电话基本 的局域网通话 、市内长途直 

拨 的功能外 ，CCRC社 区的电话系统 为住户 

提供 了更多的服务功能。 

3．3．1 紧急救 护功能 

(1)当用户按动紧急呼叫器后，服务人 

员可 以通过 电话 (可 以是 固定 电话 ，也可 以 

是手机 )直接开启免提通话功能 ，与用户沟 

通确认信息，如未 回复或未应答 ，服务人 员 

将按照紧急情况处理。 

(2)固定电话和手机上都设置一键求助系 

统。当老人出现不适、迷路或需要帮助的情况 

时，按下按钮后会有服务人员接通并提供服务。 

3．3．2 日常生活辅助 

(1)社 区信 息传送及提 示服务。服务人 

员会从信息站 (每个 CCRC社 区可 以设一个 

信息站 )以语音、短信的形式向每位居民用 

户提供 当天信息 (如雨 雪大风天气、每 日活 

动等 )，以及信件提醒 、邮件提醒等信息，帮 

助老人积极融人社区生活中。 

(2)装置语音 留言系统。将老人 的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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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以语音形 式储存 ，避免老人 丢失亲 人、 

朋友或服务人员的重要信息。 

(3)重要联 系人 一键拨 通服务。将重要 

联 系人 的头像或照片设置成按键 ，老人只要 

按下按键 ，电话 自动接通联系人 ，方便老人 

联系亲属 、朋友。 

4分区域空间布置策划 
分区域空间布置策划是在策划范围的功能 

空间进行划分的基础上，将上面所提及各个层 

面需求的相关系统及设计要点落实到各个具体 

的空间，为智能化工程师设计提供参考。 

(1)社 区公共建筑设置 

社 区公共 建筑 的配置基本 等 同于独立 、 

f,b助护理住宅的公共 区域配置。但 由于公共 

建筑配置具有空间尺度较大 、展示性强、人 

员活动 密集等特点 ，因此 ，可 以适 当减少 医 

疗及安保配置 ，增加舒适度的局部照明、显 

示器 、智能灯光等体验 ，以增强公共建筑的 

实用性。出入 口大门应装置残疾人进出按钮。 

(2)社区园林及周界 

园林及周界系统建议根据标准进行智能化 

系统设计 ，紧急医疗救护及安保工作可 以由人 

员巡逻完成，不必配置大量的智能化设备。 

5重点及特殊说明 

5．1 系统 关注 的难点—— 医疗 看护 系统 的 

整体设计 

项 目设计先进 的养老社 区，楼 宇构成较 

为复杂 ，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需求各不相同， 

加之 医护人员数量较 多、人 员复杂。为提供 

高 品质服务以及对物业的管理和服务质量要 

求较高。 

智能化系统需要管理 的人流节点也较多， 

例如大堂及电梯厅 、地下室内筒 出入 口、垂 

直 电梯、垂直疏散楼梯、楼层 电梯厅或平面 

各 功能 区通 道 门、公共餐厅 、公 共休息 区、 

公共活动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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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 设 计 的重 点—— 医疗看 护 、紧 急 

救助 系统的适度超前 

作 为现代化的养老社 区项 目，日后正 常 

运营也需要借鉴 国外先进的管理公司为其提 

供较高品质的医护和管理服务。 

因此 ，智能化 系统最重要 的部分就是针 

对老年人的无障碍 智能化系统 ，例如残疾人 

进 出门按钮、老年人紧急呼叫的拉绳式按钮 、 

老年人无线定位系统等。 

其次 ，便于管理人 员、医护 人员提 升管 

理水平 、管理效率 ，通信系统也需要整体的、 

适度超前 的考虑。我们构思建立光纤到楼层 ， 

在考虑控制一次性投资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 

地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系统。 

5．3 系统应着重功能 

由于社 区建成后要 白持运营 ，因此 ，智 

能化系统一定要选择功能强、安全可靠 、集成 

化程度高、操作简单且具有灵活可扩充性的系 

统 ，这样才能满足不同住户和未来发展的要求。 

公共服务区以外的设备 ，除了外形美观 、 

有较高的档 次作 为装饰亮点外，居室和住宅 

的系统设计要更加注重使用性和可维护性。 

5．4 智能化系统选择时需特殊注意的细节 

“低科技含量”的智能化 系统 ：老年人的 

生活经验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 ，对于 

新鲜事物 的接纳程度也较低 ，提供老年人可 

以理解 的、容易上手使用的智能化终端 系统 

是整体智能化系统需要全程考虑的事项。 

“更加安全”的智能化系统 ：老年人的视 

力、身体素质都有不同程 度的衰减 ，肢体活 

动精确度较差 ，因此 ，在设计智能化系统时 ， 

要充分考虑对老年人安全性的影响。 

“隐形布置”的智能化系统 ：老年人对噪 

声、光线、隐私特 别敏感 ，因此 ，在设计智 

能化系统 时要避免噪声、光线对老年人居室 

的干扰。 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