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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鞠圣娇

戴上VR眼镜，犹如置身绿色森林，听
着音乐漫步小径；又或者伸手摘取“水
果”，将其放入盘中……这是患者在康复
机器人+虚拟现实技术帮助下进行康复训
练的情形。4 月 8 日上午，记者在聊城市
第三人民医院康复训练大厅，看到了该院
引进的上、下肢康复机器人。

“来，我们演示一下用法。”康复师李
敏打开下肢康复机器人，同事常发旺主动
要求体验一把。他在下肢康复机器人内
侧站好后，李敏将绑带绑到了他的腰间及
大腿处。常发旺尝试下蹲，发现自己被绑
带稳稳地托住了，“有些患者腰部、下肢没
有力气，这个绑带可以为体重100公斤以
内的患者提供助力。”李敏选择了“梦幻森
林”这个游戏，为常发旺佩戴好VR眼镜，
并在训练难度、助力、阻力、减重等选项上
进行了调整。

训练开始，常发旺双手扶着机器人，
在机器人的带动下缓步前行，康复大厅的
电视上显示了常发旺使用VR眼镜看到的
景象——绿色的大森林里，有一条铺满小
草的小径，还有潺潺的小溪流过……“我
能听到音乐声，刚才是走在草地上，这会

儿像是走在石子路上。”走了大约10米，常
发旺停住了，他需要完成“捕蝴蝶”小游
戏，只见他晃动腰部，让画面中的捕虫网
抓住蝴蝶。一整圈下来，常发旺走了 12
米，摘下VR眼镜的他意犹未尽。

“这台机器人共有8个游戏，尤其适用
于一些脑卒中导致下肢肢体无力的患者，
机器提供的承托力能让他们在减重状态
下尝试早期行走，促进恢复。”康复科主任
王付涛介绍。这两台康复机器人均可以
提供多种训练方案，既能实现机器人带动
下的被动训练，也可以由患者主动掌握训
练过程。而且，患者通过闯关可以拿到积
分，体会到成就感，提高训练积极性，对比
同一患者多次游戏的积分，还能判断患者
的康复训练效果。

上肢康复机器人同样包含多个游戏，
康复师张鑫在同事帮助下玩了一把“摘水
果”。他把右手放到上肢机器人提供的托
架并握住支撑杆，戴上VR眼镜进入一个
虚拟房间，窗台上悬浮着一个苹果，他努
力移动右臂抓住苹果，再将其放到盘子
里。“抓住了！”张鑫高兴地笑了，但这样的
动作对于上肢无力患者来说，可能并不容
易做到。这台上肢机器人还可以提供汉
字书写、七巧板等游戏，锻炼患者其他上

肢功能。
“这些游戏真不错，我们啥时候能玩

玩？”“明天就给你安排上！”有患者看到这
两台机器人也想尝试，王付涛笑着回答了
他，“现在这两台机器人很受患者欢迎，他

们都说像到了大自然，心情很放松。”增加
康复训练的趣味性，提高患者的康复意
愿，使患者在轻松状态下完成训练，提高
康复效率，增强康复信心，就是聊城市第
三人民医院引进这两台机器人的目的。

家庭小药箱
“囤货”有技巧

本报记者 鞠圣娇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许多市民会
准备一些常用药物放在家中。就如何
管理家庭药箱，4 月 10 日，记者采访了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药学部部长樊淑
文。

对于药箱中该存放何种药品，樊淑
文表示可以结合家庭情况、季节变化适
当储存应急药品，例如家中有过敏体质
的成员可以在季节变换时准备抗过敏
药物；另外，家中有慢性病或老年病患
者应注意更新常用药，但她同时强调，
不要随意储存抗生素类药物，此类药物
要咨询医师后再使用。

要定期检查药箱内药品的保质
期，樊淑文介绍，常常有人要求门诊医
师多开一些药品，以便储存起来或者以
后使用。但实际上，在完成相应的疗程
后，这些药品有可能被遗忘，万一药品
过期，其疗效和安全性无法保证。樊淑
文建议保留药品外包装，定期检查药品
保质期，对于过期药品及时处理。

药品保存需要的温度不同，樊淑文
提醒市民要注意阅读说明书，按照说明
书的要求保存药品，温度不能过高或过
低，尤其应避免放到取暖器、厨房、阳台
等温湿度较高的地方或儿童能轻易拿
到的地方，同时也应该避光保存，可以
选择带隔层和盖子的塑料药箱。“一般
来说，常温指的是10—30摄氏度，阴凉
处指的是不超过20摄氏度，冷处指的是
2—10摄氏度。有些药品需要在冰箱里
存放，比如益生菌、生物制剂等。”樊淑
文说。

樊淑文提醒，药品要根据家庭成员
健康状况、年龄因素等分类存放，比如
儿童药品最好与成年人、老年人药品进
行区分，内服药品与外用药品也最好分
开存放。而且，用完药品后，要将药品
收好，不能随手放置，以免儿童误食。

本报记者 张琪

“王大姐，我是小菊，今天我来给阿姨
做按摩护理。”4月7日上午8时，聊城市退
役军人医院长护中心护士林秀菊敲响了
亚大怡景小区李桂英（化名）的家门。自
从82岁的李桂英老人成为她的护理对象
后，林秀菊每周按照约定时间上门为老人
服务。

“李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跟着
我的动作，右脚慢慢抬起来……”进入老
人房间，林秀菊放下手中的护理包，开始
忙碌。洗脸、梳头、擦身体、按摩……林秀
菊动作娴熟，李桂英脸上满是享受的表
情。“自从小菊上门来护理后，俺妈的身体
状况好多了，心情也好了起来。”李桂英的
女儿说。

几年前，李桂英得了心脏病，她的身
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之后两年，她又先

后遭遇了股骨头坏死、脑梗死……接连的
疾病击垮了李桂英的身体，她失去了自理
能力。家人想让老人享受更高品质的生
活，但缺少基本的护理知识，一筹莫展之
际，他们了解到聊城市退役军人医院开展
长期护理服务，缘分就此开始。

“半年前，我第一次上门时，看到李阿
姨生活不能自理、情绪很差。”林秀菊和同
事为李桂英进行关节护理、行走训练、站
立训练等，同时花心思与她聊天，对她进
行心理疏导，帮她树立信心，并向家属传
授护理知识。如今，李桂英的身心状况明
显好转，已能在家人的搀扶下进行短时间
站立、行走。

半小时后，林秀菊完成了服务项目，
准备离开，老人颤颤巍巍地摆摆手，向她
表示感谢。“阿姨，您歇着，注意按时吃药
啊！”林秀菊殷切叮嘱。关上李桂英家的
门，林秀菊看了看当天的安排，还有12位

老人在等着她上门服务。
“我们不过是做了自己分内的工作，

老人们都很认可我们，盼着我们常去，有
的老人还会为我们准备水果、零食。”林秀
菊说。

“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中”，是
林秀菊和长护中心所有工作人员的初
心。长护中心成立后，聊城市退役军人医
院组织经验丰富的医师、康复师、护士组
成团队，对参加长护服务的老人根据不同
需要进行分类，实施专业的医疗护理、康
复等服务，让这些失能、半失能老人在家
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有时他们还像照顾
自己的亲人一样为老人带药、剪头发。他
们用心的服务得到了老人们的认可，护理
员杨双就曾收到过两封感谢信，信中写
道：“参加长护服务的3个月里，3位医护
人员尽职尽责，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
顾，极大地帮助了我。”

4月11日，高唐县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正在指导市民进行帕
金森病动作测试。

2022年4月11日是第26个
世界帕金森病日，今年的主题
是“防疫抗帕，全程管理”。为
更好地宣传帕金森病相关知
识，提高群众对帕金森病的认
识，高唐县人民医院于 4 月 11
日上午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了
世界帕金森病日现场咨询。在
咨询现场免费为群众建立随访
档案，提供服药指导，进行运动
功能评估，指导康复训练等。

文/图 本报通讯员 高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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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枯燥重复的康复训练为“玩游戏”

机器人“康复医师”上岗

上门服务 他们“一对一”关爱特殊老人

康复师在展示下肢康复机器人的用法康复师在展示下肢康复机器人的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