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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移动辅助器具的分类、老年人使用移动辅助器具所起的作用、老年人移动辅助器具的使用状况以及影响老年人使用移动

辅助器具的因素进行综述,提出相应对策,包括普及健康教育、完善评价移动辅具使用的指标体系,重视专科团队的培养,加大智

能移动辅具的研发,加强政策支持等,为改善我国老年人移动辅助器具的使用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老年人; 移动辅助器具; 应用现况;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R47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19.01.023

作者单位:1.河南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河南
  

开封,475000);2.河南省

人民医院教育培训部;3.郑州大学护理学院

蒋梦蝶:女,硕士在读,学生

通信作者:戴付敏,fumind99@163.com
科研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62102310025)
收稿:2018 09 20;修回:2018 10 30

  据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老年残疾的现患率为24%;我国残疾人人口

总量大,老年人是残疾人群的主体,约占67%,其中

肢体残疾位居各类残疾的首位,约为30%[1];并且我

国的肢体残疾率呈显著上升趋势[2]。肢体残疾不仅

给老年人日常活动和社交活动带来许多限制[3],而且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老年人的肢体残疾大

多是由于机体衰弱以及疾病并发症导致的,通常无法

治愈。研究表明,移动辅助器具(Mobility
 

Device)的
正确适配能给老年人带来许多益处,能提高移动能力

和独立性,增加社会参与,延迟抑郁,降低功能丧失的

速度并改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4-5]等。尽管移动辅助

器具带来许多益处,但是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
认知不足以及专科团队的缺乏等原因,导致目前我国

的使用状况不太乐观。面对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以

及老年人移动能力受限的现状,预计在未来需要使用

移动辅助器具的老年人将会大幅增加。本研究对移

动辅助器具的分类、作用、使用状况、影响使用的因素

进行综述,为改善我国老年人移动辅助器具的使用制

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移动辅助器具的分类

辅助器具(Assistive
 

Device)是指能够预防损伤、
补偿躯体功能、监护日常活动、减轻或抵消局限性、提
高社会生活参与度的产品[6]。个人移动辅助器具(下
称移动辅具)属于其中的一类,是通过补偿和代偿人

体的部分功能,基本恢复肢体原有的自理功能,以提

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轻失能程度的产品[7]。按照

国家标准GB/T16432,在辅助器具中,移动辅具属于

主类12,除包括矫形器和假肢(主类06)外,主要分为

单臂操作助行器、双臂操作助行器、轮椅车、翻身个人

移动辅助器具、升降个人移动辅具等12项次类和84

个支类[8]。从操作力源上可将移动辅具分为三大

类[9],分别为动力型、功能性电刺激型以及无动力型。
2 老年人使用移动辅助器具的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机体的损害

和残疾,这将导致移动能力下降[10]。移动能力下降

将加速机体衰弱,随之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解决移

动问题的一个方案是使用移动辅具来实现个人移

动[11]。移动辅具在以下三方面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①对于老年人自身而言,当移动辅具融入日常生

活时,移动辅具能促进活动和社会参与[12],从而改善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②对于照顾者,能够减轻家庭照

顾者负担[3],提高老年人的独立性;③对于康复护理,
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康复,提升健康水平[13]。另外,对
于移动辅具是否能够预防跌倒,一系统综述既不支持

也不否定助行器对预防跌倒的有效性[14],未来的研

究需要进一步探明其有效性。
3 老年人使用移动辅助器具的状况

3.1 移动辅助器具的使用率 Gell等[15]对美国

7
 

609
 

名社区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有24%的老年人

在过去1个月内曾使用移动辅具,9.3%的老年人在

过去1个月曾使用多种类型的移动辅具,与过去相比

使用比例显著增高,使用最多的是手杖,使用最少的

是踏板车。Clarke等[16]对加拿大307名居住在长期

照护机构的老年人调查结果发现,超过70%的老年

人使用移动辅具,其中超过50%的老年人使用轮椅。
我国张晶等[17]的研究表明,脑卒中失能患者使用移

动辅具的比例偏低。有研究称,我国老年人客观需要

使用,但是却因自身经济状况、缺乏认知以及缺少医

护人员专业指导等原因未使用移动辅具而导致骨折

甚至偏瘫的惨痛教训很多[18]。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

移动辅具的使用率偏低,因此,需要提高老年人自身、
家属以及医疗专业人员对移动辅具的认识,以提高我

国老年人对移动辅具的使用率。
3.2 移动辅助器具的误用状况 Liu等[19]对93名

使用手杖的老年人调查发现,53.8%使用手杖的高度

不正确,28.0%持手杖在错误的一边,15.0%有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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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势,7.5%有后倾姿势,31.2%不能执行正确的交替

步态模式。另外,Liu[20]对158名使用带轮助行器

(Rolling
 

Walker)的老年人的调查显示,使用高度不

正确占55.1%,存在维修问题的占17.1%,静态站立

时39.9%表现为前倾姿势,行走期间有50%表现为

前倾姿势,且所有使用者称自从获得助行器后他们的

助行器没有得到医疗专业人员的二次检查。张晶

等[17]研究表明,在使用移动辅具的脑卒中失能老年

患者中有75%未接受过相关健康教育,仅6.82%的

患者通过专业适配获得移动辅具。移动辅具不正确

的使用会给使用者带来二次伤害,应引起医护人员的

重视,同时给予正确的指导、培训并完善评价指标体

系,减少错误使用率。
4 老年人使用移动辅助器具的影响因素

4.1 个体因素

4.1.1 一般人口学因素 影响老年人使用移动辅具

的一般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水

平。年龄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多项研究表明,移动辅

具的使用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这可能与年

龄越大,老年人的活动能力下降有关[15,21]。Clarke
等[22]调查了加拿大5

 

395名社区老年人使用轮椅的

情况,结果表明,随着自我护理依赖的增强,男性比女

性更可能选择使用轮椅,这可能与女性更强的社会取

向有关,女性在自我护理受限时会主动寻求他人的帮

助,而男性倾向于依靠自己。有研究称,文化程度和

经济水平低的老年人会更可能使用移动辅具[16],但
是当考虑健康因素之后,文化程度与移动辅具的使用

呈正相关[23],收入也会促进移动辅具的购买[24]。
4.1.2 健康状况 移动辅具的使用率,与所患疾病

种类、移动能力、疼痛、心理等综合健康状况有关。身

患多种疾病的健康状况差者,寻求使用的意愿更

高[15]。张文娟等[21]的研究表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完整的老年人使用移动辅具的可能性明显低于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不完整的老年人。Clarke等[16]进一步

证实,老年人使用移动辅具与移动能力受限最相关。
Carbone等[25]的研究表明,膝关节疼痛和平衡问题是

老年人开始使用移动辅具的重要原因。Tomita等[26]

调查了694名使用辅助器具的居家老年人,结果表明

抑郁程度越严重,老年人越不愿意使用辅助器具,反
过来,使用辅助器具越少会导致身体功能下降,从而

加重抑郁。
4.1.3 其他 移动辅具的使用与老年人的认知、态
度、自我效能等有关。Resnik等[27]的研究表明,认知

影响着移动辅具的使用,其中病耻感是影响移动辅具

使用的阻碍因素;Roelands等[28]的研究发现,使用移

动辅具的意向与老年人的自我效能及态度有关;与那

些没有使用手杖的老年人相比,手杖使用者对于手杖

的使用持更积极的态度[29]。因此,需要采取特定的

干预措施端正老年人对移动辅具的认知,提高老年人

使用移动辅具的自我效能,从而提高使用率。
影响移动辅具使用的因素还包括满意度、了解度

等。Sund等[30]调查了平均年龄为74.5岁的踏板车

使用者,结果发现,对踏板车安全的满意度是日常使

用踏板车的预测因素。张晶[31]的研究也表明,安全

因素是影响脑卒中失能老年患者使用移动辅具的首

要因素。Hart等[32]在没有使用手杖的人群中进行调

查,结果表明促进手杖使用因素排名较靠前的是手杖

的使用方法、受益的知识等。
4.2 医护人员因素 研究表明,从事辅助器具适配

专业人员的匮乏及专业人员对辅助器具的知识和认

识不足,是我国辅助器具应用不普及的原因之一[33]。
加拿大有研究者对106名社区老年人的横断面调查

显示,对于手杖的使用,69.8%的老年人有较高的动

机遵守医生的建议,44.3%会接受其他医疗保健人员

的建议,13.2%会接受来自家人的建议,1.9%会接受

来自朋友的建议[29]。另1项西班牙的质性研究表

明,更多医生的参与会促进移动辅具的接受度,并且

所有研究对象认为医生是影响他们使用移动辅具的

主要因素[27]。由此可知,医护人员对移动辅具使用

率有很大的影响。
4.3 社会文化因素 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移动辅

具的使用态度存在差异。Resnik等[27]对61名不同

文化背景的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及西班牙裔的社区

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非西班牙裔黑人和西班牙裔老

年人表现出了对移动辅具使用偏见的强烈担忧以及

对时尚辅具的偏好,另外西班牙裔老年人表达了相比

使用移动辅具,更偏好家人帮助其行走。该研究样本

量偏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移动辅具的使用与民族有关[15]。手杖使用者感知到

更多的社会压力[29],这表明社会压力是移动辅具使

用的阻碍因素。
5 对策

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年龄

相关的肢体损伤与残疾问题日益凸显,数量不断攀

升,对移动辅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移动辅具的使用

开始受到重视。如何提高移动辅具的使用现状、构建

完善的评估及服务体系成为专业人员的研究热点及

政府关注的焦点。
5.1 普及健康教育 是否使用移动辅具以及如何正

确使用移动辅具,很大程度上与老年人对移动辅具的

认知,以及对移动辅具相关知识的了解有关。美国的

1项研究表明,以“用辅助技术过上更轻松时尚的生

活”(The
 

Fashion:an
 

Easier
 

Lifestyle
 

with
 

Assistive
 

Technology)为主题的课程计划,提升了老年人对辅

助技术的认识[34],并且认为该计划是采取辅助技术

相关行动的催化剂。我国的1项研究表明,轮椅规范

化的健康教育强化和加深了脑卒中失能老年患者对

移动辅具使用的重要性认识,并且改善了临床康复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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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以及出院时的生活自理能力[31]。因此,应结合我

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制定切实可行的有关移动辅具的

健康教育计划,针对老年高危人群广泛开展宣传,逐
步提高民众对移动辅具的认知,增强肢体功能障碍老

年人的自我效能,提高使用现状。
5.2 完善移动辅具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不必要地

使用移动辅具可能造成不良结果,包括促进屈背姿势

的形成、手臂自然摆动的停止和步态的异常等;同样,
在实际需要时而不使用移动辅具也可能造成损害,包
括跌倒风险的增加、移动能力的削弱、生活质量的降

低以及独立性的提前丧失等[35]。Federici等[36]的研

究表明,弃用移动辅具原因为辅具与自身状况不合适

或未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和期望。因此,临床医护人

员在评估患者是否需要以及需要什么类型的移动辅

具时,需要全面考虑老年人的人口学因素、身体状况

以及环境因素等[37]。目前还没有完善的使用移动辅

具的标准及评估工具,未来在这方面需要进行深入探

究。
5.3 重视专科团队的培养 研究表明,移动辅具的

错误使用率比较高,且只有3%的人在最近12个月内

得到了移动辅具的再次评估[19-20]。由此可知,移动辅

具的服务体系极其不完善,专科服务团队人才缺乏,
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因此在康复护理领域应重视护理

人才的培养,促进辅具的规范化使用。组建有关使用

移动辅具的专科团队势在必行,在老年人使用移动辅

具前给予准确评估,使用时给予培训指导,并定期随

访,持续评估,及时调整移动辅具的使用,提高老年人

对使用移动辅具的满意度及正确使用现状。
5.4 运用智能移动辅具 我国辅助器具产业起步较

晚,目 前 存 在 品 种 较 少、总 体 质 量 水 平 不 高 等 问

题[38]。研究表明,结合患者需求设计的智能移动辅

具,可提高患者活动的安全性、舒适性等[39-40],因此应

鼓励护士结合不同群体需求加大对智能移动辅具的

研发。虽然传统的移动辅具在改善老年人运动功能

障碍上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功能并不完善。需针对老

年群体的特点,将传统的移动辅具与高尖技术结合在

一起,设计出更为便捷安全、经济实用、人性化的智能

移动辅具,让更多的老年人受益。智能移动辅具,弥
补了传统移动辅具的缺点,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将来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应结合我国老年人生

理和心理的双方面影响,研发出更多的智能移动辅

具,造福更多人。
5.5 政策支持 发达国家辅助器具的高福利政策,
使老年人对于移动辅具的利用度较高,而我国对老年

人使用移动辅具的重视尚处于初级阶段。2016年,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

干意见》[41]中,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基本的治疗性康

复辅助器具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给予

补贴;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和回收再利用服务

试点。这一政策的发布将有力推动相关群体,尤其是

老年人对移动辅具的利用,缓解老年人因经济原因导

致的拒用行为。未来希望政府加大对老年人移动辅

具的投资,以满足大众需求。
6 小结

移动辅助器具的使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对老年人使用移动

辅助器具的认识尚不充分,评价移动辅具使用的指标

体系尚不完善、专科服务团队较为缺乏。面对这些挑

战,需根据我国国情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开展针对老

年人移动辅助器具使用的相关研究,调查使用现状,
探究影响机制;进一步普及健康教育、完善评估指标

体系、加强专科团队培养、加快智能移动辅助器具的

研发以及呼吁政府颁布并落实相关政策,旨在提高老

年人移动能力和独立性,延缓失能状况进展,改善生

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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