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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涉及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常用的辅助
器具有3000多种。比如对盲人而言，语音计算器、语音
提示溢水器等各类产品可以辅助他们生活；对截瘫的残
疾人，取物器、带遥控的开关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
况。辅助器具的选择要结合残疾人功能损失的个体差
别，年龄、身高、体重、居住的环境以及未来发展的愿望。

在残疾人王师傅家中，这些年来已申请了两辆轮椅
车。令他苦恼的是，感觉轮椅并不好用，不是坐着不舒
服，就是推着吃力，堆在家里占地方还积灰，但不申请他
又觉得亏了点什么。他也坦言，不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
的，每次申请都是碰运气。

上年度末，梁溪区共有持证残疾人为12103人，通
过调查摸底，发现共有577人有辅助器具的需求。梁溪
区残联康复科科长华然清介绍，肢体残疾人最多，为
5059人，占比达到41.8%。从今年残疾人的申请辅具需
求来说，主要还是集中在轮椅车、腋杖、肘杖、四脚拐、盲
杖、盲表等。李增强介绍，主要因为视力和听力类的都
需要专业机构进行评估验配，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而轮
椅和拐杖之类，普通百姓一般会直接购买成品，但是否
适合自身需求，却并不具备相关知识。

今年通过智能评估工作，改变了原来单纯发放辅具
的模式，依托精确测量、科学计算、综合评估，并根据残
疾人所申请的辅具、实际生活需求、自身条件筛选出残
疾人适合的辅助器具。同时，针对16周岁以下的残疾儿
童还将实施更加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今年梁溪区作为江苏省三个便捷化试点区之一，也
是无锡市利用“互联网＋”智能化手段开展辅具适配的
试点区。这次省市两级的双试点首次依托第三方团队
进行智能化评估的发放，摸索出一套申请流程简单、适
配方法科学，老百姓满意的服务方式和方法，为全省做
示范。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对于残疾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出行往往需要一定的辅助工具。每年

残联系统都会为残疾人配发一定数量的辅具，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锡城

部分地区不再是残疾人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就发什么，而是会在发放之前

先对残疾人情况和需求进行科学评估。据了解，梁溪区是省市两级残疾

人辅具发放的双试点地区。前几天，记者跟随工作人员一起走进残疾人

家中，感受这种智能评估的不同之处。

实现精准适配、便捷服务

无锡首次尝试“互联网+”辅具智能评估

最近一周，记者跟随梁溪区残联的工作人员
以及第三方评估工程师一起走访了多个接受评
估的残疾人家庭。在市康复医院内，有一部分人
员因疾病在此康复。这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且
处于疾病发作期，评估师孔德玮会详细地向医
生、家属、护理人员询问申请人的相关情况，其中
包括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史等。

有一位老人因房颤引起了脑梗，家属反映，
老人状况好的时候，可以自己坐起来。家属希望
能够有一个轮椅，方便移动老人进行康复训练和
外出。而在一位七旬长者谢师傅的家中，孔德玮
会让他试着弯腰，发现他还能自己站立。家属表
示，老人摔过一跤后，颅脑动了手术，手使不上
劲，脚也只能挪动一点距离，在家中偶尔会用一
下拐杖，但外出一定要用轮椅。在孔德玮看来，
谢师傅这样的情况，更建议用轮式助行器，毕竟
脚还能动，如果过早依赖轮椅，反而会加速功能
的退化。

在1989年出生的小晨家里，这个因先天疾
病而导致残疾的女生因长期不运动，体重已达
82公斤。她妈妈担忧地表示，医生也让孩子要
多运动，才能手术，或许还能站起来。妈妈为小
晨申请了一部轮椅，梁溪区残联的工作人员考虑
到她的体重特殊，准备寻找一部大号轮椅，并建
议她一定要试着自己转动轮椅，多加锻炼，获得
更多的自由。

辅助器具对残疾人而言，是补偿改善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增强社会参与能力的最有效的工
具之一，在康复、教育、就业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残联系统每年都会给残疾人
发放他们需要的辅具。今年，梁溪区首批173名
重度残疾人由于行动不便，其申请需要的辅助器
具全部由专业人员上门评估。孔德玮表示，评估
的内容共有三四十项问题，包括观察使用者的生
理功能，姿势控制能力、抓放能力、下肢平衡能力
等，还要根据其辅具使用的需求和环境进行评
估。现场通过详细询问个人身高、体重等数据，
测量坐具的高度、坐宽与坐深，力求通过专业的
评估软件为残疾人市民匹配到最适合的辅具。

残疾人黄女士因小儿麻痹症出行困难，她
表示，年轻时，虽然脚有残疾，但单位七楼照爬
不误。随着年岁的渐长，现在只能乘电梯拄拐
杖到楼下。每个月去医院配药，是她最为烦恼
的事。评估师测量坐高、坐宽后，建议她使用
大轮的轮椅。“大轮适合手臂力量还行，能自行
外出的残疾人；小轮则适合不能自行滑动轮椅
的人，方便护理人员，推起来更轻便”，孔德玮
介绍，不同的情况，适合不同的辅具。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到申请的辅具，在
康复医院内，一位老人连坐都坐不起来，家属
希望为她申请一辆轮椅的要求被拒绝。孔德
玮认为，老人已无法控制重心，完全没有意识，
强行让她坐在轮椅上，很容易翻出去，造成二
次伤害。

有的时候，申请者完全不懂辅具，只是觉
得自己需要，就来申请。有位盲人申请了一根
盲杖，评估人员了解下来，对方从来没有学过
定向行走，盲杖只能使其外出徒增危险。后根

据他每天需要多次定时服药的实际情况，更换
了盲表，让他随时随地能了解时间，对方很满
意。而有一名双下肢小儿麻痹的残疾人，想要
申请一个腋杖，结果评估下来可能四脚拐更适
合本人的情况。也有人申请了拐杖，但评估中
却发现他需要轮椅，评估人员都会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

来自第三方评估公司的李增强表示，每
一位残疾人的数据，他们都会在现场通过手
机输入系统。每个个体的数据录入后，经后
台各种算法，推荐出最适合他们的辅具，背后
其实有无数顶级专家的支撑。当然，他们也
会结合一些实际因素进行微调。市康复医院
康复病区主任曹扬表示，医生也会根据病人
情况推荐一些辅具。比如偏瘫类的病人，他
们建议能坐不躺，这样可明显改善血液循环，
还可减少血栓和肺部感染的发生。这次评估
系统中的轮椅就有好多品种，对残疾人康复
和生活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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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问得更细，173名重度残疾人完成上门评估

意义：
评估能让辅具更懂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背景：
省市两级试点，辅具发放更便捷和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