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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获悉，该校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胡志家教授团队，在随

机激光体系中观察到光子霍

尔效应和光子磁阻，揭示了宏

观层面及微观尺度上磁场对

随机激光无序散射的调控过

程，并提出了利用磁光效应调

控随机激光散射无序度的方

法。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

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

磁场对随机激光无序散射

的调制以其丰富的物理意义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团队制

作了磁性增益聚合物光纤用于

产生随机激光。他们从宏观实

验现象中观察到，随着磁场强

度的增大，随机激光的无序多

重散射中存在着磁横光电流，

并且随机激光的发射强度减

小，这标志着随机激光体系中

光子霍尔效应和光子磁阻现

象。在微观层面，基于散射纳

米粒子磁无序的场依赖理论和

自旋玻璃理论中的副本对称破

缺现象，该团队发现光子的磁

致横向扩散降低了散射无序

度，进而降低了随机激光的强

度波动无序度。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

工作建立了上述两种效应与随

机激光之间的联系，把微观层

面磁场对随机激光无序散射的

影响显化、可视化到宏观的随

机激光强度波动上来，这对随

机激光的设计及物理机理研究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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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科技”打造智慧养老新场景
5月31日，一大批养老新技术、新场景、新

模式，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智慧养

老应用场景推介会上亮相。老人在做出指定

手势后如何触发报警？怎样通过摄像头自动

在人员聚集场所标记处于摔倒等异常状态的

人？推介会上，参会者纷纷亮出自己的助老

“黑科技”。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如何让老年人享

受更加安全便捷的晚年生活，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近日，在第二届老龄产业发

展论坛上发布的《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报告（2023年）》称，作为现代科技与养老

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智慧养老正在为解决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提供创新方案。为

满足老龄化社会对高质量养老服务的需

求, 智慧养老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多种

新场景。

现实需求呼唤新场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

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676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15.4%。面对不断加速的人口老

龄化趋势，近年来，我国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方面取得初步进展，建立了政府主导、市场参

与、社会支持、家庭负责的多维工作机制，养老

服务供给格局逐步形成，涵盖基本保障、普遍

服务和高端选择等。

然而，现有养老模式尚未完全满足多样化

养老需求。例如，部分公共养老机构存在环境

质量不佳、不够重视老年人精神需求、与医疗

机构服务衔接不完善等问题。

居家场景下的养老需求满足同样面临许

多挑战，家庭能够提供的养老照料资源十分有

限。同时，专业护理服务人员和高素质护理人

才短缺，使得居家养老面临较高成本支出，增

加了家庭养老压力。

作为一种新兴养老模式，智慧养老越来

越受到社会关注。智慧养老场景依托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

起面向居家老人、社区照料中心和养老机构

等多维度的服务平台，为老年人及照护人员

提供实时、高效、低成本的服务，满足多样化

养老需求，显著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降低支

出成本。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展览推广部主任、办公

室副主任高鑫丽表示，目前相关政策对智慧

健康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

《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2年

版）》，遴选出54种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25种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推动典型智慧健康养老

产品和服务推广应用，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

业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年）》则提出, 拟通过强化信息

技术支撑、推进平台提质升级、丰富智慧健康

服务、拓展智慧养老场景、推动智能产品适老

化设计与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等方式来提升产

品供给、数据应用、健康管理、老年人智能技

术运用等能力。

精准衔接产品与服务

在各类政策及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伴随着

技术进步，多种智慧养老产品和场景不断涌

现。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往

往离不开他人协助。针对这一痛点，智慧卫浴

产品应运而生。老人可借助全程助力马桶起

身器，独立完成起身落座等动作。洗浴时则可

以使用零冷水淋浴器进行恒温坐浴，从而避免

摔倒等意外情况发生。

针对部分老年人起居困难、需要长时间卧

床照护，智能护理床产品可以通过起背抬腿、

整床升降、头枕调节等多种模式，调整老人卧

床姿势。护理床同时搭配睡眠监测功能，实现

对老人异常睡眠状态的实时预警，降低子女照

护压力、提升照护专业度，让老人有尊严地享

受舒适起居生活。

智慧养老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将产

品和场景之间进行精准连接，是当下智慧养老

服务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例如在养老院场景中，智慧养老平台可以

通过信息化技术准确记录老年人的个人信息、

入住时间和身体状况等数据，并与家属实时共

享。在此基础上，机构管理人员可以更高效地

根据老人的信息进行床位调配、服务安排。同

时，借助床位智能终端、传感器等设备，机构可

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生命体征、活动情况等数

据，医护人员可通过终端远程查看老人健康状

态，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在社区养老场景层面，对家居环境、社区

照护中心等空间进行智慧养老改造，同样可

以带来养老服务水平的跃升。如在江苏省无

锡市新吴区，当地针对辖区失能、半失能的困

难老人，率先试点“养老床位进家庭”项目，推

出护理床位、互联网终端、意外报警装置等智

能设备安装服务。通过一系列智能化改造，

打造出“互联网+智慧养老平台+呼叫中心+

智慧终端”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在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针对老年人的

不同需求，当地部门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

搭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用户可通过电话

或“鄂尔多斯市智慧养老地图”微信小程序就

近预约服务，涵盖助餐、助洁、助医、助急、助

浴、助行以及保健诊疗、护理康复、心理支持

等多种服务。

加快实现产业化运作

得益于政府、企业及社会的大力投入，智

慧养老场景的发展前景持续向好。但智慧养

老场景在建设、服务、落地等环节中仍然面临

挑战。

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表示，长期以

来，我国康养产业信息化处于“孤岛”状态，从

医疗机构到社区服务中心再到养老机构等，数

据信息无法实现互联互通，从而难以得到有效

利用。

智慧养老场景建设是系统性工程，需要多

领域通力合作。但目前，各部门间的信息数据

共享难以实现，导致我国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平

台存在规模大小不一、重复建设严重、缺乏统

一标准和规范等问题，使智慧养老场景在实际

落地中面临诸多困境。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

业发展报告（2023年）》建议，首先应建立老

年人信息库，为老年人群体提供精准服务。

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医疗机构应实现数据

互联互通，确保数据安全共享。同时，深入

挖掘行业数据，主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实

施信用管理，确保数据合理使用，加强平台

数据监管。

此外，场景落地需要成熟的技术和产品支

持，但智慧养老相关产业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

链商业运作模式。智慧养老产业具有投资时

间长、见效慢、回报低、风险大的特征。目前，

这一领域的投资进入和退出机制尚不健全。

除少量资本雄厚的企业抢先入局外，中小企业

参与较少，多数企业处于观望阶段，导致产业

发展活力受限。

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济师兼通用技术康

养公司董事长张刚认为，数字康养产业应更加

注重普惠可及，向特色化、差异化方向发展，考

虑不同人群的需求和负担能力。

《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报告（2023

年）》对此建议，应建立养老服务需求动态监测

机制，及时关注需求变化，调整供给内容。智

慧养老产品操作应简单易用，消除使用障碍，

提高老年人满意度。

（科技日报记者 都芃）

6月3日上午，在宣泾高速公路，无人摊压技术首次规模化应用，摊铺机、压路机在无人驾驶情况

下，顺利完成沥青路面铺设和碾压。宣泾高速也成为我省首条无人摊压施工面层的高速公路。

关敬生 范克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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