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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辅助技术服务领域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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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是主要

用于管理和处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也常

被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
tions Technology，ICT），主要包括传感技术、计算机

与智能技术、通信技术和控制技术。新一代信息技

术，不只是指信息领域的一些分支技术如集成电路、

计算机、无线通信等的纵向升级，更主要的是指信息

技术的整体平台和产业的代际变迁。信息技术横向

渗透融合到制造、金融等其他行业，信息技术研究的

主要方向将从产品技术转向服务技术。以信息化和

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要目标的“互联网+”是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集中体现［1］。

辅助技术（Assistive Technology，AT），涵盖辅助

器具（简称“辅具”）以及相关的系统与服务，是卫生技

术的一个分支，是功能障碍者康复、教育、就业和参与

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目的是使他们能够过上健康、

独立和有尊严的生活，减少对常规卫生服务和支持性

服务以及长期照护的需求，并促进卫生和福利费用的

合理化［2］。辅助技术服务涉及对功能障碍者需求、功

能、环境的评估，服务方案的制定，辅助器具的适配，

康复训练，跟踪回访和效果评估等一系列的个性化服

务。它是链接功能障碍者与辅具产品的桥梁，是辅具

有效应用、功能障碍者充分发挥潜能的关键［3-5］。

我国的辅助技术服务开始于民政部门解放后建

设的以荣军服务为主的假肢矫形器服务。改革开放

后，残联开始面向全社会推进辅助技术服务，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构

建辅助器具适配体系”，将辅助技术服务纳入了国家

公共服务的内容，自此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辅

助技术服务模式也从商品销售到配发服务再发展到

了评估适配服务模式［6］。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的社

会工作理念的深入，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技术迅速提

升，辅助技术呈裂变式发展，已成为康复的三大措施

之一，全社会对辅助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快速提高。

2018年，第 71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增进获得辅助

技术》，进一步强调辅助技术的重要性，并敦促会员国

就促进获得辅助技术服务，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提出

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和要求。

我国有 2. 4亿老年人和 8500万残疾人，是世界上

辅具需求量最多的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老龄化

趋势，辅助技术服务的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然而，

我国辅助技术服务基础薄弱，服务体系雏形刚刚形

成，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以乌鲁木齐

市 为 例 ，据 调 查 ，肢 体 残 疾 人 辅 助 器 具 需 求 为

47. 27%，但实际得到服务的比例为 28. 72%［7-8］；从业

人员大量缺失服务方式且专业化程度不高［9］，缺乏统

一的服务标准；地区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

在边远、农村与贫困地区服务网络与服务保障制度无

法全面覆盖，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较为完备体系相比，

差距较大；由于缺乏服务的支撑，产品研发往往难以

与实际应用接轨，也导致产业发展缓慢。以大数据、

云计算、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一种通用

的技术，“互联网+”是其发展的最新形态，带来产业

业态、商业模式以及创新范式的革命性变化［10］。基于

目前我国辅助技术服务的现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重构辅具服务体系，提高服务

质量与覆盖率、提升可及性与有效性是大势所趋。为

更好地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辅助技术融合发展趋

势，指导我国建立新型辅助技术服务体系，针对国内

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总体而言，信息技术与辅

助技术服务模式的融合主要体现在辅助技术相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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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远程辅助技术服务、智能评估适配三个方面的

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1 辅助技术相关数据库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

如何安全高效地管理大量、持久、共享的数据，是计算

机技术中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技术之一，更是未来

“信息高速公路”的支撑技术之一。在信息社会，信息

资源的获取与共享是事业发展的关键［11］。辅助技术

的信息传播与共享促进着辅助技术和康复技术的发

展，集中体现这些信息存储与检索的资源就是辅助技

术数据库。相关数据库能够提供有关辅具产品、制

造/供应商、辅具资讯等信息资料，方便辅具使用者或

家属、专业服务人员、工程师或制造商等不同群体快

速、准确获得所需信息和资源，但尚未实现大数据分

析应用。

许多发达国家建有辅具产品数据库，其中比较著

名的是美国 Abledata数据库和欧洲 Eastin数据库。

Abledata辅助技术专业数据库，由美国教育部国家残

疾与康复研究学会主办。该数据库主要内容包括辅

助产品数据库、辅助技术资源、辅助技术文献资源等。

其产品库中有 20个类别，4万 8千余件产品，不仅包含

商业化产品，还包括非商业性产品（如自制与改装的

产品）、新产品以及二手辅具供需信息发布。产品数

据字段包括存取编号、品名、商标名、制造者、经销者、

价格、价格、修改日期、特征描述、评语、标识词、评价

等。此外，Abledata数据库还包括了辅具相关资讯、文

献、出版物、学术会议等信息。Eastin数据库是欧洲的

辅助技术搜索引擎，集合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挪威等多国辅助技术领导性组织提供的国家数据库，

每个数据库都运行在不同的技术平台上。辅具产品

数据近 7万余条，产品检索按照 ISO编码进行分类，细

化至 3级目录，同时标注产品数量，使专业人士可以非

常快速和清晰的找到相关产品信息。产品数据在特

征描述方面更加细致，通常包含使用适合人群、适合

场景、功能结构特点、参数信息与可选配件等。Eastin
数据库已经成为欧洲辅具用户，辅具专业人士，辅具

生产企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 AT信息的“黄金

标准”［12］。

目前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残疾人辅具中

心初步建立了各地区的辅具产品数据库系统，用于辖

区内辅具服务的开展［13］，但辅具产品数据仅限于可利

用政策支付范畴，数量较少，无法覆盖残疾人与老年

人的多样化需求。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数据平台，包

罗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至关重要：对公众而言，可以

更方便的获得产品信息，增强其辅具使用意识，帮助

其获得辅具；对一线辅具服务人员而言，可以帮助其

了解到大量产品与技术细节，为适配工作提供参考，

对辅具研发人员而言，可以帮助其了解最新产品与技

术的发展趋势，从中得到启发，促进辅助产品研发［14］。

2 远程辅助技术服务

远程辅助技术服务，使用信息技术进行交互式信

息（数据、文字、语音、图像资料等）的传递，为功能障

碍者提供辅助技术服务，是一种辅助技术与计算机技

术、通讯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相较于传统

辅具服务单纯依靠人工经验与技术的服务方式，现代

信息与科学技术，弥合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专业辅具需

求大大扩大了辅具服务的可覆盖面，也使更多的用户

可以获得更为专业的服务，提高了服务质量［15］。远程

辅助技术涵盖远程服务和远程教育，可进行远程诊

断、会诊、指导和教育，目前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不同类

别辅具相应功能障碍评估以及个体信息采集领域。

在假肢矫形领域，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便探索通

过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技术（Computer Aided De⁃
sign and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CAD⁃CAM）

对服务对象的肢体特征进行数字化，并利用互联网完

成远程设计加工。Kohler等［16］对 CAD⁃CAM制作的

环带式（patellar⁃tendon⁃bearing，PTB）接受腔与手工

制作的接受腔进行比对，两者舒适度无显著差别。经

过 30年的发展，在肢体特征数据化的阶段，利用三维

扫描技术日趋成熟。同时，利用智能手机摄像进行接

受腔内部特征扫描的方法也逐渐受到关注，这显著降

低了专业服务中对于设备的要求，扩大了远程康复的

服务范围［17］。在计算机辅助制造阶段，越来越多的研

究聚焦于假肢与矫形器的增材制造技术［18］。在计算

机辅助设计阶段，Shih等［19］基于云设计软件，使临床

医生能够访问患者足部几何形状的扫描点的云数据，

并根据患者的需求为踝足矫形器创建三维模型。在

假肢零部件的调整适配阶段，Lemaire等［20］报道了利

用远程技术进行 C⁃Leg型号假肢膝关节的参数调整与

配置。

在轮椅服务方面，早在 1999年 Shapcott等［21］就报

告了利用视频会议，语音会议和其他数据技术进行轮

椅处方和远程压力测量等服务。2004年起，美国匹兹

堡大学康复研究中心的远程康复（Rehabilitation Engi⁃
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n Telerehabilitation，RERC ⁃
TR）项目研究和开发了支持远程康复和家庭保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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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方法、系统和技术，包含了远程康复的基础设施

与临床评估模型，除轮椅远程评估外，还涉及儿童沟

通能力评估、职业康复指导以及建筑环境无障碍评

估［22］。Barlow等［23］对比了远程与面对面的轮椅评估，

用户有着相似的满意度，远程服务节省了差旅费用，

但在农村地区准备与随访时间更长。Schein等［24-25］开

发了基于交互式电话会议的远程康复咨询模型，进行

了一项多中心非随机临床试验，使用移动功能评估工

具评估了 96名参与者，发现远程评估有较好的信度与

效度。

在听力相关辅具的服务方面，远程康复的技术主

要应用于听力学检查与助听器验配服务中［26-27］。在听

力学检查与评估方面，已经可以做到利用远程技术进

行纯音测听，耳声发射测试，听觉脑干反应记录与耳

镜检查。在助听器验配服务中，远程康复技术主要用

于数字助听器的编程与调试、自助验配与线上康复，

可以快速有效解决大部分用户生活中的听声问题。

在综合性服务平台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均开展

互联网+辅助技术服务平台应用，涵盖辅具展示、申

请审批、政策宣传、在线购买等功能，加以专业服务人

员远程评估适配或上门主动评估适配服务，突破了传

统的辅具申请层层上报、逐级下发的模式，实现了从

申请到拿到所需辅具全流程的方便、迅速、快捷，帮助

解决基层辅具适配服务技术和资源匮乏的现状，更有

利于服务精细化、便利化［13］。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

心等联合台湾阳明大学等机构，研究基于 ICF框架的

辅具网络专家智能适配系统，打造从申请、咨询到评

估适配及购买的一站式线上服务，目前进入应用验证

阶段。台湾的“辅具家”网站，引入个別化管家系统，

在整合多类辅具产品、制造商、供应商以及产业资讯

的基础上，利用需求快筛问卷引导辅具产品，可实现

线上线下预约体验和购买，并进行使用教学。

3 智能评估适配

智能评估适配泛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包含但不

限于智能传感器、神经网络芯片、开源开放平台等技

术）进行真正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功能障碍评估和辅

具适配。在辅助技术服务的评估 ⁃适配 ⁃训练 ⁃跟踪回

访全流程中［28］，评估与适配无疑是关键步骤。基于传

感器进行运动功能评定并充分利用已有的定性和定

量信息［29］，对功能障碍进行智能评估、适配辅具，可帮

助解决评估人员数量少、专业度不够的问题，弥补当

前辅助技术服务资源短缺及分布不均衡的弱势。国

内外对智能评估的研究多处于理论阶段，应用还处在

提供初步简单方案层次。

英国残疾人生活基金会协助开发了“Living made
easy”与“AskSARA”网站，目的在于公众可得到清晰

实用的日常生活辅具的指导性建议和信息，并通过英

国国内供应商获得。其中“Living made easy”是一个

辅具产品的数据库，囊括英国国内 800余个供应商，1
万余种产品，而如何选择产品，则通过网站链接的

“AskSARA”提供建议。“AskSARA”网站可以使用户

进行自我评估，主要包含健康、家庭和日常活动三个

部分，在每部分中的各个分类都给出了一系列简短的

有关日常生活的是或否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的答

案，由一群积累了辅具实践经验的职业治疗师给出一

份包括实用建议和辅具的指导报告，以网页页面展示

给用户。类似功能的网站还有台湾的“辅具家”等。

这些系统利用预设的算法逻辑与提前撰写的指导方

案对接用户与产品，但主要依靠用户对自身需求与身

体状况的判断，缺乏专业深入的评估，仅能作为简单

的通用辅具的选择工具使用。

“有助帮帮”互联网+辅具适配评估系统是以辅

助技术基础、康复医学及相关专业评估人员执行辅具

评估之经验，将专业人员的临床评估判断转化成文字

描述，由信息处理人员撰写成信息系统，放置在云端

上执行的一种技术。通过云端辅具评估系统，填写评

估问题，便可自动计算输出评估专业报告书及产品规

格书，为使用者提供实时便利及专业的辅具评估服务，

再配合一定的线下服务，可以为更多残疾人提供就近

性、在地性、专业性的服务。与“AskSARA”、“辅具家”

相比，此套系统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的评估，不仅可供用

户自主测评，也可作为专业人员使用的评估工具。

相比于医学诊断有相对固定标准，辅具的评估不

仅与用户身体情况、功能障碍有关，更与用户的使用

需求与环境、生活方式、对待辅具的态度、当地的服务

与政策相关［30］。作为一个多维评估体系，评估人员多

依赖于自身的专业与生“经验”，很难建立一个普适的

评估标准，这也是辅具服务往往缺乏科学循证的原

因［31］。近年来，由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技

术革命正在改造各个传统行业。Rafi提出了用机器学

习的方法实现用户和辅具适配的思想，利用大数据与

神经网络学习，解决辅具服务中多维度与不确定性问

题，为专业人员的辅具评估提供参考依据［32］。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辅助技术现有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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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式将被颠覆，为使服务更加有效、更为公平、成本

更低，数字化、协同化、远程化、智能化必将是未来发

展的方向。展望未来，信息技术与辅助技术服务的结

合点将体现在：①流程模式化：建立远程服务平台，结

合线下服务机构网络，集成联系移动设备、专业服务

人员、服务对象，利用互联网技术接入各种功能模块，

进行标准化建设以规范服务提供与流程，协调统一相

关技术和管理规则，打造连续、闭环、标准的集功能障

碍评估、辅具适配、康复训练、评价跟踪随访一体化的

创新辅具服务模式，实现不断延伸至社区、乡镇的信

息与服务共享，确保功能障碍者能够从根本上得到高

质量、近距离的辅具服务。②数据云端化：从信息资

源整合、云端共享出发，建立大数据中心，对接残疾

人、医疗等数据库，利用数据云存储和云计算，对现有

海量数据进行过滤和深度挖掘、智能分类和模糊匹配

并优化和分析，揭示面对面服务难以展现的深层次关

系，在管理、服务、流通、制造等方面用数据说话、用数

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提高辅具服务的精

准性和有效性。③服务智能化：基于传感器采集、评

估工具、各类量表应用等捕捉到的用户原始信息，通

过云端大数据中心数据积累和卫生健康数据汇总，形

成统一的服务对象信息全貌，发展机器学习乃至人工

智能，构建功能障碍分类模型，同时结合需求结构模

型，除了分析服务对象的身体、结构、功能等方面数

据，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与身份、环境、生活工作状态等

关联的隐性需求，智能匹配合适的辅具产品、技术或

改制及训练方案［33］，甚至直接将个体需求反馈到生产

商进行辅具定制，提供精准、个性化、高效的服务。

辅助技术服务属于健康相关服务，是健康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已建立的辅助技术服务实体机构

网络基础上，探索建立互联网+辅助技术服务系统和

国家级的辅具产品数据库，提供远程智能化功能障碍

评估与辅具适配方案、在线康复训练指导、服务评价

跟踪随访，并与线下服务相结合，从而弥补辅助技术

服务的诸多不足，增进获得辅助技术，实现《世卫组织

2014~2021年全球残疾问题行动计划》有关辅助技术

目标，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整、优质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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