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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利分析的智慧养老发展态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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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专利的视角探讨我国智慧养老发展态势，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共检索到国内智慧养老相关专利1061项，对相

关专利进行申请趋势、申请人分布在内的技术创新态势与IPC构成、关键词热点、技术关联在内的研发态势分析。统计发现，

智慧养老相关专利数量呈增长趋势，前三位专利申请人为山东艾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1项)、滁州职业技术学院(10项)、王满

(7项)；IPC分类是以G、A、H三个大部为主，研究热点体现在智能、联网、系统、数据、监测等方面。我国智慧养老处于起步发

展期，专利研发主体尚未形成优势企业，技术研发重点集中在物联网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利研究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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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

化问题[1]，物联网、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普及，老年人数字素养

的提升使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改善养老问题成为了可能。

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发挥现代社会的技

术优势，降低老年人养老的成本。左美云(2014)解析了智慧养

老的重要性，内涵与发展目标；朱海龙(2016)在肯定了智慧养

老的基础上，讨论了智慧养老的模式；张丽、严晓萍(2019)分

析了现有智慧养老机制的不足。国外学者Shaik Thanveer等

(2023)分析了人工智能对老年人远程检测的现实意义；Wong 

David C等(2023)探讨了人工智能在老年人数字化体力活动

和跌倒预防干预中的实际应用[7]；Brown Zenobia等(2023)提

出要增加人工智能的过渡期护理模式，减少老年人再入院。

专利文献记载了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案，是反映科学技

术发展最全面的信息资源。国内外学者对有关专利进行了分

析，学者倪礼(2017)根据全球和中国在视频技术领域的历年

专利申请量情况，分析了人脸识别在视频技术领域的专利

发展趋势；胡海容、石冰琪(2021)针对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

的年申请量、申请地区、申请人及IPC构成进行分析；王大伟

(2016)从射频识别技术的各个领域专利的组成成分及比例

分析了国内外的具体应用情况。通过对智慧养老相关专利

文献的分析，能及时辨别及确认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变化,

有助于相关人员把握研究热点 ,提高相关技术的传播效率。

本文对国内智慧养老相关专利从专利申请数量、专利申请

人、专利IPC分类及相关专利语义网络演化多角度进行定量

分析与研究，探索智慧养老专利的发展历程，对未来智慧养

老的热点方向进行预测，以期为智慧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帮助。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检索，检索策略为：公开(公

告)日≤2022-12-31 AND 摘要=( 智慧养老 OR  数字化养老 

OR 数字养老  OR ( (老年人 OR 老人 ) AND (人工智能 OR 

物联网)) ，检索范围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主要国家

/地区/组织：中国。共检索出相关专利1067条，经筛选后，有效

数据为1061条。

2.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是利用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定

量的角度分析所有的知识载体，研究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

特征的一门交叉学科。专利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体现，也是评

价技术领域是否有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主要运用文

献计量学方法对智慧养老相关专利从专利申请数量、专利

审核效率、专利申请人、专利IPC分类及相关专利语义网络

演化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智慧养老相关专利的申请数量与时间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智慧养老相关专利的申请时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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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了解该专利申请初始年份和每年的申请状况，以进一步

探讨智慧养老相关专利的发展现状。截至2022年，智慧养老

相关专利共有1061条，专利公开时间与数量如图1所示。

图1 智慧养老相关专利公开时间及数量

由图1可知，2010年前几乎没有智慧养老方面的专利；

2011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首

次提出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与定位、指导思想与基

本原则、目标与任务及保障措施，此后智慧养老开始进入

人们的视野；2012年后，智慧养老相关专利数量迅速提高，

我国养老服务从此进入了新时代，智慧养老相关专利步入

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可见，我国老龄事业与老年产业相关

政策的推动极大地影响了智慧养老的实施，从而推动相关

专利的发展。

3.2 智慧养老相关专利申请人分析

智慧养老相关的1061项专利中共有1110位申请人。将专

利申请数量超过5项(含5项)的进行分析，共计11位，具体由表

1所示。根据统计得出前11位专利申请人共申请专利74项，约

占专利总数的6.67%。

表1 智慧养老相关专利申请人申请数量统计

序号 申请人 次数

1 山东艾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1

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10

3 王满 7

4 王江源 7

5 重庆邮电大学 6

6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6

7 李宏伟 6

8 江苏唯老汇养老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6

9 天津永兴泰科技有限公司 5

10 江苏进耕科技有限公司 5

11 合肥盛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

由表1可以得出，申请该专利最多的为山东艾琳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共申请专利11项。其次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王

满、王江源、重庆邮电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李宏伟、

江苏唯老汇养老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永兴泰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进耕科技有限公司、合肥盛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经分析，山东艾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可

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数字

视频监控系统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等，经营范围

与智慧养老部分重合。其申请的智慧养老专利集中在数字

视频监控系统、物联网设备、智能机器人与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制造领域。申请量第二的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共申请了

10项智慧养老相关专利，该单位有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

体化、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会计等专业群，专业研究范

围与智慧养老部分重合。其申请的智慧养老专利集中在物联

网应用、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可能与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开

展老年大学，重视老年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关。

3.3 智慧养老专利的技术领域分析

3.3.1 智慧养老专利IPC大部技术构成  
本文将智慧养老专利按照国际专利分类标准进行划

分，从智慧养老专利IPC分类号大部的构成上来看，主要包

括6个大部：A、B、E、F、G、H，专利数量分别为989项、129项、

28项、146项、1720项和603项。其中，G大部专利申请数量最

多，A大部与H大部次之，而B、E、F等领域的智慧养老专利技

术分布较少。G，A，H三大部与其他专利的数量差距极大。

据此可下结论，智慧养老方面的专利主要与G、A、H有

关，G为物理，A为人类生活必需品，H为电学，与智慧养老相

关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远程平台、

语音AI、人脸识别、智能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应用被包含在这

三类中，这些学科及技术是实施智慧养老的基础。

3.3.2 智慧养老专利IPC小类技术构成 
截取出现频率前20的IPC分类号，具体如表2所示。由

表2可知，技术主题分布最多的是A61B (诊断、外科、鉴定)和

G08B(信号装置或呼叫装置、指令发信装置、报警装置)，其次

是G16H(医疗保健信息学，即专门用于处置或处理医疗或健

康数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G06Q(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

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H04L、

H04W、G06F、H04N、A61G 、G05B、G06K,F16M、G16Y 、

G06V 、B25J 、A61H 、A47C、G06N、H04M、A45B等。

3.3.3 智慧养老专利重点技术分析
本文选择智慧养老专利分类号中出现45次以上的分类

号，以大组为主进行分析，统计得到相关数据，如图2所示。

由此可见，智慧养老相关专利以G、A、H三个大部为主，

其中G08B21/04(响应无活动能力的报警器)出现的次数最

多，共计188次；其次为H04L29/08(传输控制规程，例如数据

链级控制规程)，共计134次，可知智慧养老领域的研发重点

在响应无活动能力的报警器、数据传输控制、政府或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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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用于人体状况的诊断和测量等。例如，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申请的智慧养老便携定位监测设备，江苏吉山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申请的一种智慧养老健康监测装置及监测方法，拉

萨卓友峰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一种智慧养老用健康检测设

备，王满与王江源申请的一种基于心脏功能动态监测与分析

的身份识别系统及方法。可以看出，智慧养老专利的主要研

究领域是在监测、检测、诊断老人的身体状况等方面，老人

身体出现状况后及时地发现与确定病因是当前该领域的研

究重点和热点。

3.4 智慧养老专利语义网络演化分析

本文对国内统计出的智慧养老相关专利摘要数据使用

ROSTCM进行词语分类，并提取高频词，过滤无意义词，提

取行特征词，最后共现Txt,共现矩阵后得出关键词网络图，

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2010—2022年智慧养老专利的关键

词为智能、联网、系统、数据、技术、连接、模块、服务、装置、监

测、健康、控制、终端等。

4 结语

4.1 专利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智慧养老专利的申请起源于2010年，申请数量有着逐

年增加的趋向，应与国家政策对老龄事业与老年产业的推动

有极大的关系。在前期(2010—2014年)增长速度较为缓慢，

但在2015年后至今智慧养老相关专利出现了加快增长的趋

势。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智慧养老相关专利已经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需要更多政策及技术支撑。

4.2 专利申请人较为分散

我国的智慧养老相关专利申请与公开数量逐年上升，山

东艾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了11项相关专利，申请量全国

表2 智慧养老专利IPC分类号小类

排序 IPC分类号 描述 出现次数

1 A61B 诊断、外科、鉴定 (分析生物材料入G01N，如 G01N33/48) 433

2 G08B 信号装置或呼叫装置、指令发信装置、报警装置 432

3 G16H 医疗保健信息学，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据处理系统或方法 272

4 G06Q 其他类目不包含的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处理系统或方法 259

5 H04L 检测或防止收到信息中的差错的装置 213

6 H04W 无线通信网络 145

7 G06F  电数字数据处理 (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入G06N) 128

8 H04N 图像通信，如电视 115

9 A61G
理疗装置，例如用于寻找或刺激体内反射点的装置、人工呼吸、按摩、用于特殊治疗或保健目的或人体
特殊部位的洗浴装置 (电疗法、磁疗法、放射疗法、超声疗法入A61N)

101

10 G05B
一般的控制或调节系统、这种系统的功能单元、用于这种系统或单元的监视或测试装置 (应用流体作用
的一般流体压力执行器或系统入 F15B、阀门本身入 F16K、仅按机械特征区分的入G05G、传感元件见
相应小类，例如G12B，G01、H01 的小类、校正单元见相应的小类，例如H02K)

99

11 G06K 数据识别、数据表示、记录载体、记录载体的处理 (印刷本身入 B41J) 83

12 F16M 非专门用于其他类目所包含的发动机或其他机器或设备的框架、外壳或底座、机座或支架 83

13 G16Y 专门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80

14 G06V 图像或视频识别或理解 57

15 B25J

机械手、装有操纵装置的容器 (单独采摘水果、蔬菜、啤酒花或类似作物的自动装置入A01D 46/30、外
科用的针头操纵器入A61B 17/062、与滚轧机有关的机械手入B21B 39/20、与锻压机有关的机械手入
B21J 13/10、夹持轮子或其部件的装置入B60B 30/00、起重机入 B66C、用于核反应堆中所用的燃料或
其他材料的处理设备入G21C 19/00、机械手与加有防辐射的小室或房间的组合结构入G21F 7/06)

55

16 A61H 理疗装置 51

17 A47C 椅子 ( 专用于车辆的座椅入B60N2/00)、沙发、床 ( 一般室内装饰品入B68G) 51

18 G06N 基于特定计算模型的计算机系统 45

19 H04M 电话通信 ( 通过电话电缆控制其他设备，但不包括电话交换设备的电路入G08) 43

20 A45B 
手杖 ( 盲人用行路辅助物，如手杖入A61H3/06)、伞、女用扇或类似物 (手杖或伞的座架或支座入
A47G25/12)

43

图2  智慧养老专利IPC分类号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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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申请了10项相关专利，申请量全国

第二，王满与王江源(团队)申请了7项相关专利，申请量全国

第三，尚未有高校或企业拥有绝对优势或垄断技术。智慧养

老的部分开发方向，如康复辅助器具，日用辅助用品方向的

研究难度较小，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养老产业，且人口老

龄化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呈现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对从事专利

研发的人员来说是机遇。

4.3 专利主要发展方向为监测、检测与诊断老人的身体

状况   

根据专利的IPC分类号重点技术分析得知，监测、检测、

诊断老人身体状况方面的智慧养老专利是现今研究最多的

方向,内容主要涉及响应无活动能力的报警器、传输控制规

程、政府或公共服务，用于诊断目的心血管状况和不同类型

的身体状况，测量人体或各部位的运动。2022年，《国务院关

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

通知》第十八条要求，促进老年用品科技化、智能化升级，其

中第一条就是强化老年用品的科技支撑。其中，养老监护装

置与健康检测产品是当前专利的热点方向，但康复辅助器

具、家庭服务机器人、日用辅助用品方向的相关专利较少。

4.4 相关专利研究热点不断演变

智慧养老相关专利的关键词为智能、联网、系统、数据、

技术、连接、模块、服务、装置、监测、健康、控制、终端。智慧养

老专利的热点大致分为：老年人信息的实时监测，用于保证

老年人独处时的安全；老年人的信息采集与平台的系统管

理；实用保护装置，身体体况监控装置，系统数据管理三合

一的物联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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