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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
流程及痛点整理

注解：
将场景选择在医院后，我们
进行了一场针对医院痛点的
头脑风暴。



设计定位
角色设定接受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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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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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询问
带有表情
情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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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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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交流
平等交流
强烈情感

儿童

青年人

中年人

老年人
注解：
对机器人的形象定位在了小
型桌面机器人。在角色方面
选择一个符合病人使用情境
的电子宠物形象。



机器自助
窗口排队

微信挂号
公共平台
医院平台
电话挂号

线上

线下

检查

等待 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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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计划

制定
医嘱

落实
医嘱

掌握病情
落实治疗

查
房

回家
服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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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诊疗流程
选定阶段及痛点分析

等待时间过长
中老年病人不会使用线上平
台和机器自助挂号。

门诊/缴费/检查手续繁杂辗转
医院不同科室位置复杂容易迷路痛点

解决
方案

媒体宣传多样化挂号渠道
自助机器更适合多人群操作

 适合通过合理的空间导视和信息图像

在病房中，病人遇到的痛点多且复杂，
如无法理解医生医嘱和病情说明
如无法获得全面的生活照料
如没有充足的娱乐和社交生活

多功能陪伴机器人

挂号
病房

注解：
选定场景后我们分别对医院
治疗的三个阶段做了详细的
调研，最后选择将机器人的
使用场景设定在了病房中。



病房用户调研
病人与医生、护工、家人

医生 护工 家人

工作繁忙，重病轻人
职业疲劳，情感淡漠
专业信息，难以传达

流程复杂，经常迷路
不理解医生的解释，自行百度病情
不理解治疗方案，怀疑医院坑钱
觉得医生态度敷衍冷漠
希望和医生多交流却没有机会

职务劳累，态度冷漠
病人太多，照顾不周

态度冷漠，让人不适
经常找不到护工，打电话不接
几乎没有交流，来过就走

非常想念，却又不好意思打扰
很想用和子女视频，但是不会
非常想家，觉得医院太冷漠
在这里最好的陪伴是病友

工作繁忙，没时间陪伴
不在医院，就不怎么联系

职业
特征

病人
感受

病情解释
医嘱传达

照料生活
督促康复

情感陪伴

注解：
围绕住院病人和病人接触的
三类人群展开调研，并总结
病人感受及需求。



机器人功能前期推敲

注解：
病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三个部
分----治疗基础需求，生理需
求和心理需求，我们将机器
人拟化为医生，护工和家人
三种角色分别满足于病人的
这三种需求。



角色设定

医生

家人护工

病人        医生 医生        病人反馈信息 传达信息

病情症状

身体状况
锻炼情况

按时吃药

诊疗引导
病情解释

吃得好

睡得香

仪容仪表

个性化助眠

魔镜

趣味复建

娱乐

读书
看电影
玩游戏
听戏曲

通话

邀请拜访

回忆照片
勤锻炼

思念

了解爱好

功能设定
机器人角色及功能逻辑图

结合病情
智能推荐

记录睡眠习惯



Service Blueprint

line of interaction

line of visibility

line of inner interaction

SUPPORT
PROCESSES

BACKSTAGE

ONSTAGE

USER
JOURNEY

起床

问候
提醒今日日程

线上医嘱系统

病情实时监测系统 知识库 导航数据库

测量
体温等
生理指标

解释病情：
图像化展现

检查指路 督促吃药 点餐
点餐助手，
给出饮食建议

提供娱乐
表演戏剧

督促下床运动 晚间助眠
释放助眠精油
播放舒缓音乐

传输至
护士站
传输至
护士站

传输至
护士站

记录病人
的主要疑惑

传输至
护士站

医护人员
进行解答

传输至
护士站
结合医嘱
规划日程

检查医生
收到档案

与同病房
小佗共同决策

参照医嘱
收集睡眠
数据

同病房
病友喜好

检查查房 吃饭吃药测量 输液 散步 睡觉



监测到病人
辗转反侧

问候病人

休眠

询问病人
是否需要助眠

监测睡眠状态

参考病人偏好

制定助眠方案调整助眠方案

询问原因

安抚情绪

监测到病人已经睡着

是

否

助眠效果不佳

交互流程图

护工——夜间助眠

监测到病人
辗转反侧

问候病人

休眠

询问病人
是否需要助眠

监测睡眠状态

参考病人偏好

制定助眠方案调整助眠方案

询问原因

安抚情绪

监测到病人已经睡着

是

否

助眠效果不佳

夜间家人与护工都早已入睡，但不会疲惫的华小佗仍然能陪伴着病人，分担他的忧虑，减缓病人
的焦躁。并且使用精油、音乐等科学舒缓的手段帮助病人进入梦乡。



交互流程图

家人——消除无聊

监测到病人
辗转反侧

问候病人

休眠

参考病人偏好

询问娱乐偏好

否

病人输液
且无所事事

监测病人状态

休眠

病友是否
共同参与

社交性娱乐方案

参考病人偏好引发话题

传达给其他华小佗

个人娱乐方案

记录反馈

建议休息

是

是精力充沛

否

虚弱／疲惫

当病人长时间输液的时候，华小佗会综合各位病友状态，建议病人一起进行社交性的娱乐活动（
如听戏，听广播，看电视）或者安静的个人活动（如看书）。保证每位病友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并提升病房的友好氛围。



交互流程图

护士——解释病情

医生与护士的时间有限，难以态度温和地重复回答病人对于病情和病理知识的重复询问。当病人
有任何不解，华小佗都会不厌其烦的一遍遍解释，对于病人难以理解的部分华小佗会收集并上报
给护士，确保病人对于病情和治疗没有误解，信息透明。

医生提到
专业词汇

结束

询问病人
是否还有不解

询问病人
是否需要解释

上报护士

调整表达方式

重复医嘱

互动影像展示

病人提问

是

否

否

是



造型初步想法

我们一开始设想我们的机器人造型
是类似于植物的造型，例如一朵向
日葵，预示着勃勃的生机，能够使
得在病房里增添一丝绿意。花朵上
的花盘是显示屏，显示华小佗的表
情及界面信息，叶片配合之前测量
，指路等功能可以拿下，与主体分
离。



造型深化

花朵的造型太过于具象，所
以接下来的造型深化我们希
望我们机器人的造型依旧保
持一种小生物的形态，但是
希望他的形态变得更有机一
点。



造型深化



造型深化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转动方式



最终形态



最终形态



使用情景



使用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