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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数字健康背景下老年护理专利的布局与发展趋势.方法　计算机检索 Derwent世界专利索引老年数字

护理专利,使用Python进行数据预处理、统计分析和构建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dirichletallocation,LDA)主题模型.结果

　共纳入相关专利１３５０项,发明专利占５１６３％,实用新型专利占４８．３７％.专利受理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我国占主导地

位.国际专利分类集中在护理床、响应无活动能力者的报警器、用于诊断目的的测量等.专利热点主题有技术设备与组件、

护理与监测服务、交互界面与用户体验、网络与数据通信和生活辅助与日常管理.发展脉络包括初步发展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稳定增长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高速创新阶段(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和下降调整阶段(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结论　老年数字护理

专利领域正处于市场验证与深入发展阶段,未来老年护理领域将继续融合数字技术纵深发展,以提供高质量的老年护理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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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Methods　ThedigitalnursingpatentsoftheelderlyinDerwentWorldPatentIndexweresearched
bycomputer,andthedatawerepreprocessed,statisticallyanalyzedandtheLDAthememodelwascon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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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adjustment(２０２３－２０２４)．Conclusions　Thefieldofdigitalnursingpatentsfortheelderlyisstillbeing
testedinthemarketanddevelopingprofoundly．Inthefuture,itwillcontinuetointegratedigit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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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健康是指连接并授权人们管理健康的能

力,通过可访问和可支持的提供者团队在灵活、集
成、可互操作和数字化的护理环境中工作,从战略上

利用数字工具、技术和服务来转变护理服务,从而增

强人们的健康管理[１].至２０２１年,我国６０岁及以

上人口已达２．６４亿,占总人口的１８．７０％,人口老龄

化程度进一步加深[２].«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３]指出,鼓励研发推广健康管理类人工智能和

可穿戴设备,对健康状态进行实时、连续监测,运用

健康大数据提高大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而数字健

康是应对这些卫生领域挑战、实现卫生系统和全民

健康覆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４].专利是理论

知识向实际应用的落地转化,是科学技术创新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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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结晶[５],对专利的布局与发展态势展开分析对

于评估技术进步至关重要[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Dirichletallocation,

LDA)开 展 了 德 温 特 世 界 专 利 索 引 (Derwent
InnovationsIndex,DII)中 不 同 领 域 的 专 利 分

析[７Ｇ１０],以了解相关领域发展趋势,而在护理领域相

关研究尚少.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旨在使用 LDA
模型分析老年数字护理专利的布局与发展态势,为
国内老年护理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DII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专利检

索平台之一,收录了自１９６３年以来的专利信息[６].
本研究于２０２４年３月４日选择 WebofScience平

台的DII,以“TI＝(“oldpeople”OR“theaged”OR
“elderlypeople”OR “geriatric∗”OR “gerontoloＧ
gy”OR “theelderly”OR “seniorcitizen∗”OR
“theold”)AND TS＝(digit∗ ORsoftwareOR
smart＄phoneOR APP OR “smart∗ device＄”

ORintelligen∗ OR “machinelearning”OR “deep
learning”OR system ORIoT OR “Internetof
Thing＄”OR “virtualreality”OR “VR”OR
“AugmentedReality”OR “AR”OR “healthinforＧ
mationtechnology”ORIT OR “cloudcomput∗”

OR“bigdata”)ANDTS＝(nursingORnurseOR
careORcaring)”为检索式,不设时间期限,选择全

记录导出txt文本文档.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国际专利分类(internationalpatent
classification,IPC)是一套用于将专利技术分配到特

定类别中的系统,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其提供

了一个层次化的分类框架,包括部、类、亚类、主组和

副组几个级别,可以在国际专利系统中利用检索词

通过语言词汇检索,找到目标专利.LDA 是贝叶斯

层次的无监督机器学习主题模型,是高效的自然语

言处理模型之一,常用于人类自由叙述文本的数据

挖掘[７].

１．２．２　研究步骤

１．２．２．１　专利条目提取　使用 Python语言进行数

据预处理,提取每项专利的专利号、IPC、申请年份、
标题、摘要等关键信息,将每项专利的标题和摘要信

息进行拼接,而后进行数据清洗以去除冗杂元素,将
文本内容统一为小写,并使用jieba模块去除停用词

并进行分词.

１．２．２．２　专利归属整理　使用 Python语言对纳入

的专利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包括专利受理年度、国
家、机构、类型和IPC的分布.

１．２．２．３　完成专利主题归类　通过 Python语言将

分词列表转换成词袋模型,构建LDA主题模型.再

结合gensim、math和 matplotlib模块,计算困惑度

与主题数量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决定最佳的主题数

量,通过对词袋模型执行主题聚类分析,根据各主题

内部包含的高权重词,由研究者对各主题进行命名.

２　结果

２．１　老年数字护理专利布局

２．１．１　年度与数量分布　经过检索和筛选,共纳入

１３５０项专利进行分析.如图１所示,专利年度受理

数量整体呈指数上升趋势,按照专利数量可分为初

步发展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１９５项,１４．４４％)、稳定

增长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２６９项,１９．９３％)、高速创

新阶段(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６７４项,４９．９３％)和下降调

整阶段(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２１２项,１５．７０％).

图１　专利受理数量年度分布

２．１．２　国家与机构分布　我国受理老年数字护理专

利数量居世界首位(９８４ 项),日本排名第二(２４３
项),专利数量多集中在亚洲国家.机构分布方面:
我国以医疗机构为主,高等学校为辅;而日本除了医

疗机构、高等学校外,还涌现出部分企业,详见表１.

表１　专利受理国家与机构分布数量Top１０

排序 国家名称 数量 排序 机构 数量

１ 中国 ９８４ 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９
２ 日本 ２４３ 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９２０医院 ７
３ 印度 ３４ ３ 南京林业大学 ７
４ 韩国 ２９ ４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６
５ 美国 １７ ５ 富士通有限公司 ６
６ 欧洲专利局 ７ ６ 成都大学 ６
７ 德国 ５ 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６
８ 法国 ３ 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５
９ 西班牙 ２ ９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５
１０ 澳大利亚 １ １０ 柯尼卡美能达控股株式会社 ５

２．１．３　专利类型分布　通过分析专利号识别专利类

型(发明授权/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现老年数字

护理专利包含发明专利６９７项(５１．６３％)、实用新型

专利６５３项(４８．３７％)、外观设计专利０项(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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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可反应专利的具体领域或用途,统计专利受理 最多的１０个IPC及其用途和示例,详见表２.

表２　专利IPC分布

排序 IPC 数量 用　　途 示　　例(专利号)

１ A６１gＧ００７/０５ １８０ 专用于护理的床;抬高患者或残疾人的装置 卫生间配套使用多功能智能护理床(CN１１１６１６８８３)
(可绕横轴倾斜的,如头低足高卧位)

２ G０８bＧ０２１/０４ １３８ 响应无活动能力者的报警器,例如老年人的睡眠状态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老年人安全状态监测系统(CN１１６３８６２７０)

３ A６１bＧ００５/００ １３２ 用于诊断目的的测量(人的辨识) 老年人智能健康跟踪系统(IN２０２２１１０３７４５４)

４ G０６qＧ０５０/２２ ８２ 信息和通信技术(社会服务) 用于老年人护理机构的呼叫系统(JP２０２０１２６５６９)

５ A６１gＧ００７/０１５ ８０ 划分成不同的可调部位的护理床,如活动靠脊位置 一种适用于残疾老人居家护理的防褥疮智能护理床(CN１１２９３２８４０)

６ G０８bＧ０２５/０４ ７２ 信号或呼叫装置(用一个信号线的) 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等服务的服务通信系统(JP２０１１１４６７６５)

７ A６１bＧ００５/１１ ７１ 测量人体或各部位的运动,例如肢体的活动性 一种养老院老年人跌倒检测与预警方法(CN１１０４７７９２５)

８ A６１bＧ００５/０２０５ ６７ 同时测定心血管状况和不同类型的身体状 用于云计算技术的智能物联网老人护理和健康监测系统(CN１１２６３１１９０)
况的,例如心跳和呼吸状况

９ G０６fＧ０１７/６０ ５２ 数据的获取和记录 老年医疗福利社会服务信息管理系统(JP２００１２５６２８６)

１０ G０８bＧ０２１/０２ ５０ 异常情况的报警器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模型系统(IN２０２２１１０３７４５４)

２．１．４　专利研发热点分布　使用Python语言构建

LDA主题模型,以识别专利的研发热点.计算文本

困惑度与主题数量关系,确定主题归类数量为５个.
专利热点可分为技术设备与组件、护理与监测服务、

交互界面与用户体验、网络与数据通信和生活辅助

与日常管理这５个主题,各主题内部高权重主题词

见表３.

表３　专利热点主题分布

技术设备与组件 护理与监测服务 交互界面与用户体验 网络与数据通信 生活辅助与日常管理

device(设备,装置) nursing(护理) user(用户) connect(连接) utility(实用型的)

module(模块,组件) monitoring(监控) interface(界面,接口) wireless(无线的) support(辅助,支持)

sensor(传感器) health(健康) display(显示) communication(通信) alarm(警报器)

system(系统) information(信息) control(控制) network(网络) safety(安全)

unit(单元,部件) data(数据) touch(触摸) internet(互联网) convenience(便利)

control(控制) support(辅助,支持) feedback(反馈) cloud(云) management(管理)

terminal(终端,末端) care(照护) usability(可用性) server(服务器) assistance(协助)

motor(电动机) service(服务) design(设计) data(数据) adaptive(适应的)

machine(机器) medical(医疗的) comfort(舒适) transmission(传输) mobility(移动能力)

rod(杆,棒) patient(患者) accessibility(可访问性) remote(遥控器) independence(独立)

２．２　专利发展趋势分析　使用Python统计不同发

展阶段的专利内容高频词,绘制桑基图以体现老年

数字护理专利研发的发展脉络与趋势.桑基图(图
略)可以展示高频词是否从某一阶段延续至下一阶

段,以反映不同时期老年数字护理的聚焦重点与发

展脉络.

３　讨论

３．１　老年数字护理专利发展迅速并关注核心需求

３．１．１　数字技术创新老年护理领域愈发受到重视　
老年数字护理专利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且我国占

据主导地位,与既往研究[１１]结果相近,表明基于数字

技术的老年护理专利愈发受到重视.自１９５０年以

来,我国６０~６９岁人口总数远超印度、美国等国

家[１２],这促使我国政府和私营企业鼓励通过技术方

案来应对老年人的护理需求,支持健康和护理方面

的科技创新,吸引大量企业积极投入研发,并不断在

技术层面强调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方面快速

创新,推动了新技术和专利的产生.

３．１．２　发明专利数量占比超过实用新型专利　发明

专利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类,本研究发现老年数字

护理领域的发明专利数量超过实用新型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则强调实用性,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外观

设计专利更强调工学和美学方面的设计,因此护理

领域很少涉及.本研究发现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系统研发、软件开发、线上平台搭建等发

明专利逐渐占据老年数字护理领域的主导地位,与
既往研究相悖[１３],这意味着与信息学、工程学等学科

交叉协作,利用新兴产业技术不断推出新的数字工

具推动老年护理工作,是本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

３．１．３　专利研发热点关注老年人护理的便利性和评

估工具　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生

理功能衰退、疾病风险增加、活动能力下降等[１４Ｇ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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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影响其日常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这促使上述

IPC专利的出现和发展.A６１G７/０５和 A６１G７/０１５类

专利就是提供物理支持和康复辅助的设备,旨在帮助

老年人更好地完成日常动作,如起床、坐卧等,例如

居家护理的防褥疮智能护理床(CN１１２９３２８４０)和卫

生间配套使用多功能智能护理床(CN１１１６１６８８３),
结合压力传感等数字技术对老年人的动作过程进行

识别.此外,老年人疾病风险的增加以及认知障碍

症状的出现,需要持续的健康监测和医疗干预,因此

产生用于诊断目的的测量、测量人体或各部位的运

动、同时测定心血管状况和不同类型的身体状况等

专利,涉及到使用数字手段进行健康状况和生命体

征监测、疾病早期发现和身体功能评估的设备和方

法.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
数据的获取和记录类专利对提高了老年人生活便利

性和医疗服务效率,通过智能技术和互联网服务,老
年人可以更容易地接触到社会服务、健康信息和家

庭联系人,从而减少孤独感,提升生活质量.

３．２　老年数字护理专利发展阶段明显　
３．２．１　初步发展阶段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专利数量整

体较少.这一时期,高频词“care”“system”“inforＧ
mation”“health”等反映了社会对于老年护理技术初

步建设的关注.专利主要聚焦于基础医疗系统和信

息管理,为构建老年人的基础健康档案和实现初步

的远程医疗监控奠定基础[１４].尽管该阶段全球开始

意识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老年护理的重要性,
同时信息技术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为老年护理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１７Ｇ１８],但数字技术尚未广泛应用于老年

护理领域,且由于数字技术应用于老年护理的概念

还在初步探索阶段,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相对有限,
因此专利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３．２．２　稳定增长阶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随着科技的

进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

开始加速老年护理领域的技术创新.这一阶段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更加凸显,社会对老年人健康和生活

质量的关注显著提高[１６,１９],专利数量稳步增长.此

阶段高频词如“connected”“module”“device”等,体
现出老年护理领域对于技术深化和系统化应用需求

的增长[２０].物联网和可穿戴技术的发展,使得老年

护理技术向着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实
时监测老年人的生理参数以及他们的活动情况,并
通过通信技术将异常报警传输给其家属或医院,从
而在必要时提供及时的医疗干预[２１].

３．２．３　高速创新阶段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老年数字护

理专利数量高速增长,几乎占到了研究期间总量的

一半,推测原因主要由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和

COVIDＧ１９疫情的影响所驱动.在疫情期间,老年

群体因其特别的脆弱性[２２],对远程医疗、健康监测等

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同时智能家居、健康数据分

析[２３]等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及应用.该阶段

“support”“communication”“model”等高频词出现,
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于老年护理的创新性不仅仅局限

于监控和护理功能,还扩展到了生活辅助、康复训

练、社交互动等多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技

术选择来保障其健康和福祉[２２].

３．２．４　下降调整阶段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年专利数量减

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利市场在经历了快速增长

后的自然调整.随着前期大量创新产品的投入市

场,行业该阶段可能进入了技术的市场验证过程,专
利申请数量相对减少,表明行业开始更加注重专利

质量而非数量,以及对已有技术的深化和细分.尽

管如此,“data”“intelligent”“network”等高频词的出

现,仍然体现了对老年护理技术持续改良和深化的

需求.期间技术层面更加注重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处

理,目的是通过精准医疗和个性化服务来提升老年

护理的效果,如红外传感器提示房屋水源泄露、门窗

开关状态[２４],运动探测器监测老年人室内运动情

况[２５]等,体现了行业对前期技术成果的整合、评估和

优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反映出对数据驱动护理模式

的需求.

３．３　未来老年数字护理专利的急性突破　在老年

数字护理领域,未来的研发将更加强调不同技术之

间的跨学科融合,使得老年护理解决方案更为高效

和智能化,加强颠覆性专利技术创新以通过数字技

术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此外,“以用户为中心”的设

计将成为老年数字护理专利未来发展的核心,产品

和服务的设计将更多地侧重于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如便捷性、易用性和舒适度,例如研究如何改善

老年人与数字设备的交互体验、开发易于理解和操

作的界面等.最后,通过国际合作可以促进跨国界

的资源共享和技术标准的统一,突破“数字鸿沟”现
象,有利于解决老年护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隐私

保护、数据安全等,推动老年护理技术的全球普及和

应用,加速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

４　结论

我国在老年数字护理领域贡献突出,数字技术

的出现让老年护理专利由原先的实用新型专利主导

转变为发明专利主导.老年数字护理专利各发展阶

段特色鲜明,技术重点明确.目前,该领域正处于市

场验证阶段,追求跨学科高质量发展将是本领域的

未来趋势.

３８
军事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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