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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老年人出行不便的问题,减轻老年人家庭的看护压力,满足老年人出行的多种需求,文

章基于FBS模型,首先对老年人助行器的设计现状进行调研与归纳,再对老年人群的生理、心理及操作方

面的需求进行分析,进而通过FBS模式实现了"功能—行为—结构"的映射,指导中国老年人助行器的具体

设计过程与思路。FBS模型从产品功能出发,能有效解决老年人助行器现有产品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

问题,合理推导出老年人助行器的产品结构,一定程度上验证了FBS模型的有效性和指导价值,也为未来

老年人助行器的设计与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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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nvenient travel for the elderly, reduce the pressure of caregiving 

for the elderly families, and satisfy the multipl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raveling,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FBS 

model, which firstly researche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the design of the elderly walking aid, 

and then analyzes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operational need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n 

maps out the "function-behavior-structure" based on the FBS model, which guides the design process and 

ideas. The FBS model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existing products of elderly walking aids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function, and reasonably derive the 

product structure of elderly walking aid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guiding value of 

the FBS model. The effectiveness and guiding value of the FBS model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future elderly walk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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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龄化的严峻让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品设计的适老化,其中

老年人助行器设计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1]。现有的老年人助行

器的设计功用单一、结构简陋、人文关怀程度较低,尽管在功能

形式上有所提高,但仍无法适应现在老年人群的各种需要[2]。因

此,本文将介助阶段的老年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以介助阶段的

老年人需求为主导,采用功能-行为-结构(FBS)模型作为指导框

架,对老年人助行器进行优化设计,期望通过更加科学的设计方

法,研发出适用于介助阶段老年人的助行器,从而为当前的老年

人助行器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3]。 

1 FBS模型 

FBS(Function-Behavior-Structure)模型是由Gero教授等

研究学者在1990年提出的一种设计分析模型[4]。其中功能

(Function)是指产品技术功能,能够对产品设计目标做出描述,

满足用户的需求；行为(Behavior)是指用户与产品的交互方式

或产品功能的实现方式,即在使用产品功能时用户所发生的动

作行为；结构(structure)是产品的结构形式及各结构的位置关

系,指能完成产品功能的结构形式[5]。 

FBS模型以产品功能为起点,结构为目的,通过实现产品功

能的行为搭建功能-结构的映射转化,实现产品结构的转化求解,

指导完成产品创新设计。FBS模型能够在功能实现过程中分析和

挖掘出用户的使用行为,并进一步推导得到产品预期结构,从而

确保设计方案是合理、合适的。 

2 老年人助行器研究现状 

2.1老年人助行器的产品分类 

目前市面可见的老年人助行器种类繁多,依据其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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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构设计的差异,可归结为三大主要类别：动力式助行器、无

动力式助行器及功能性电刺激助行器[6]。 

动力型助行器：此类助行器专为下肢力量缺失、瘫痪或完全

失控的老年人群设计,即介护阶段的老人。无动力型助行器：此类

助行器主要针对下肢力量较弱的老年人群,即介助阶段的老人。功

能性电刺激助行器：此类助行器主要面向轻度中枢性偏瘫患者。 

2.2无动力型助行器的产品分析 

鉴于研究焦点为介助阶段的老年人群体,该群体普遍倾向

于使用无动力型助行器,故本文主要聚焦于无动力型助行器的

深入剖析。 

当前市面上的助行产品依据形态设计可分为助行杖、助行

架及助行车三类。助行杖,适用于轻度行走能力受损的老年人群,

相较之下,助行架以其稳固的结构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强大的支

撑力,不仅辅助行走,还常用于下肢康复训练,然其体积较大,限

制了其在户外使用的便利性,故其使用场景多局限于室内。助行

车,多配备座椅,专为户外助行设计,老年人可自行推动行走或

乘坐,亦可通过他人推动或自控开关实现移动。 

3 老年人出行需求分析 

3.1生理需求 

随着老年群体年龄的递增,其感官功能、肢体协调等机体能

力逐渐衰退,进而引发行为功能障碍[7]。在视觉方面,老年人的

视网膜、瞳孔等自我调整机能减弱,导致视力衰退,对光线和色

彩的敏感度降低。在行动能力上,老年人肌肉量减少,特别是下

肢肌肉相较于上肢萎缩更为显著,导致反应迟滞,行动迟缓,上

下台阶困难,并易于感到疲劳。 

鉴于上述生理特征,老年用户在生理层面对助行器的需求

主要体现在操作的便捷性、提供休息用座椅的舒适性、行走支

撑的稳定性以及购物收纳的实用性等方面。 

3.2心理需求 

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退化及疾病影响,其行动能力显著

减弱甚至丧失,这一现象往往导致无助感增强,进而引发抑郁、

消极、自卑挫败等负面情绪[8]。调研结果表明,由于自尊心作祟,

多数老年人难以顺利接受从自主行走到行动受限的过渡,初期

在心理上对助行类产品产生排斥感,这成为老年产品市场面临

的一大挑战。 

鉴于上述心理特征,老年群体期望老年产品能在保护个人

隐私的同时,避免给予其特殊化的感觉,提供舒适的使用体验。 

3.3操作需求 

在行走过程中,老年人往往更多地依赖手肘进行支撑,因此,

在设计助行产品时,应着重考虑接触点的功能性需求,确保产品

具备优良的耐磨性、舒适性、防滑性,以及出色的弹性恢复能力

和吸汗干爽特性。 

然而,当前市场上的助行设备普遍存在调节档位不足的问

题,这导致了设备高度调整的局限性和不灵活性[9],进而容易引

发使用姿势的不正确,增加了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充分考虑老

年人难以下蹲弯腰、难以坐下及起身以及无法长时间维持同一

姿势等生理特征。 

4 基于FBS模型的老年人助行器结构设计 

4.1确定功能需求 

通过对介助阶段的老年人需求进行分析与总结,确定老

年人助行器FBS设计模型中的功能集合。在将用户需求转化为

老年人助行器功能的过程中,对用户需求进行划分,并总结了

以下几点： 

(1)基本需求：移动及辅助行走、坐靠休息、收纳置物。辅

助行走和坐靠休息要求老年人助行器能适应不同老年人的身高,

因此应当增加老年人助行器的升降功能。(2)安全性需求：稳定

性好、舒适。由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较差,要求老年人助行器应

当增强稳定性,为老年人提供辅助行走时,确保它的安全性。(3)

易用性需求：操作简单、可调节。在老年人助行器设计中,应考

虑不同身高的老年人的使用需求,使产品的高度角度能最大化

适合用户,并使操作过程尽可能简单、便捷。(4)情感需求：造

型简约、色彩温暖、材质柔软。造型、颜色及材质的设计要考

虑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缓解老年人焦虑不安、失落等情绪。 

4.2预期行为转化 

在复杂产品的设计流程中,因为功能的复杂性,人们往往将它

划分为多个子功能,并形成功能结构图以完成复杂的产品设计[10]。 

通过对老年人需求的分析筛选出以下功能要素,即移动及

辅助行走、坐靠休息、收纳置物、稳定性好、可调节及操作简

单。老年人助行器功能转化为行为,如图1所示。 

 

图1 老年人助行器功能到行为的转化 

4.3明确产品结构 

在进行预期行为到结构的转化时,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

为避免行为与行为之间产生冲突,要求设计合理的操作结构,并

明确操作的最大限度；(2)一种行为可能由多个部分组成,即实

现某一功能需要多个结构模块进行结合,所以要求合理布局各

个结构；(3)使结构具备多种功能,要求考量行为之间的相似性

和差异性,才能得出创新结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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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是FBS模型的最后一步,是实现老年人助行器造型

和功能的核心步骤。结构设计主要针对老年人助行器的总体设

计,行为到结构的映射流程,如图2所示。 

4.4基于FBS模型的老年人助行器结构优化 

经过FBS模型的映射转化得出助行器的结构：上肢扶持结

构、下肢支撑结构和地面接触结构。通过对三部分结构的研究

分析,得出老年人助行器结构优化方案。 

(1)上肢扶持结构：作为助行器关键把手,设计需兼顾抓握

舒适度与防滑安全性。我们采用防滑泡沫垫,优化使用体验。同

时,依据人机工程学原理,精细设计其形态、材质与尺寸,确保与

人体上肢相匹配,实现人机和谐互动,提升用户满意度。(2)下肢

支撑结构：下肢支撑结构作为助行器之主体骨架与连接部件,

设计需深究结构力学原理,优化高度调节、坐垫及靠背等元素,

确保稳定性、安全性与功能性。我们力求打造符合人机工程学

要求,兼具实用性与舒适度的老年助行器,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出

行需求。为提升老年人助行器的易用性,坐垫设计为可折叠,不

仅方便收纳,更方便老人日常休息。(3)地面接触结构：地面接

触结构,作为助行器与地面交互的关键部分,其设计采用防滑脚

垫,旨在增强稳定性。在学术层面上,此部分材料的选择需充分考

虑其缓冲反作用力的能力,以及防滑耐磨的特性,从而确保老年

人在使用助行器时能够安全、稳定地行走,有效降低跌倒风险。 

5 结论 

为应对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民众健康消费水平提升带

来的康复医疗市场需求逐渐增加的趋势,文章结合介助阶段的

老年人生理与心理状况,利用FBS模型构建设计思路,提出了老

年人助行器的优化设计方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产品的不

足。FBS模型的应用为老年人助行椅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

据,使老年人助行椅的优化设计更加科学合理。但是目前研究还

存在一些局限性,未来也可以向个性化定制的方向出发,以不断

满足老年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为更多老年人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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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老年人助行器 FBS 模型映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