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有雨，外出记得带伞！出门先
看看燃气灶，别忘记关火……你能想
象，这是源于一把智能门锁的日常提醒
吗？近日，华为旗下的一款智能门锁新
品，因其极具特色的真人语音留言、天
气提醒等功能，被很多老年人关注。“随
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曾经令人无限
憧憬的‘智慧生活’已经在潜移默化间
成为公众的刚需。”文渊智库研究员王
超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近日，工业与信息化部印发《促进
数字技术适老化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底要实现数字技术适
老化标准规范体系更加健全、数字技术
适老化改造规模有效扩大、层级不断深
入等要求。

智能对老年人并不太友好

数字时代，老年人似乎正在成为被
智能“抛弃”的群体。很多年轻人给父
母换了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发现他们还

是将其作为功能手机来使用，有的甚至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适应不了又换回之
前老旧的功能手机。

“智能手机虽然功能丰富，但操作
繁琐复杂，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不
好。”王超说，近些年智能设备越来越
普及，但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也愈发凸显。如何化数字鸿沟为数字
包容，让老年人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
问题。

当然，数字鸿沟在全年龄段范围
内广泛存在，而老年人是数字鸿沟的
主要受众。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全球有超过 6.4 亿的老年人不会使用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我国，60 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目前已超过 2.8 亿，而
其中不会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更是高达
到了 70%以上，老年人数字鸿沟越来
越突出。

国内某智能手机品牌市场部负责

人告诉记者，老年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
原因，其实是大多数老年人并非智能设
备的“高频”使用者，这与年轻一代的

“互联网原住民”形成鲜明对比。“也正
是这一因素，让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智
能终端多年来进行的适老化改造难言
成功。”

高频应用场景或是突破口

不过，老年群体对于智慧生活的渴
求，并没有因为智能手机等不太成功的
适老化改造而停止。

王超表示，老年人或许可以不使用
智能手机，但出门遛弯、买菜必然是每
天的“必修课”。“在智能终端适老化方
面，智能门锁等智能家具类产品比智能
手机更具场景应用上的优势。”

去年双 11，各电商平台智能门锁
的销量达56.5万套，同比增长14.7%，销
售额 8.3 亿元，同比增长 29.5%，公众对
智能门锁的需求已经越发明显。

在某 3C 卖场，元旦假期带着父母
来挑选智能门锁的孙先生告诉记者，随
着父母年纪渐长，他们的记性大不如
前，经常忘带钥匙，智能门锁可以让他
们免去各种忘记钥匙的烦恼。“更为重
要的是，在各种新技术的加持之下，目
前市场上主流的智能锁不仅肩负着家
庭安防的职责，同时也是开启全屋智能
的关键，搭配智能电视、智能厨卫家电、
扫地机、智能灯具等智能设备，就能实
现丰富的场景联动，让各种智能设备成
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刚需。”

当前，通过引入最新的科技手段，
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舒适、安全的居住
产品和环境，已然在消费电子产业界成
为一个热门话题。行业人士认为，面对
全国 2.8 亿老年人，如何帮助他们跨越

“数字鸿沟”，让老年人跟上“智能时
代”，不仅是政府部门需要从政策层面
考虑的问题，更是产业界需要从技术创
新层面去解决的难题。

数字适老，从一把智能门锁开始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都说科技改变生活，但似乎更多
的是让年轻人的生活翻天覆地，而让
同样庞大的老年群体望而却步。

对于老年人而言，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商店不收现金了；乘火车不
用实体票了；路边上的自行车一骑就
能走了；不会用智能手机寸步难行了
……横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是一道很
难逾越的“数字鸿沟”了。

为了消除“数字鸿沟”让老年群
体使用上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造成为
不二选择。智能手机、应用APP近些
年就积极在字体、页面布局等方面进
行了适应老年群体使用习惯的改
造。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改
造的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没有提高产
品及应用的普及率，甚至因为不太好
用还被用户诟病，大有费力且不讨好
之嫌。

究其原因，是在智能化改造很难
产生利润的情况之下，相关企业对老
年人在产智能产品使用上的偏好、常
用功能、难点痛点等需求缺乏真正的
了解，甚至存在主观臆想现象，导致
适老化改造更多停留在概念和口头
上。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手机、智能
家电等产品对老年人而言并非刚需
品，即便有了一些适老化改造也难引
起他们的共鸣。

近来，包括智能门锁在内的智能
家居产品的热销，给产业界带来了不
一样的思考：瞄准老年群体的高频应
用场景，辅以足够的科技创新加持，

“数字适老”也大有可为！

别让数字适老成为一句口号

□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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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门锁成为老年人高频使用的智能设备之一。视觉中国供图

可语音、视频通话，碰一碰加好友，
还能精准确定孩子位置。在很多家长眼
中，那一寸见方的儿童智能手表，可谓相
当实用。而经过不断迭代升级，如今儿
童智能手表不仅款式设计新颖时尚，硬
件配置和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集定位、通
话、社交、娱乐、学习、购物、拍照搜题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更像是一部戴在手腕
上的智能手机。

元旦前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
智能手表的消费和风险提示，希望广大
消费者科学购买和使用相关产品，防范
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那么，谁来守护

“手腕上的安全”？

触碰隐私安全红线

终端厂商挖空心思的“智能化”设
计，着实让儿童智能手表赢得不少家长
的心。据中国产业研究院《2022-2027
年中国儿童智能手表行业深度调研及
投资前景预测研究报告》，目前我国5岁
至12岁的儿童约为1.7亿人，儿童智能
手表的市场普及率约为 30%，3 个孩子
中就有1个有智能手表。

记者发现，某品牌儿童智能手表将
内置的60多个应用区分为生活便利、益
智应用等5个板块，益智应用有近20个

游戏可供下载。
然而，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不

少家长发现，儿童智能手表出现了功能
冗余、诱导消费、侵犯隐私等一系列令
人担忧的问题。

此前，“3·15 信息安全实验室”发
现，部分低配版本的儿童智能手表以扫
一扫抽奖为诱饵，吸引孩子扫码体验，
智能手表中植入的恶意程序则随后可
不间断收集孩子的运动轨迹、活动范
围、与家人聊天内容，甚至孩子的样貌、
家里的陈设都看得一清二楚。

绿盟科技信息安全运营主管张皓
天表示，目前儿童智能手表已经基本类
似智能机，成人电子产品常见的钓鱼短
信、诱导扫描的恶意二维码等情况，孩
子也会遇到。“儿童相对缺乏判断力，所
以家长要教导孩子不能让设备脱离自
己的掌控。”

内置软件亟待规范

“如果儿童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化的
趋势不可逆转，那么终端厂商就应该承
担起相应的安全责任。”北京华云安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马维士建
议，终端厂家要加强技术更新换代，添
加通讯环节的校验机制、信息传输验证

机制、支付限额限制、自动订阅限制等
手段。

早前，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制定
的《儿童智能手表个人信息和权益保护
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儿童手表制造
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在监护人控制
应用程序设置足够的功能，以确保监护
人能够对儿童智能手表的特定操作进
行适当控制，例如交友功能、应用内付
费、内容发送功能等可能涉及敏感个人

信息或敏感内容的操作。
马维士还提醒，儿童智能手表端程

序应具备一定的信息过滤功能，主动屏
蔽有害信息；对于一些儿童容易沉迷的
应用，要能主动屏蔽或限制使用；此外，
后台系统还应加强第三方安全监管和
审计，对于儿童信息的使用要有严格的
审批和事后溯源能力。儿童智能手表
不应成为“行走的偷窥神器”，需尽快回
归儿童属性。

儿童智能手表会泄露隐私吗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陈 杰

智能手表
成为很多孩子
生活中的“密
友”。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