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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举办 2016 年学术年会

七大科技引领康复未来
▲  本报记者  武冬秋

12 月 24 日，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 2016 年

学术年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

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主办，来自全国各地近千名专

家、学者和康复医疗工作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设置 1 个主论坛和 15 个分论坛，邀请多

位康复专家就康复医学未来发展、神经康复、肌肉骨骼

康复、心脏康复、儿童康复、老年康复等领域进行了专

题研讨和学术交流。会议内容集中体现近年来康复医学

的临床进展、最新理念、技术和科研成果，同时展现康

复医学事业发展的时代元素与社会力量。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敖丽娟教授指出，

我国的“三步走”战略目

标：2020 年主要健康指标

居于中高收入国家首列；

2030 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

高收入国家行列；2050 年

建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具

体表现在五个方面：（1）

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

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

控制；（3）健康服务能力

大幅提升；（4）健康产业

规模显著扩大；（5）促进

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王楚怀教授介绍，精准康

复是指康复诊断准确、评估

规一、定位精准；症状与功

能障碍的根源或靶点明确；

康复治疗介入时机合适；康

复治疗手段选择正确，最大

限度控制症状、恢复功能。

他指出，实施“精准

康复”的工作基础应包括利

用先进的医学检测工具，明

确病灶与精准定位，利用先

进的智能型设备辅助各种

功能训练；利用互联网 +、

可穿戴式设备、云管理；开

展临床“大数据”研究，加

强产学研就工作，促进转化

医学的进程等。

康复未来——高端访谈：专家们针对“互联网 + 康复”在中国的未来；智能康复，我们该怎么做？什么是“精

准康复”？三个话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李建军：康复未来更智能、更精准、更方便

王楚怀：精准康复进行时

敖丽娟：康复医生与康复中国

姜保国：中国严重创伤救治和残疾预防体系初具规模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姜

保 国 教 授 在 报 告 中 分 析

了 中 国 创 伤 的 现 状。 他

提出，创伤是导致死亡的

第四位原因，是 45 岁以

下 的 第 一 死 因， 而 中 国

严 重 创 伤 救 治 目 前 存 在

诸多问题。姜教授强调，

创 伤 救 治 的 两 个 重 要 使

命 是： 降 低 死 亡 率 和 降

低致残率（围抢救康复、

器 官 功 能 康 复）， 目 前

功能康复任重而道远。

2010 年， 由 北 京 大

学交通医学中心牵头，联

合 第 三 军 医 大 学 野 战 外

科学研究所、浙江大学第

二 附 属 医 院 等 单 位， 申

请 并 获 得 了 原 卫 生 部 卫

生 公 益 性 行 业 科 研 专 项

基金资助（项目名称“严

重 创 伤 救 治 规 范 的 研 究

与 推 广”）。 主 要 针 对

我 国 院 前 急 救 和 医 院 之

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

院前、院内救治脱节的问

题。项目组自主研发院前

院内信息预警联动系统，

形 成 高 效 的 院 前 急 救 与

救治医院、救治医院急诊

与专科之间的信息链接，

平 均 整 体 救 治 时 间 由 项

目实施前的 87.52 min 降

至 40.76 min，同比缩短

了 53.43%， 为 创 伤 患 者

争 取 了 宝 贵 的 生 命 救 治

时间。

该 项 目 提 出 并 建 立

符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严 重 创

伤 规 范 化 救 治 体 系， 在

国 际 上 率 先 提 出“ 以 综

合 医 院 为 核 心 的 闭 环 式

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

该 体 系 形 成 了 适 合 我 国

现 阶 段 国 情 的 区 域 性 创

伤 救 治 体 系，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创 伤 体 系 建 设 的 有

效模式。

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

师分会会长李建军教授在

报告中将康复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归纳为 3 个能力、

4 个目标、5 个转变。

3 个能力包括：人的

创造能力、科技原创的能

力和战略引领能力。

需具备引领未来、支

撑发展、重点跨越、自主

创新 4 个能力。

5 个转变体现在：路

径 上 以 跟 踪 为 主， 加 强

自主创新转变 ; 方式上注

重 单 项 技 术 的 开 发， 向

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

业为中心的康复集成创新

转变；体制上以科研院所

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康

复学科创新体系建设转变

（联盟）；发展部署以研

究开发为主，向康复科技

创新与康复科学普及并重

转变；国际合作、全方位

合作、主动利用资源。

李建军教授表示，21

世纪康复科技呈现出几个

发展趋势。

健康中国 2030 康复医生的角色

★ 普及健康生活的倡导者；

★ 优质康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 康复辅助科技创新与健康产业的践行者；

★ 康复医疗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动者；

★ 健康人力资源建设的提供者；

★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先锋。

李建军 教授

王楚怀 教授

姜保国 教授

敖丽娟 教授

★ 1康复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的智能感知、控制、辅助功能为康复

护理、康复治疗及生活独立提供了更为理想的替代设

备，将成为未来康复领域智能控制的下一个切入点。

★4可穿戴技术

可穿戴技术是康复信息相关大数据积累的一个最

有前途、最应优先发展的领域。

★2假肢与矫形器、3D 打印技术和材料技术

高性能、仿生化、复合化的生物材料技术的发展，

为假肢辅具、3D 打印提供了可能，也将为功能障碍及

残缺患者提供良好的补偿替代保障。

★5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新兴的康复服务

共享架构和康复平台建设，为远程康复医疗和精准

康复提供技术保证。

★ 7大数据

大数据的高容量、高速度、多种类、真实性等

特点，将促进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发展智慧健

康医疗及“互联网 + 健康医疗”，对于健康医疗、

临床和科研大数据应用、公共卫生大数据应用及建

立远程医疗应用体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6虚拟技术

虚拟技术的本质是人与计算机的通讯技术，是

动态环境建模技术、实时三维图形生成和显示技术、

媒介与人的融合，通过视、听、触等感知行为，为

其在康复的环境控制、功能锻炼及技术模拟演练、

康复治疗效果的反馈信息、开展远程治疗、减少患

者治疗费用等康复医学应用中奠定广阔的发展未来。★3生物技术

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基因芯片等生物技术带来

的精准的个性化康复治疗，逐步成为发展与应用的重

点，预计 21 世纪前半叶将是生物技术发展最快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