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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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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适老化能力提升 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数字产品和服务在适老化设计与无障碍改造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老年人群体的数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在线教育、健康医疗等

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109 信息技术 无障碍设计要求

GB/T 35273 个人信息保护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数字适老化

为满足老年人在使用数字产品和服务时的特殊需求而进行的设计、开发和改造的过程。

无障碍设计

在产品设计和服务提供中，充分考虑所有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行动不便、视力障碍或听力障碍的用

户，确保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

用户体验（UX）

用户在使用产品或服务过程中获得的整体体验，包括易用性、可访问性和满意度等。

适老化评测

对数字产品和服务在满足老年用户需求方面的能力进行的评估与测试。

4 基本要求

用户中心设计

a) 以老年用户为核心进行设计，进行用户需求调研，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老年人的实际使用习

惯和需求。

b) 定期收集老年用户的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产品设计。

界面

a) 界面设计应简洁直观，避免复杂的功能和信息布局，确保老年用户能够快速理解和操作。

b) 提供清晰的导航结构，减少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迷失与困惑。

可读性

a) 宜使用易读的字体，字号≥14pt，确保色彩对比度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避免用户因视力问

题无法阅读。

b) 图像和图标应具有清晰的定义，便于用户理解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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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便捷性

a) 交互元素（如按钮、链接）的尺寸应足够大，建议≥44px x 44px，避免因操作不便导致的挫

败感。

b) 提供多种操作方式（如触摸、语音、手势等），以适应不同能力的老年用户。

反馈

a) 在用户进行操作时提供多种反馈方式（如声音、震动、视觉提示等），帮助确认操作结果。

b) 确保任何错误操作都有明确的提示，帮助用户理解问题并进行纠正。

5 互联网网站与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网站适老化要求

a) 网站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包括合理的标题层次、文本替代、可导航性等。

b) 视频和音频内容应提供字幕和音频描述，使视听障碍用户能够获取信息。

c) 网站应支持键盘导航，确保老年用户可以不依赖鼠标操作。

移动应用适老化要求

a) 移动应用界面设计应简洁明了，减少不必要的功能和信息，确保老年用户容易找到所需信息。

b) 应用应提供可调节的字体大小和界面色彩方案，以满足老年人的视力需求。

c) 重要操作应提供确认提示，避免因误操作导致的损失。

数字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水平评测

a) 开发团队应对现有网站和应用进行无障碍检查，识别并修复潜在问题，制定详细的无障碍改

造计划。

b) 在改造过程中，应为实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技术支持，确保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6 数字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水平评测

评测指标

 可用性：对老年用户的易用性评估，包括操作的流畅性、理解的容易性等

 可访问性：不同能力的用户（特别是老年人）能否顺利访问和使用功能的程度。

 适配性：产品或服务对老年用户个性化需求的适应能力。

评测要求

a) 应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和国际无障碍标准进行评测，确保符合用户需求的基本要求。

b) 评测应涵盖界面设计、功能可用性、信息获取、操作便利性等多个方面。

7 评价方法与程序

评价方法

a) 用户测试：组织老年用户参与实际使用测试，观察和记录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行为、问题和

反馈。

b) 专家评审：组建专家团队，对数字产品进行系统评审，依据无障碍设计标准和相关规范进行

分析

c) 自动化评测工具：利用可访问性评测工具对网站和应用进行自动化扫描，识别潜在的无障碍

问题。

评价程序

a) 准备阶段：确定评测目标和对象，制定评测计划，选择合适的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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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施阶段：按照评测计划进行用户测试和专家评审，收集相关数据和反馈。

c) 分析阶段：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d) 报告阶段：编写评测报告，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并形成实施计划，以便后续优化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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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适老化功能检查清单

为帮助开发者和运营方自我检查适老化改造完成情况，确保达到标准要求，应按照表A.1进行评价。

项目分类 检查项目 检查标准说明 检查结果 备注

界面设计与视觉优化

字体大小调整

是否支持字体大小调节

功能，默认字体不小于

12号，调节功能便于操

作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对比度模式

是否支持高对比度模

式，关键内容是否清晰

可见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交互流程优化

按钮尺寸与操作确认

按钮区域是否宽大，是

否具备重要操作的确认

功能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简化操作流程

是否提供一键直达、简

化导航等功能，减少老

年人误触与操作负担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无障碍适配

屏幕阅读器支持
是否支持常用屏幕阅读

器的导航与操作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语音提示
是否提供语音提示和辅

助说明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视频字幕与描述

是否为视频提供字幕或

文字描述，图像是否配

有说明

符合/部分符合/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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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适老化设计案例

为帮助设计和开发人员理解适老化的实践，以下提供了部分设计案例：

B.1 字体调整与对比度设计

示例图 1：显示应用提供的字体放大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便捷的按钮调节字体，界面简洁清晰。

示例图 2：高对比度模式示例，通过深色背景和浅色文字增强视觉识别，适用于视觉弱化用户。

B.2 语音提示与辅助功能

示例图 3：语音提示按钮设计，关键步骤操作如支付、确认等，均提供语音辅助提示。

示例图 4：语音输入功能示例，老年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替代键盘输入，简化操作。

B.3 无障碍键盘导航与屏幕阅读器

示例图 5：应用在屏幕阅读器模式下的布局结构，界面兼容语音屏幕阅读器的内容，确保流畅导航

体验。

示例图 6：键盘导航支持示例，通过键盘快捷键完成应用内的全局导航操作，适应老年用户使用辅

助设备。

B.4 视频内容字幕与描述

示例图 7：视频内容提供实时字幕和图像描述，确保听力和视觉受限用户获取完整信息。

开发方应在产品发布前进行适老化功能检查，发布后定期测试并根据用户反馈进行优化，确保产品

的适老化和无障碍功能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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