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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好产品已被纳入社区康复辅具租赁目录，展品加

速变商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本届进博会配套论坛

之一，2022年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论坛昨天举行，市民

政局残疾人福利处处长孙晓红分享了今年在“四叶草”内捕

捉到的这一新变化。

本届进博会设立康复养老专区，以“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为主题。近4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内，种种

“细节控”产品囊括老人衣食住行。平平无奇的一只杯子，

握柄高度要精确到毫米，以此增加受力点、避免倾洒；普通

的车辆座椅，高度要略低于轮椅车，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

也能轻松移位。

“‘抠细节’是为了尽可能消除高龄老人的生活障碍。”

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其他展品比拼的或许是“新”，康养

产品追求的则是“老”。所谓“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

提炼市场需求、迭代设计细节，磨出成熟产品。

老人需求个性多样，康养产品仍有许多待挖掘空间，开

放共享的进博会就是最佳载体。为此，上海将紧抓场景应

用和人才队伍建设两大环节，加快在康复辅具领域树立起

“上海品牌”。在“四叶草”所在地青浦区，康复辅具产业国

家综合创新试点正如火如荼进行。本届进博会上，13家意

向落户康复辅具产业园的企业签订意向书。据悉，上海将

在“十四五”期间培育3000名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他们

将成为供需对接的重要‘媒介’。”孙晓红表示，有专业人才

指导，老人更有机会“淘”出经得起时间和市场检验的口碑

产品，由此实现“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不用麻烦别人，也无须减少需求

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很难想象24小时躺在床上是何

种体验。

“你的需求会开始‘萎缩’，类似拿水的简单操作都要假手

于人。”山下福至负责人李辉这样剖析。这家专精于康复辅具

服务的日本企业今年首度亮相“四叶草”。但不少上海老人已

提前享受到他们的线下服务。作为社区康复辅具租赁服务提

供商之一，他们凭借过硬实力收获了不少长期订单。

服务中，李辉发现，老人总会因为“不想麻烦别人”，而

在功能机体衰退后主动减少需求。虽然老人不说出口，但

这并不意味着需求消失。

在康养展区，记者留意到多款产品紧扣的关键词是“自

立”。譬如，一款宽度约为90厘米的电动护理床，老人可按

着遥控器自动起身，过程中完全不需要护理员介入辅助。还

有一款全身淋浴器，能让轮椅老人“坐着洗澡”。其水龙头、

花洒的位置都经过严密测算，老人一伸手就能够到。花洒还

特意做成横杆样式，一翻下来就是“扶手”，确保使用者安全。

这两款产品回应的是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的朴素

心愿，也为养老护理员“减负”。即便是拥有过硬技能素质

的护理员，遇上帮助起身、擦浴这两项重体力活，有时也难

免心里打鼓。“这些动作都需要老人的高度配合，一旦过程中

老人闹情绪，很可能会中止。”李辉认为，这些适老设计的共

同目标是为了让老人能自立。据了解，进博会上电动护理床

的部分款式已进入上海社区康复辅具租赁目录，在政府补贴

50%的优惠下，老人租用一年最少只需花费约3000元。

“隐形”设计，留住老人自信心

在康复养老专区，虽然大多产品贴上了“辅具”标签，但

其中不少已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基础功能外，它们还嵌

入更多美观和实用元素，让老人更易接受。

夹在一众轮椅车、机器人、护理床中，来自日本三信的

碗碟餐盘有些“出戏”——它们的外观实在太不像传统定义

上的康复辅具。以汤匙为例，没有任何辅助的借力点，就是

一只木质汤匙，看上去与普通汤匙无异。不过，一旦“上

手”，体验者立刻能感知到细节处的考究。汤匙握柄处的波

纹设计，增加了摩擦力，能起到防滑作用；汤匙头部的弧度

经过精准测算，不易倾洒。与之配套的分餐盘也有秘诀，底

部藏着三个蓝色的防滑点，整体采用微斜坡设计，即便老人

不小心用力过度，也能准确舀到菜。

“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菜品倾倒的可能，

这些近乎‘隐形’的设计，则是为了留住老人的自信心，”在

展台负责人看来，鼓励老人重拾自理能力，才能更好维持身

体器官的各项功能，进而实现增能。

“养老产品的创新不必很复杂，有时只需改变一点点，

使用者的感受便全然不同。”本届进博会上，一款特殊座椅

令孙晓红印象深刻。从外观来看，它与室内沙发椅无异，但

将盖板翻开后，却发现另有乾坤。老人如厕后，可丢下一次

性凝固剂。废弃物还可自动打包，后续被当成干垃圾处

理。“即便只是少走几步路，对老人来说也能带来更多便捷，

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交通工具“出新”，助力无碍出行

从自立到自理，改变的不仅是老人看待空间与人的视

角，更激荡起老人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不少展商认为，适

老化与无障碍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为老人实现“原居安

老”，范围半径是家庭；后者则助力“活力享老”，营造的是全

社会的无障碍环境，无障碍的首要前提是出行便利。

在丰田汽车展台，两款外形功能都很特别的车辆十分吸

睛。其中一款是为轮椅车加载的“外挂”。这款“外挂”有些神

似电动车车头，能掌控速度、照明。车头前方嵌入了智能传感

设备，一旦检测到有障碍物，便会引导轮椅车减速或停下。

生活中，不少轮椅老人经常会遇到上坡的艰难。一方

面，他们要费劲推轮椅；另一方面，生怕动力不足，有向后倾

倒的风险。这款“外挂”同步设计的环形扶手，能很好地成

为重力支点。“一开起来，真的有在开车的错觉，”一位体验

者这样说道。有了更安全便捷的出行工具，行动不便的老

人就有了突破固定线路、跨出“舒适圈”的勇气。

从展品到商品，要走进寻常百姓家，更意味着要在“家

门口”时时可见、处处可得。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葛

健说，下一步将鼓励各街镇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

中心等“15分钟养老生活圈”可抵达的站点，持续嵌入康复

辅具租赁服务，让更多老人就近就便享受优惠政策。

聚焦“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衣食住行“细节控”助力“活力享老”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讯 （记者王宛艺）“共‘进’五年
记录精彩”——进博会影像征集颁奖暨《我

的进博故事》新书发布活动昨天举行。第

五届进博会影像征集同步启动，将持续至

11月30日。

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广大媒体与社会

公众拿起手中镜头，捕捉并记录进博会的

精彩瞬间，传递进博温度、展现进博高度，

留下了难忘记忆。以部分优秀作品为主要

内容的进博会影像展此次在第五届进博会

新闻中心展出。

今年启动的“我的进博故事”全球征集

活动，则是通过文字和视频讲述“进博人”的

美好回忆。活动吸引了众多中外人士参与，

他们中有年年签约年年来的展商老朋友，有

“买买买”的采购商，有建言献策的虹桥论坛

嘉宾，有参与国家展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

有普通而重要的保障人员，还有甚至从来没

来过进博会现场的普通消费者。

据悉，第四届影像征集活动共收到约4

万件图片作品和1800件短视频作品。经

专业评审，最终评选出49件优秀获奖作

品。《我的进博故事》征文最终辑录了其中

代表性较强的77个故事，形成一部近13

万字的同名新书，遴选出19篇作品授予

奖项。作为获奖代表，泰佩思琦集团亚太

区总裁杨葆琰表示，他深刻感受到中国

“拥抱全球、共享未来”的承诺与决心，

公司已签约第六届进博会，希望继续书写

“进博故事”。

 《我的进博故事》新书发布活动昨天举

行，第五届进博会影

像征集同步启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用文字和影像持续讲好“进博故事”

①一款为轮椅老人量身

定制的全身淋浴器。

②工作人员正在展示一

款运动脚踏车。

③通过神经及肌肉刺激

改善经皮性阵痛和肌肉萎缩

的肌电生物反馈仪。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还记得电影《超能陆战队》中的“大白”

吗？同款机器人的爱意拥抱，在“四叶草”内

就能实现。在康复养老专区，有一款背抱机

器人。它不重效率，更在意温度，像人一样

温柔地背抱老人，让行动不便的他们不假手

他人，也能自由移位。

亮绿色软垫，搭配明黄色握柄，明快配

色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为了更好拉近老人

与机器人间的距离感，避免他们产生抵触心

理。”展台负责人介绍，绿色、黄色，都是国际

通行的适老设计颜色。温暖的色调，能让老

人放松心情，保持平和的情绪。

背抱老人曾被传统养老服务业界视为

“机器无法替代”。它的门槛分为技术、观念

两大层面。从技术上来说，背抱老人考验的

是护理员的实操技巧。护理员要在不让老

人受到二次伤害的前提下，用巧劲儿完成移

位。在部分护理员大赛中，它甚至还被加入

实操环节，成了重要的比拼科目。

从观念而言，老人很难接受机器人来服

务自己。“人的服务是有温度的，机器如何做

到？”不少探步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创新企业

都被反复问及这一问题。

尽管现实困难重重，智慧养老仍是大

势所趋。相较于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老

年护理人员的“供需差”客观存在。“像康养

版‘大白’这类机器人的介入，能减少护理

员的照护负担，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养老

服务业。”大佳株式会社海外事业部负责人

洪翠玉说。

外人或许很难想象，养老护理员的超重

负荷能达到何种程度。以上海首位成功“落

户”的95后护理员王程举例，他一早上的日

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要照料6名失能老人

的刷牙、洗脸、擦身、穿衣；一餐早饭，每位老

人要个性定制；有的老人无法独立进食，还

要一一喂饭。高强度的劳动，使得这个传统

行业很难留住年轻人。

一边是养老服务的“供需差”，另一边又

是老人短期难以扭转的传统观念。洪翠玉

认为，解决两难的关键是尽可能做优细节，

为机器人注入温度。

体验时，一位客商代表全身趴在背抱

机器人上，感受到全身力气卸下的放松感，

“就像被人‘熊抱’一样”。随着机器人缓缓

抬升，体验者也从坐姿换成半站立状态。

身姿改变的过程，犹如一旁介绍板上呈现

的一条缓和状的抛物线，仿佛护理员将老

人轻轻托起。看似简单的起身，想要营造

出安全感，需经历成百上千次的严密测试，

将角度、力度算到极致，“即便是腰部不能

弯曲或腿部没有支撑力的人，同样适用。”

洪翠玉说。

从2012年初代产品算起，这款背抱机

器人如今已来到第三代。“吸纳了无数市场

需求反馈，才能更好服务于老年人。”在洪

翠玉看来，智慧养老机器人不仅在于“多”，

更在于“精”。创新企业、市场需求的持续

互动，精磨出一款款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口

碑产品。

机器代人服务？让“大白”抱抱你吧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想知道自己的大脑算不算健康？在“四

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日本品牌

NeU带来了最新的脑健康自助检测装置和

脑训练服务，记者亲身做了一次脑力测试。

戴上定制的头戴式设备，传感器瞬时“接通”

大脑，再按提示依次勾选数字、英文字母。5

分钟内，体验者动动手指玩游戏，便能轻松

完成检测，结果也火速出炉。

“成绩单”分为两部分。标亮提示的是

总体评估等级，共分5档，由A至E依次排

序。如果你年满60周岁，并被评估为D或E

等，就代表有可能是认知障碍的风险人群，

建议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更全面权威的

筛查评估。

除总等级外，页面还会显示3个细项指

标——头脑反应速度、注意力、记忆力。根

据年龄不同，各人群专注的细项也有所区

分。孩子们比的是注意力、中青年拼的是头

脑反应速度，而老年人更关注记忆力。这份

成绩单甚至还有“排名”，体验者能清晰看到

自己在同龄人群中的排位高低。

虽说仅有5分钟，但不少体验者反馈自

己“神经很紧绷，甚至不小心还点错了”，一

位客商代表忧心忡忡地询问点错是否会影

响最终结果。展台负责人沈仲寅回应，最终

结果不完全参考回答正确率，传感器捕捉到

的大脑前额血流量起伏状况、活跃程度也是

重要参考值，甚至就连体验者“故意”点错答

案，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看似是一款游戏工具，但在全面推进认

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的上海，它将承担另一

个关键角色——社区认知障碍风险人群早

筛的“好帮手”。

入行多年，沈仲寅对传统筛查流程颇为

熟悉。一般情况下，两名专业人员搭档合

作，用一套MoCA量表为老人的各项认知功

能模块逐一打分，一套大量表完整做下来，

往往需花费半小时，这还未算上专业人员的

培训时长。耗时费力不说，还存在人为统计

中的偏差风险。

另一方面，虽然认知障碍的科普率逐年

提升，但部分老人依旧存有“病耻感”，不想

将真实身体情况分享给外人。“怕麻烦，不想

做了”，类似的闭门羹，专业人员在进社区时

遇上不少。这款工具将测试时间缩至5分

钟，不仅为社区大批量筛查节约时间，也留

给老人只是“玩游戏”的感知。这样一来，可

以帮助更多风险人员及时发现问题。

为搭配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筛查，工具设

计方还专门推出各种模式，支持按次数、按租

赁时长收费等。沪上街镇、社区均可按照辖

区需筛查评估的人数，定量集采，降低成本。

作出等级评估后，这款系统还能给出相

应的后续训练干预方案。需长期监测的人

群，可直接购买服务账号定期评估。“这更适

用于养老机构，评估入住老人的身体变化，”

沈仲寅解释，部分高龄老人在术后可能因并

发症导致记忆力衰退等情况。如能在此时

提前发现，早介入、早干预，就能延长老人有

质量的生命时长。

大脑健不健康？做一次脑力测试吧
■本报记者 王嘉旖

NeU 带

来一款脑健

康自助检测

装置，有望成

为社区认知

障碍风险人

群早筛的“好

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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