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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览会上，功能各异的康复机
器人最吸引眼球，也是不少企业重点
推介的拳头产品。

在北京大艾机器人的展台，工作
人员正在演示名为“艾康”与“艾
动”的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机器人。
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因疾病、车祸
等原因导致失能的患者，可以在机器
人的帮助下重新站立、行走。据厂商
介绍，这是中国首个通过CFDA认证
进入市场销售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标志着该类型机器人从研发阶段转化
为产业化量产阶段。

从骨骼康复、实时监测到手部运
动功能康复、偏瘫康复……随着人工
智能等技术在康复器械领域的普及，
机器人已在各个细分领域中应用，为
解决患者的康复问题贡献力量。

不过，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康复
机器人企业数量虽多，但发展情况和
国外领先企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
采访中，多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
高端的康复机器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
据，而国内的机器人大多处于研发和
临床试验阶段，距离产业化还有一定
距离，存在着产业体系不健全、自主

创新能力不够强、市场秩序不规范等
问题。

例如，在助听器行业，目前最重
要的芯片领域均被国外企业所控制。
中国企业要想抢占市场，实现长远发
展，必须要在芯片研发等核心技术上
取得自主权。

可喜的是，在政策支持和需求释放
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后发优势逐渐开
始显露。在康复机器人等辅助器具领域
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持续增强，相关
企业的数量和技术能力不断释放。不少
企业的产品已经走出了国门。

专家表示，除了技术层面外，为
了推进康复辅助器具的发展，下一步
还要扩大医保对康复医疗的覆盖范
围，并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

樊瑜波介绍，发达国家的康复技
师与基本人群比例为 5:10 万人，而我
国这一比例为 0.5:10 万人。相较于美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大都
设立康复工程相关专业，我国只有少
数几所大学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设置
了康复方向。由于人才缺乏，康复辅助
器具的销售指导及售后服务就难以实
现。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发展

让“康复”更快更智能
本报记者 刘 峣

去年，中国开展了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综合创新试点，12个地区先行先试，探索康复
辅助器具在养老、助残、医疗、健康等领域的
深度融合，秦皇岛正是试点地区之一。秦皇岛
市委书记孟祥伟说，以此为契机，秦皇岛制定
了推进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加快发展行动计划，
启动了产业园区建设，努力把秦皇岛打造成

“康养福地、辅具新城”。

在此次创新大会期间，来自中、美、欧、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齐聚一堂，进
行技术交流。与此同时，来自美国、日本、法
国、以色列、瑞典、丹麦等国外知名企业，常
州钱璟、太仓康辉、康泰医学等国内知名企业
到会参展，展示了当前全球养老、医疗、康复
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产品设备和最新的科技创
新成果，提供了康复辅助器具科普及近距离体

验平台。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秦皇岛研究院院长

李立峰说，该研究院作为国家康复辅助器具研
究中心与秦皇岛市政府合作的战略性成果，将
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促进秦皇岛市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秦
皇岛康复辅具创新产业基地和健康养老示范基
地起到推动作用。

不久前，69岁的无腿老人夏伯渝成功登顶珠峰，身残志坚、半生追梦的故事感染了很多人。借助义肢等器具，
残疾人参与登山等体育活动早已不是梦想。

在日前于河北秦皇岛举行的2018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大会（下称“创新大会”）上，国家康复辅具研究
中心主任樊瑜波以“无腿勇士”夏伯渝挑战珠峰为案例，介绍了中国康复器械的发展及重要性。

“中国是世界上养老器械及康复辅助器具需求人数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樊瑜波说，康复辅助器具已成
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

从国家助推到创新发力，近年来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迅速，并在可穿戴设备、康复机器人等领域涌现出
不少领军企业。面对人口老龄化以及持续增加的康复服务需求，康复器具行业正迎来发展良机。

链 接
秦皇岛与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了不起的康复“神器”了不起的康复“神器”

参观者体验下肢外骨骼机器人。

参观者体验手部康复设备。

参展商展示壁式淋浴器。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本报电（立风） 由深圳华昱机构及北京市徒步运动协
会、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联合主办的首届“华昱杯·巴马国
际健康徒步大会”， 将于今年11月23至26日在“世界长寿
之乡”广西河池市巴马举行。

据了解，此次徒步大会分健康养生之旅、历史文化之
旅、红色之旅、休闲旅游之旅四条路线，长度从 5 公里至
30公里不等，沿途可尽情领略“世界长寿之乡”美丽独特
的自然、历史、人文风光，同时组委会将全程提供户外、
安全、医疗等全程专业指导与保障。

目前，徒步大会已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启报
名，徒步爱好者可进行个人或团体报名，其中团体报名需
10人及以上，名额合计3000人。

巴马国际健康徒步大会
开启线上报名

据新华社电 在“神山”冈仁波齐峰脚下，“圣湖”玛
旁雍错碧蓝如洗。光影幻化的水天云山间，数十名自行
车手正奋力骑行，宛如画卷。

这是9月9日在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举办的环玛旁雍错
越野自行车赛。比赛赛道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刷新了国
内环湖自行车越野赛的平均海拔最高纪录。

比赛吸引了西藏亚车队、拉萨峰行户外俱乐部等7支代
表队、28名车手参赛。来自骑闯天路车队的女车手宋寒冰
完赛后表示，虽然赛道没有爬升，但高海拔和超过50公里
的纯越野赛道，对她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

“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赛道。”宋寒冰说，“快要坚持
不下去就抬头看看身旁的雪山和湖，也算痛并快乐着。”

此次环湖越野自行车赛是2018首届阿里环山环湖越野挑
战赛的一部分，由西藏自治区体育局、阿里地区行署和北京苹果
慈善基金会主办。当日，环山越野跑和冈仁波齐公益环山行等项
目也同期举行。

西藏举行海拔最高

环湖自行车越野赛

运动健身，成为很多中国家庭集体参与的热门活动。马拉松等参与度高、群众喜闻乐
见的赛事活动在周末举行，为一家人锻炼身体、交流感情提供了机会。

上图：一名小选手在2018太原国际马拉松赛上，此次马拉松赛设男女全程马拉松、男
女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家庭亲子马拉松等共六个比赛项目，吸引了3万余名中外选
手参赛。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左图：北京居民在参加“毛毛虫”比赛。近日，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和长辛店街道

联合举办了长辛店地区全民运动会，39支代表队的 1000 余名居民参加了健身操舞、太极
拳、毛毛虫大赛、快乐铅笔、踢毽子等项目的竞赛。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什么是康复辅助器具？在创新
大会期间举行的国际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与服务博览会暨国际福祉博览
会上，诸多类型的康复器具让人大
开眼界。

在常州钱璟康复的展区里，一
款名为“Flexbot”的康复机器人十分
抢眼。据介绍，这款机器人包含了传
感器、精密机械等技术，患者可使用
其准确模拟正常人走路，帮助下肢康
复训练。

在秦皇岛欣迈健康展台，一套中
医诊治设备让很多参观者驻足。只要
在电脑上回答一些问题，并通过摄像
头采集舌苔信息，系统就可以作出初
步诊断，供临床医师参考。

无障碍电动轮椅、折叠便携式手
动轮椅、智能牵引机器人、老年人健
康检测床……在博览会上，多款产品
首次亮相，这些科技感十足的康复辅
助器具，可以改善、补偿、替代人体
功能，进行辅助性治疗和预防残疾，
为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受伤患者提供

服务。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加速

了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数
据显示，截至 2017年底，中国有 2.4
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1/3以上
有康复需求；约有 8500 万残疾人，
其中持证残疾人达 3193 万；在意外
损伤方面，平均每 5人就有 1人一生
中可能遭遇运动损伤、跌倒、工伤、
车祸等。

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断推出支持
政策，助推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 《关
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
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部署康复辅
助器具产业发展。意见提出，从政策
扶植、资金支持、消费补贴体制建设
等各个角度，发展产业与服务、科技
研 发 、 人 才 培 养 ， 并 提 出 到 2020
年，实现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突破
7000 亿元，涌现一批知名自主品牌
和优势产业集群，中高端市场占有率
显著提高。

政策支持 发展加速 科技助力 后发优势

9月7日-8日，2018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与服务博览
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举行，100多家国内外康复辅助器具企
业参展。

一家人
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