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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存在着许多关注度低、群体较小、肢残程度稍低的肢残人士。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资料显示，当前中国肢体
残疾人生活质量较差，其生理状况和生活环境可直接影响其焦虑、抑郁状况。辅具作为目前可以帮助残疾人提高基本能力的

主要方式，对残障人士的生理和心理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残障人士的角度关注和分析残障人士的

生活状况和辅具使用现状及前景，为改善肢残人士生活创造新的可能。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 in China with low attention, small groups and slightly lower degree of 
physical dis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China Disabled Persons’ Federation, at presen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hysical disabled 
persons in China is poor, and their physiological statu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can directly affect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the main way to help the disabled improve their basic abilities, assistive devices have a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on the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he disabled. Therefore,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analyz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disable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use of assistive de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abled, so as to create new possibilities for 
improving the lives of th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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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存在着许多关注度低、群体较小、肢残程度稍低的

肢残人士。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资料显示，当前中国肢体残

疾人生活质量较差，其生理状况和生活环境可直接影响其焦

虑、抑郁状况。残疾人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虽然中国的残疾人事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了

很大的发展，但残疾人作为社会上主要的一类弱势群体，现

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交状况仍然令人担忧。辅具作为目前

可以帮助残疾人提高基本能力的主要方式，对残障人士的生

理和心理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残

障人士的角度关注残障人士的生活状况和辅具使用现状，为

改善肢残人士生活创造新的可能。

我们通过文献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在线上线下查阅文献

和案例，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深层解析，并进行了对问卷与访

谈内容设计，最终回收 114 份有效问卷及四个访谈样本。

2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肢残人士生活方式及问题

2.1 肢残人士在家庭中很难自理生活，需要依赖于家

人的照顾和帮助，在家庭环境中不易于找到合适的

位置

2.1.1 受身体情况限制，大部分肢残人生活能力有限，

无法完全自理

在对于问卷调查结果和深度访谈过程中，我们得出，大

多数残障人士会因为身体原因在居家生活和娱乐活动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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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困难，且在生活上会依赖于别人，很难自理独自生活。

在娱乐活动中，心理问题也成为他们难以参与运动的原因

之一。

关于残疾人亲属在平时给予残障人士的帮助，有 62%

的回答者给予鼓励和陪伴，52% 的回答者给予协助和搀扶，

42% 的回答者给予他们日常活动的引导。可以看出在生活

日常中，周围人给予最多也是相对来容易给予残障人士本人

的就是陪伴和鼓励。半数的人会对他们进行协助和搀扶以及

一些日常行为上的帮助。

2.1.2 长时间对肢残人士的照顾会给家庭带来压力
采访中，李同学的关节病变导致不仅引起了病痛，也导

致她无法站立。而即使是离开医院回家进行康复疗养之后，

这些家庭依旧会处在高压状态下。“如果以后我不能帮你看

孩子怎么办？”这是冯女士在偏瘫之后的想法。残疾不仅使

她自身失去了行动能力，也打破了她原本的家庭平衡。

在与残疾人辅具中心的工作人员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

很多残疾人和其家庭的现状：天生残疾儿童的出生给家庭带

来了巨大压力；夫妻因为其中一人意外残疾而离婚；残疾人

难以寻找伴侣等等。

残疾人在家庭中往往是一个“接受者”的身份。长期的

单方面付出，会导致家庭地位之间的差异，甚至可能导致亲

情的消磨。

2.2 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容易被接纳，在外出活

动中易遇到不便和困难

2.2.1 在身体条件的限制下，肢残人的工作能力有限
在一定的残疾和障碍的身体条件下，肢残人群的工作能

力大大受限。体力活动无法从事，部分智力劳动也需要对电

脑等设备的操作能力。因此，只有小部分的残疾人可以通过

工作融入社会环境。

2.2.2 目前的公共环境残疾人设施不足
在面向不同身份的采访中，不论是残疾者本人、家属还

是社会工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同一个问题：“基础设施

不完善，无障碍设施的质量参差不齐”。

问卷调查里关于“您是否在外遇到残疾人不便的情况，

具体是什么情况”的问题下，在共 85 条回答中，有提及几

个普遍情况。分别是室外残疾人盲道被占用严重、聋哑人在

外与人交流沟通困难、残障人士出行不便（其中包括上下地

铁、上下台阶、无障碍通道使用不便）、导盲犬不让上公交

车的现象。

关于“对于目前现有的公共设施中，可以为残障人士群

体改进的建议”，共 85 条回答，有提及几个方面设施，分

别是清理盲道，保证盲道功能的使用、公交车增加轮椅通道、

自助肢体残疾辅助车（用于商超采购）、公共设施增加电梯、

斜坡轮椅升降台、为导盲犬提供应有的待遇和环境、一些交

通设施的声控功能（如红绿灯）、无障碍通道的优化，保证

功能的正常使用、残障人士 APP 的设置，可以和公共设施

相连。在单独访谈中，偏瘫患者的女儿付同学也表示出对盲

道中断、无障碍通道转弯、无障碍卫生间设施落后等现象提

出了意见。

2.2.3 社会一般人士对于肢残人士生活状况的认识不

全面
参考问卷调查结果，通过普通人和残障人士身边的人对

于他们需求的认知对比，虽然各选项选择数量的排序总体没

有大的出入，但是在选择的比例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由此可

以看出，一般社会对于残疾人和其需求的认识和理解和真实

情况有所偏差。其中有两项数据的差异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更了解残障人士本人的群体选择尊重和不被歧视

的比重更大。残疾人亲属对于残疾人的情绪和心理状况认知

更为清晰，而普通人缺少这方面的了解。

第二，在对“参与社会生活和公众文化”的选择中，残

疾人亲友的比率明显高于普通人。这个结果可以一定程度反

映出社会对于残疾人回归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较低。

2.2.4 存在部分健全人给予肢残人士群体不恰当的关

注的现象
当偶遇到陌生的肢残人士时，85 个问卷回答者 76% 会

内心感到同情，35% 会故意避开目光和绕开走，26% 会不

自觉盯着看，16% 会主动询问其是否需要帮助。可以看出，

大多数路人会在遇到残障人士时感到同情，部分人会刻意

避开，也有少部分数人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或直接提供

帮助。

采访对象李同学分享说：“由于伤口没愈合，需要坐轮

椅打车回家。在路边拦车时，有很多司机看到轮椅就拒载，

使我十分失望和难过”。不论司机拒载的原因如何，这种行

为都是一种区别对待，是来自健全人的“另眼相看”。“另

眼相看”不单包括对其残疾部分的歧视，也包括同情心下的

怜悯。面对“残障人士”这一特殊群体，在交往接触中很难

做到完全平等相待。

2.3 长期多重因素影响下，残疾人普遍会产生一定

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会影响其融入社会
在与残疾人的访谈中，“病耻感”是一个难以避开的话

题。我们所采访的几位残疾人都有提及自己因为残疾而感到

自卑，对外界产生恐惧心理。无法张开的手、轮椅、奇怪的

走路姿势，都是导致对外出感到焦虑和害怕的因素。过分关

注环境与路况，十分在意他人的目光和摔倒的情况是残障人

士的普遍现象。其中，有因残疾情况产生悲观心理，甚至有

过自杀倾向或性情大变、拒绝他人任何帮助的例子。

对残疾人亲友的调查问卷显示，当身边的残疾人有负面

情绪时，作为身边亲近的人，他们最多的行为是安抚开导、

倾听和陪伴。也有多个人提到，不要过度安慰，不要盲目鼓

励，忽略他人的痛苦与客观条件也是一种歧视与傲慢。也有

人选择交给专业人士进行心理疏导。

对于残疾人的心理状况，辅具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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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残疾人接触后得出的结论是：残疾人的心理状况与正常

人差别很大，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能正视自己的情况，而绝大

部分有自卑心理。他还分享了与残疾人沟通的技巧：“一般

情况下在路上不会与他们对视。如果是进行评估，需要对视

的情况，我们的视角一定要比他低，多数情况选择半蹲，要

凸显出对他的尊重。除非个例情况下才会采取弯腰的姿势”。

在长期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不断为家庭带来负担的情况

下，大部分残疾人都有一定的自卑心理。部分残疾人会深陷

在其阴影中，进而发展为抑郁的心理，大大影响了残疾人的

生活质量。

由于残疾人的心理问题导致在很多时候辅具中心的工作

人员也会遇到很多沟通上的问题：“一般与残疾人第一次见

面，他都不会配合我们的询问。甚至会有对抗心理，会觉得

别人不是发自真心的关心他。询问的回答都是：‘不想告诉

你’。一般就算是本人的意愿，都不会通过自己表达，而是

家人说”。

沟通的不畅也会影响到辅具制作的效率。在不配合的情

况下，制做合适的辅具是很困难的：因为 70% 的肢体信息

要靠沟通得来；30% 靠手摸和观察。由心理原因导致的沟

通问题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最大阻碍。缺乏有效的沟通不仅

会在工作中带来效率问题，更会使人际交往变得更加困难。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目前残障人士的生活状况面临很多

困难和不便。大多数残疾人无法自理生活，且依赖于家人的

照顾。残障人士在平时的生活中，出行和娱乐活动会遇到不

便，社会现有公共设施对残障人士的帮助没有很大，一些本

应是为残障人士使用的盲道和无障碍通道，并没有起到真正

的作用，有很大优化空间。同时，普通人对于残障人士的态

度会有些许过度反应和过度关注，会引起残障人士的不适。

当前中国残障人士群体普遍存在于健全人不同的心理问题

和社会问题。在 114 份问卷结果中，对于残障人士最需要得

到的回答，排名第一的就是得到尊重和理解，不被歧视。对

于残障人士群体，肢残人士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他们的心理状况也是我们在观察生活状况时不容忽视的一

个方面。总体来说，残障人士生活状况面临诸多问题与不便，

生活质量较差。

3 辅具使用状况与产品市场分析
3.1 辅助器具使用情况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残障人士生活中辅助器具的使用，

76% 的回答者表示听说过，没有很了解，10% 的回答者没

听说过，身边人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的比例只有 14%。有使

用的 4 个回答中，辅助器具主要是助听器和轮椅。可以看出

残障人士的生活中，大多数残障人士没有对于辅助器具的

使用。

3.2 部分残疾人对于使用辅助器具的选择与看法
辅助器具作为帮助残疾人恢复部分功能的方式之一，和

其他的治疗和康复方法相比是可以最快达到提高功能的手

段。因此，使用一些简单的辅助器具一直是医生和患者的主

要选择。

对于残障人士而言，辅助器具的选择往往最注重其实用

性，如耐用度、材料好等。由于残疾本身给家庭增加的压力，

对于一般收入的家庭而言，性价比就成了必须项。反观美观，

隐形等视觉因素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与残疾人所受到的“另

眼看待”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病耻感”使他们直

接拒绝外出，辅具也就失去了外观需求。

在对残疾人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残疾人对辅

具并不持积极态度。对于一部分人来讲，残疾并不是永久性

残疾，过度依赖辅具可能导致恢复效果变差。而部分中老

年残疾人也认为器具本身并不能让人信赖，人的照顾更加

可靠。

3.3 辅具产品肢残人士生活状况的影响
现今，辅助器具的覆盖残疾种类愈加全面、功能愈加丰

富，能够给残疾人带来了更多生活状况的改善 [1]。现有研究

表明，辅具的适配使残疾者各部分和维度的生活质量得到了

显著提高 [2]。这个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于生活能力的提升，

更在于健康情况、身体活动功能、疼痛减弱、精力水平、情

绪心理功能以及社会功能等全方位的正向影响。

对于肢残人士这一类特殊的残疾群体。辅助产品更多的

是改善活动上的功能障碍。这在改善其基本的生活状态和工

作效率上会有更显著的影响。对于其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

会认同等精神层面的需求也有很大帮助。

3.4 肢残辅具产品现有市场及前景分析
根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2025 年康复

辅具行业深度市场调研及投资策略建议报告》显示，受益于

市场需求拉动，中国辅具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5—2020年，

中国康复辅具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4%，预计未来

5年，中国康复辅具产业规模仍将保持7.1%左右的增速增长，

到 2025 年产业规模将达到万亿元以上。

中国老龄化日益加剧，伤残人士数量众多，康复辅具行

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家相关鼓励支持政策不断增

多，吸引进入布局的资本数量不断增加，总的来看，中国康

复辅具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由于起步较晚、研发能力较弱、技术积累不足、市场不成熟，

中国辅具产业发展依然较为薄弱，全球康复辅具产品中，中

国仅可生产其中 40% 左右的产品，包括无障碍设备、生活

自助类设备、家居环境改造设备等在内的产品不具备量产能

力。并且，中国普惠型康复辅具产品市场供应不足，无法满

足普通家庭消费需求，未来行业结构还需不断调整升级 [3]。

4 改善肢残人士生活状况的相关对策
本次的调查与研究分别从主观和客观、个人与社会层面

进行资料查询与整合、问卷发放与采访以及真实经历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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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验、社会组织的参观与交流，结合小组课程设计课题，

进行前期的基础准备工作。调研深入到实际生活，与个人经

验，家庭经历，社会组织，网络事例相结合，从综合的角度

出发，去了解和分析残障人士的生活现状。

4.1 辅助器具的设计和制造应更加注重残障人士的

心理需求和经济水平
辅助器具涉及起居、洗漱、进食、行动、如厕、家务、

交流等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发挥功能障碍者潜能、辅助自理

生活的重要工具。同时，它还具涉及医疗康复、教育康复、

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的各个领域，是康复必不可少的工具。

它们对于肢残属于社会支持中的工具性支持，能预防、代偿、

监护、减轻或降低损伤、活动受限和参与限制的任何产品（包

括器具、设备、工具、技术和软件），可以是特别生产或通

用的产品。它们是残障人士自理生活的依靠、全面康复的工

具、回归社会的桥梁。

肢残群体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加大对他们的生理和心

理双层的关怀照顾是社会和谐的标志。目前，市场上的残疾

人辅具大部分从功能性出发，却忽略了辅具的外形带给残疾

人心理上的压力。因此，本项研究将研究主题聚焦于单手残

障人群的内心世界，深度探索和理解他们的心理情况和真正

需求，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并制造）出系列无障碍单手辅

助器具，对改善此类人群生活、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以

健康的心理状态和更优秀的身体状态充分平等地参与社会

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2 残障人士需要家庭支持与自身的调节相结合
通过二手资料和具体数据，从主观上及残障人士本身来

说，可以看出残障人士目前的生活状况面临很多不便，包括

饮食、清洁、行动和心理甚至社会融入情况等多重方面。例

如中国残疾人就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普遍面临就业质量不

高，大部分残疾人未就业等，且由于不同残疾类型的残疾人

他们具有明显的能力差异性，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对于

心理层面会存在明显的自卑心理和焦虑、易怒等情绪表现。

再者就是从客观上来说，普通人与残障人士之间的沟通与交

往以及残障人士之间的交流与分享也并不普遍。经过问卷调

查，大部分肢体健全的人与残障人士的接触并不多，甚至只

是听说或路上很少遇到，由此可见，目前残障人士与社会较

为脱离，普通人也并不十分了解和关注、关心此类特殊群体，

但对于怎样对待都具有一定的看法和观点。通过采访，我们

近距离地和相关工作人员与残障人士进行沟通与交流，了解

到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具体的情景与内容。因此，我们在问卷

发布后与采访结束后进行了再次的归纳和梳理，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针对前面发现的问题向各个渠道寻求解决方案。

对于残障人士本身的群体而言，由于生理上的特点和心

理上的需求，是需要外界和家人的支持与帮助的。而这种需

要不仅是物质的支持，也包括精神的陪护。对于残障人士的

家庭，可以考虑向社会有关的慈善福利机构求助，通过社会

福利制度与保障制度进行生活压力的缓解，可以通过更多的

沟通进行情绪的宣泄。对于残障人士本人来说，需要自我调

节和他人引导相结合，由于客观事实，感受到适当的焦虑和

压力是正常的，但这需要度的把握，尤其是要客观理智地承

认和面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做

起，如逐渐尝试一些基础的日常起居的动作或者培养一些可

以实现的兴趣爱好，分散注意力，放松心情。

4.3  健全人士应更加了解残障人士群体的常识和 
需求

对于普通的个人来说，我们面对这些已有的问题，要坦

然接受，在承认他们与众不同的同时，更要发挥同理心去理

解和支持残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也积累一些基础的相关知

识和了解。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遵循平等，友

善，和谐的原则。而这种友善和理解绝不仅仅是同情或者过

度的鼓励与帮助，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以更加包容、耐心

的态度，用平常心去看待，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适度适宜

的支持。这样，有助于自信心的建立和自尊心的维护以及在

辅助下完成任务而生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4.4 社会接纳度的提升需要群体素质的提升和社会

整体和谐融洽氛围的营造
对于残障人士的接纳度问题来说，社会的和谐是包括各

个群体的总和的协调、融洽，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也是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注也是我们公民

内心深处的一种呼声。而这种信念和使命也呼吁我们树立大

局观，小到一两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区，一个地区，

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方方面面出发，细致

入微地考虑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小到一双筷子，一件家具，

大到遍布城市的盲道，各项基础设施，都时时处处体现着人

文关怀。而这，也不仅是我们作为未来的设计师所要考虑的，

也是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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