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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持

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为响应市场需求，需要制定完善的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

技术规范，以居家养老模式为基础，融合互联网、物联网及无线传感

器技术，为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等单独生活的老人提供居家安防监测、

报警、紧急呼救等服务，当系统监测到老人在家发生意外：如跌倒、

火灾、燃气泄露、外出走失、紧急呼救时自动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小程序的形式通知相关监护人，及时对老人进行有效看护，并在发生

危险状况时，采取救援措施，解决空巢老人居家养老的安全问题。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规

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联合杭州极至科技有限公司等

相关单位共同制定《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团体标准。于 2023

年 6月 29 日，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了《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

护系统》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空巢老人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因此，

为了解决空巢老人居家养老的安全问题，智慧安全守护系统逐渐成为

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案。近几年，国外智能养老设备和服务市场得到了

迅猛发展。例如，日本的智能养老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有很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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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针对老年人的智能设备，如智能手表、智能床垫、智能厨房等，以

及一些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养老服务，如健康监测、安全监测等。在

欧美地区，智能养老市场也正在迅速发展，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也开始

关注这一市场，推出各种智能养老设备和服务。在国内，随着老龄化

问题的加剧，空巢老人居家困境愈发严重，老人居家时发生危险无人

知晓的情况愈发普遍。许多公司都在探索基于物联网和其他新兴技术

的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国内许多企业和创业公司都开始涉足

智慧养老领域，推出了各种智能养老设备和服务。例如，阿里巴巴的

“智慧居家”平台，提供了智能健康监测、安全监测、社交娱乐等功

能；小米也推出了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等智能设备；360、海康威

视等安防企业也推出了针对老年人的智能安防摄像头设备等。

总体来说，空巢老人居家守护相关产品在国外和国内的发展趋势

都非常明显，市场前景广阔。不过，目前国内市场的智能养老设备和

智能养老安全防护系统，相对来说还比较单一，存在着产品同质化、

用户需求不够精准等问题；再加上当前智慧安全守护系统的市场竞争

激烈，各种新型企业也加入了这个领域，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只有

拥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和

提升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杭州极至科技有限公司针对“空巢”安防难题，积极探索智慧化

居家养老安全防护措施，形成系统性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全国率先综

合运用热感、分布式等技术，自主研发“空巢老人安全守护系统”。

系统通过遥感监测老人位置、体温、活动状态等数据，自动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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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大数据信息，为每位老人进行数字画像，主动为老人量身定制安

防感应场景，判断老人是否发生意外，配合触发式感知设备，并搭建

多层次守护工作台，对独居老人开展“实时、智慧、闭环”守护，并

实现意外瞬时感应“10 分钟”救援。该系统在空巢老人家中出现异

常时，会自动根据异常情况进行相应的语音播报，为空巢老人提供及

时的安全提醒。此外，老人的子女也可通过移动端 APP 或者 Web 网页

实时查看老人家中情况，实现远程监测。鉴于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长

及空巢老人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现状，本系统将安全提醒和家人的远

程监测相结合，通过制定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技术规范，统一

行业内服务商提供的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智能安全守护系统

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指数，保持自主生活和社交能力，促进智

能老年化的发展，推进国内智能养老行业的发展。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空巢老人多是身体状况较为脆弱的群体，有些老人可能有突发性

疾病、跌倒等情况，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空巢老人的数

量和比例逐渐增加，他们面临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传统的人力探

访类居家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空巢老人的需求。智能安全守护系统

通过智能化的监测和追踪，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保障老人的身体和

生命安全。通过制定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技术规范，统一行业

内服务商提供的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智能安全守护系统可以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指数，保持自主生活和社交能力，促进智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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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的发展，推进国内智能养老行业的发展。

本标准完全符合现有国家通用标准 GB/T 35273、GB/T 33745、

GB/T 28448 要求，且根据现阶段智慧养老行业对智能安全守护系统

的需求特点，以及目前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存在的无统一技术

规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痛点，统一规范了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

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云计算能

力等技术规范。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之初就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要求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现有产

品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的术语和

定义、系统总体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云计算能力等，明确了

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方向。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们基本国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空

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

框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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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范

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总体架构、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云计算能力等技术规范。起草组形成了《空巢老人智能安

全守护系统》（征求意见稿）。

5.专家审核阶段

拟定于 2023 年 7月召集专家审核标准，汇总专家审核意见之后，

修改标准并发布。

（四）主要起草单位即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杭州极至科技有限公

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3 年 6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的编写工作。

2.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

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3745 物联网 术语

GB/T 2844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二、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 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

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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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共分为 8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本文件所引用的文件和适用的版本等内容进行说明。

3. 缩略语

给出了本文件使用的缩略语。

4.术语和定义

对本文件适用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规范，主要界定了“智能安全

守护系统”、“身份感知设备”、“位置感知设备”、“环境感知设备”、

“跌倒感知设备”、“安全控制设备”、“音视频感知设备”、“智能硬件

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物联网”的术语和定义。

5.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总体架构

本章节从感知层、传输层、应用层规定了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

系统的总体架构。

6.功能要求

本章节从信息管理、人数监测、位置监测、环境监测等规定了空

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的功能要求。

7.性能要求

本章节从硬件性能、系统性能要求、网络性能等规定了空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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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安全守护系统的性能要求。

8.云平台服务能力

本章节从云服务可用性、云服务开放性、网络架构、云服务安全

性、云服务故障恢复能力等规定了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的云服

务能力。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很好地补充市场

上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技术规范标准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快速提高智慧养老服务的产品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及本企业在

行业市场的竞争能力，同时带动行业上下游的协同发展。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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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空巢老人智能安全守护系统》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3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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