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渡边慎一教授就“日本照护机器人的发展以及OT在其发展和普及化中扮演的角色”一题进行了分享。
本次分享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日本长期护理服务的情况”、“日本照护机器人的发展和普及化”、
“在照护机器人的发展和宣传中作业治疗师的角色”三个部分。
 在“日本长期护理服务的情况”这一部分，渡边教授通过统计学数据陈述了2025-2040年间日本老龄人
口的急速上升，所需要的相关照护人员的数量不足这一历史背景，同时也表明了发展照护机器人以及其他
健康相关技术的必要性。同时，渡边教授也介绍了日本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而出台的相关政策，包括了：促
进多样化的工作和社会参与，提高已有的健康生命周期（没有残疾性疾病的生命周期），保障医疗护理服
务。

    在“日本照护机器人的发展和普及化”这一部分，渡边教授主要讲解了照护机器人的定义：由感受器、
控制系统、执行系统三个部分组成的辅助性智能机械系统；日本在照护机器人领域主要发展的方向：支持
步行，支持厕所、移动的支持、照护系统的支持、社交方面的支持；照护机器人的直接需求：临床照护人
员患有慢性疼痛的比例非常高（69.9%）；分享了三种机器人，即：“可穿戴的转移辅助机器人”、以及
两种款式的“户外助行机器人”。最后，渡边教授还讲述了医疗机构引进照护机器人计划在日本的发展情
况：全日本共计设立了8个LIVING 实验室用于促进照护机器人的发展，参与这项引进计划的医疗机构由
2015年的58个扩展到2020年的2574个。

    第三部分则是关于作业治疗师在照护机器人的发展和推广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渡边教授通过一个在横
滨康复医学中心的实际案例来说明引进计划的流程，包括了：伦理审查、选择使用者、解释和知情同意、
引进整个的治疗计划。同时，渡边教授也通过表格，比较了在这一计划中，处于不同机构的OT所承担的不
同角色。在横滨康复医学中心，OT 主要作为整个机器人使用过程的协调者，展示计划，组织其他人员的
培训，造访这些护理机构并给与针对性的建议，在小一些的护理机构中，OT 承担的角色主要是寻找并且
选择一些护理实践中的问题、参与培训的课程、选择使用者、接受使用的批准，以及最后的引进机器人。
在照护机器人的生产商这边，OT 需要提供照护机器人制造的一些原则性的建议，协调机器人相关训练的
各个部分，在项目中改进机器人。在这些机构中的员工培训部分，OT 主要做的是怎么去切实的操作机器
人。最后，渡边教授说明了作业治疗师在辅助性产品（主要是照护机器人）的研究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
色。辅助性产品的发展过程主要分了为5 个阶段：1.准备和发展阶段；2.安全性评估阶段；3.效能评估阶
段；4.实用性评估阶段；5.投放和宣传阶段。在准备和发展阶段，OT 的主要角色是给予咨询性地支持，其
目的在于给出发展性的建议和帮助改良原始的机器。比如说假设目标人群，确定使用的环境，创造不同于
其他相似机器的特异性。OT 创造了早期的使用者和制造者之间的桥梁。

    OT 应该在效能和实用性评估阶段从科学和伦理两方面进行检验性的测试，比如如何去保护患者，如何
去进行知情同意的告知，评估受试者的好处和风险。在投放和宣传阶段，OT 需要做一些促进性的行为，
比如安装相关的器械并进行训练。对于计划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总结机器人的效果，并进行推广。同时也
可进行针对该成果开展的相关教育，巩固并报道意外和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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