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第五届浙江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以
下简称“健博会”） 养老康复成果展区的浙江大艾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一台艾动双足型下肢外
骨骼康复训练机器人吸引了参观者驻足体验。这是
一款双足型外骨骼机器人，外型酷似人类的下肢，可
以进行快速适配，机器人的腿杆采取特殊工艺，可以
非常方便快捷地调节，无需费时费力进行拆卸工作，
只需调节腿杆长度和腰部宽度就可以提供给不同体
形的患者使用。此外，还可以带动患者在不同环境下
行走，上下楼梯、公园里散步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艾动双足型下肢外骨骼康
复训练机器人曾助力两名患者参与“公益助残”马拉
松，创造了零下 8℃高海拔日行 7公里、单日累计行走
9.7公里、9天行走全马 42.22公里、跨越行程最长达
5000余公里等多项世界纪录，被誉为“钢铁侠”。

我国每年新发现下肢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多达
数百万人，由于医疗资源和康复治疗技术上的限制，
致使很多患者不具备行走能力，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然而，我国康复产业的发展较晚，目前正处于成长阶
段。据相关研究报告，中国 2017年康复市场规模是
380 亿元，而早在 2013 年，美国康复产业就已高达
2000亿美元。

智能康复设备高效改善患者生活

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今天，医疗康复借着新科技的东
风，率先竖起了大健康产业的风向标。康复机器人作
为前沿智能技术，逐渐迈入产学研用融合一体的新时
代，成为家庭健康和美好生活举足轻重的贴心助手。

“人口老龄化，失能人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近 2.5 亿人，失能老年人超过 4000
万，对专业的医疗护理和照护服务有庞大的刚性需
求。”浙江省康复中心主任、杭州医学院康复研究所所
长叶祥明认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
健康服务需求不断增加，靠康复治疗师、护理人员等
人工进行操作已无法满足刚需，这就需要智能设康复
设备辅助。

叶祥明表示，智能康复设备临床应用中需要借助
人工智能、外骨骼、云计算、大数据、环境支持以及远
程康复等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外骨骼在智能康复设备
临床应用中较为热门。之所以如此这就不得不提
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幕式。

在 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幕式上负责开球的不是
著名足球明星，而是一名瘫痪少年。这名瘫痪少年借
助先进的机械外骨骼结构，通过大脑意识从轮椅上站
起来大脚开球。这是科技史上首次实现机械外骨骼
结构受瘫痪患者大脑活动的控制。

这套装置通过患者大脑意识活动性进行控制，大
脑活动性被放置在患者大脑皮层上的电极探测到后，
信号将无线传输至使用者携带的计算机系统上，再转
换成机械动作。传感器结合机械外骨骼结构，能够将
触觉、温度和力量信息反馈至使用者，相关的信息可
反馈在视频显示器或者振动电机上。

外骨骼，这一美国科幻大片式的尖端概念，在几
年前对我国众多下肢功能障碍人群来说还是镜花水
月，不过这两年却已呈现爆发的态势。

“曾经有位确诊为脊髓损伤，神经损伤平面诊断
为胸 6的患者，使用了外骨骼设备后现在已经开始走
路了，这对高位截瘫的患者是巨大的福音。”叶祥明
说，外骨骼最早被运用在军事领域，美国研发的“机器

人短裤”可以让穿戴者行走和跑步更加轻松。测试显
示，该设备可识别穿戴者的步态，并提供相应协助，使
其行走时的能耗降低9.3%，跑步时的能耗降低4%。

目前外骨骼设备运用最多的当属医疗康复领
域。以浙江大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其独立开
发的下肢外骨骼康复训练机器人是一种新型的基于
AI控制技术的智能化康复设备，可在多关节、多自由
度、多速度的模式为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主被
动结合的康复训练，高效促进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
的康复。

此外，另一个备受外关注的就是物流搬运场景。
京东在2017年就为旗下员工配备了外骨骼机器人，京
东的外骨骼机器人运用了压力传感器、陀螺仪、无线
传导等技术和仪器，凭借动力学原理，帮助工人减轻
负重，减少身体损伤，并大幅度提升效率。借助外骨
骼设备的动力系统，即便是女性员工也能轻松搬运15
公斤的货物。

除了外骨骼，叶祥明认为，环境支持性系统对智
能康复设备影响也很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用虚拟现实
VR技术进行康复。以真实“沉浸感”为最大特点的
VR技术正在成为戒毒人员斩断“心理毒瘾”的好帮
手。

叶祥明举例说，目前浙江省戒毒管理局用于治疗

冰毒滥用成瘾的虚拟现实毒瘾评估和矫治系统已在
省内一些强制隔离戒毒所投入应用。“第一部分短片
的内容是戒毒人员熟悉的环境，类似酒吧一样，唤起
他们对吸食毒品时的记忆。第二部分短片就开始展
示吸食毒品的严重后果，如并发症、副作用等，在临床
治疗上称之为厌恶治疗。第三部分是日常生活、家庭
生活的美好场面，这一阶段称为回归治疗。”

叶祥明表示，5G技术必将给康复医疗设备带来巨
大变化，这对于康复设备厂家是大好时机，届时很多
康复方式也将发生改变。

脑机接口技术让“意念控制”走向现实

发出意念，就帮你实现。科幻大片中的“意念控
制”正逐步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便是这类

“超能力”的技术基础。今年7月，特斯拉CEO马斯克
旗下神经技术初创公司发布了脑机接口系统，芯片可
直连大脑。目前已在瘫痪人群中植入该设备，来帮助
他们更好地控制手机或计算机设备。

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学院副教授许科帝介绍，
脑机接口技术是将信息在生物大脑和机器智能之间
的交换通道。脑机接口技术提供了生物大脑与机器
智能之间的信息交互方式，在大脑与机器之间建立直
接的通道。

许科帝说，如果一个人瘫痪或是丧失了行走能
力，可以让他坐轮椅，轮椅对他的行走来说就是功能
替代，能替代他的行走能力。轮椅可以用手控制，但
当人连手也不能动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大脑控制。

“这个时候，脑机接口就可以做到大脑直接操控轮椅
的运动行为，操控机器指令，只要大脑给轮椅发出前
进、左右转向和停止等命令就可以做基本的操作，这
便是功能替代。”

脑机接口技术除了功能替代以外，还可以做到功
能恢复。许科帝说，如果你受了伤，比如肌肉受到了
损伤，这时候用脑机接口方法可以将人体功能重新恢
复，起到一个康复作用。而功能增强不仅仅只是针对
损伤病人或是残疾人的，即便是正常人也可以。

目前，福特汽车工厂的工人已经配备了外骨骼系
统，可以帮助需要进行重复劳动的员工减轻疲劳、减
少受伤概率。许科帝举例说，如果工厂工人在做汽车
装配线，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轻轻松松举起车门，有了
外骨骼就可以做到功能增强，减轻重量。而脑机接口
技术可以将指令输给外骨骼系统，在开车时也可以做
疲劳检测，这便是功能增强。

许科帝表示，脑机接口最重要的一步是将大脑里
的信息读出来，常见的方法是头皮脑电，这是医院里
最常见的设备或技术。“最近几年脑机接口技术已经
大量被应用在肢体功能康复过程中，它不仅仅是一个
功能的替代或增强作用，更多的是一个功能恢复作
用。”许科帝说，这一种基于运动想象脑机接口的康复
系统。

目前，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与浙大二院在脑
机接口方面的合作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已经成
功让猴子通过意念控制机械臂，也在病人头部植入过
电极，让病人用意识控制机械臂进行“剪刀石头布”等
二维动作。许科帝解释说，当人脑产生某一动作的想
法时，这种想法会以电传导的方式在特定神经元细胞
之间传导，并最终在感觉运动区形成具有一定电信号
特征的神经冲动，用来指导这一动作的信号发放，通
过神经纤维传导至手、脚等产生动作的肌肉，完成动
作的实现过程。

中风是中国人的高发疾病，很多患者中风之后会
发生偏瘫。许科帝表示，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脑机智
能主动康复可以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中
风实际是运动区神经细胞死亡，但基于未死亡部分神
经细胞的可塑性，通过脑机接口设备采集、分析大脑
发出的指令，通过机械臂等设备执行命令。机械臂帮
助患者，并不是简单地帮助患者运动，而是通过大脑
控制机器人的机械臂，该执行动作也会反馈给大脑，
最终使患者重新“学会”这一动作，帮助中风病人更好
地治疗偏瘫后遗症。

“类似的技术在未来有可能帮助到人类更好地去
利用、调控、增强脑，使得脑可以重新获得康复，
这样才能使得相应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许科帝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装置和技术会逐步成为
非常常见的方案，甚至走在大街上都能发现瘫痪或
者残疾人的身上装了芯片，帮助到他们更好地生
活。 本报记者 林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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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

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向

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

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

体、科技金融等高新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代示范园

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坐拥杭州中央商务区，位于商业发达的和
平会展中心东300米，交通便利，距地铁口仅150米。这里是创新创业的集聚
地，这里是人才荟萃区，这里是杭州政策高地！欢迎合作，欢迎加盟，多谢关注，
推介有奖。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集品科创分园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 13958026342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
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线，
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
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
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期的
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
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
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吧等）、
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
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免费代办）及财
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
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
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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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日是第 13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专
家呼吁，“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世卫组织发现，影响健康因素中，生物学因素占
15%、 环境影响占17%、行为和生活方式占60%、医
疗服务仅占 8%。由此可见，获得健康最简单也是最
有效的方法、个人健康管理最日常也是最重要的策
略就是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把健康融入生活的方方
面面。

健康生活方式体现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现实
生活中，很多人都曾尝试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但常常
半途而废，这与缺少健康知识不无关系。比如说吃，
最重要的是维持营养均衡，畸轻畸重、过热过冷都可
能出现问题，“口味重”会摄入过多的盐导致高血
压，“饭量大”则可能摄入过多热量导致肥胖，“趁热

吃”会损害食道黏膜导致癌症的发生。还有睡眠，夜
里11时到凌晨2时保持深睡眠才能保证生长激素的正
常分泌，否则不仅影响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也会造成
成年人的代谢紊乱、肥胖等。掌握这些健康知识，就
能够走出很多生活误区，对胡吃海喝或长期熬夜保持
警觉。只有以健康知识来支撑养成健康习惯，才能激
发久久为功的自觉。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人体
的免疫功能，一方面是抵抗外来病毒细菌的感染和入
侵，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一种“免疫监视”作用，能够
及时清除那些衰老或变异的细胞。不良的生活方式，
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对人体免疫力的损伤，从而增加了
人体感染、患病甚至发生肿瘤的概率。现代社会的物
质生活极大丰富，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

不良生活方式的诱惑。过度陷入“宅”生活，长期沉
迷虚拟世界，在桌前久坐不起……这些不良习惯都会
使身体缺少相应锻炼，从而降低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
力。因此，我们在享受现代生活便利之时，更要时时
与自己的身体“对话”，让身体在自然伸展和运动锻
炼中保持唤醒状态。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还需要正确看待治疗与健
康的关系，理性看待医院和医生的作用。很多人在
日常生活中不注重健康，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一种
认知偏差，即认为现代医学能够为所有疾病兜底。
现代医学确实获得了很大进步，但医学、医生和医
院都不是万能的，对于大多数慢性病，药物都只是
起到辅助作用。更进一步，我们还需要破除对用药
和检查的迷信，用药应坚持“需要用的时候再用”的

原则，尤其是不能滥用抗生素；而像CT、X光等射
线检查，本身就会因其放射性对人体构成伤害，同样
不能滥用。

从大健康的视野来看，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
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
也需要在生活中保持心理健康，学会正确看待我与
他人、我与世界的关系。生活中，家庭、工作、社
交等带来的压力不可避免，这些都可能在心理上投
下阴影，影响到情绪、认知以及行为。培养健康的
生活方式，首先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涵养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少一些爱慕虚荣
的无谓攀比，多一些呼朋引伴的真诚沟通，才能让自
己抵达诗和远方。 宋红梅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康复机器人正逐渐成为家庭健康和美好生活举足轻重的贴心助手

“钢铁侠”助力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走完全马

今年 83岁的王奶奶因脑梗入院治疗，出现
偏瘫的她，病情进入稳定期后，医生给王奶奶安
排了康复训练。只见王奶奶平躺在康复机上，戴
上绑带，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根据康复师开出的

“处方”，带着王奶奶进行模拟走路等下肢训练。
两个月时间里，王奶奶进步挺快，已经可以在家
属的搀扶下小步挪动。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康复科的
治疗训练大厅，康复师有了机器人助手，越来越
多的患者享受到了智慧医疗。

“对于脑卒中病人、脊髓损伤病人、高龄老人
来说，下肢功能站立无力、肌肉萎缩、关节僵硬，
是病情进展中不可避免的，帮助病人重新站立、
恢复行走，需要康复医学的介入。”浙大一院副院
长陈作兵教授介绍。

在国际上，不少国家的康复医学专家正在对
下肢康复机器人进行探索，但国外的下肢康复机
器人价格昂贵，反馈欠灵敏，使用复杂。所以，三
年前，作为浙江大学工研院康复工程研发中心主
任，陈作兵提出设想，并参与了早期研发。如今，
第一台完全国产化的LEANMED C300踏步机器
人已于今年7月中旬在浙大一院正式“上岗”，并已
服务数百例次。

“将机器人技术应用于康复领域，既可提供
有效的康复训练，又不增加临床医疗人员的负
担。”陈作兵表示，下肢康复机器人比康复师更为
精确客观测定训练与运动参数并提供实时反馈，
能帮助患者缩短康复疗程，同时减少治疗费用。
同时，机器人还能准确地治疗和评价参数，有助
于机器人辅助治疗神经损伤患者研究的深入开
展，具有改善康复效果和提高康复效率的潜力。

“康复机器人技术解决了康复训练中最难的一个
环节，随着机器人在医学领域的普及和应用，加
上医联体和远程医疗的辅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得到远程训练，享受大医院专家量身定制的康
复计划。” 柯静 王蕊 晋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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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一院康复师有了机器人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