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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俞泣杖”——多功能型拐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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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老龄化严重，以及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减退，时代在飞速发展但人们的脚步或快或慢。针对老年人机能减退这一方面，拐杖
成为了一个好的辅助的工具，但是拐杖的功能不限于此。本文从拐杖的使用与应用现状、多功能型拐杖的创新方面与研究现状等方面进行
分析，为多功能型拐杖的实现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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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今社会老龄化严重，以及考虑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项机能与指标逐渐减退，导致该人群行动不便，在生活方面
有所难处。此外，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并趋向发达，人们走入智能
时代。但是老年人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他们接受电子信息的能力弱
于其他人，甚至体会到被时代抛弃，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便民
产品他们不会。使用，造成生活中的种种不便。 

虽说当代市场上的拐杖产品会满足老年人需要支撑的辅助作
用，少许在拐杖前端加了手电筒以方便老年人在夜间出行的时候打
开手电达到照明的目的，但是这远远不够。适合当代老年人现状的
拐杖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老年人视力减退，谁来做他的眼
经？老年人不会使用电子产品，谁来做他的便利？老年人腿脚不利
落，谁来做扶他起来的人呢？我们应该通过这些问题，解决现状，
让他们拥有更便捷的拐杖，得到更多的帮助。 

一．拐杖的使用与应用现状 
1.拐杖的长度：因为每位老人身高都不同，所以在选购一根拐

杖时，最为重要的就是长度。这里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帮助老人朋友
穿平底鞋站在平地上站直后,两手自然下垂,取立正姿势。胳膊肘应
有 20 度的弯曲。然后测出手腕部皮肤横纹至地面的距离。这个尺
寸，就是你所需要的拐杖的理想长度。也可以参考这个公式拐杖长
度 0.72x 身高。这样的长度才能更好地维持身体平衡。另外,一般老
年人用的拐杖拄起时高度都不应超过自己的腰部。 

2.底端的选择：购买拐杖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滑。如果一根拐杖
防滑不过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应选择底端带有强韧性橡胶的拐杖,
这有助于行走时吸住地面,也就是可以增加在大部分不同的地面上
的摩擦力。要确保橡胶具有较强的柔韧性并且齿纹仍然清晰。如果
齿纹看起来已经消磨的话就需要更换新的包头,或者至少每五年更
换一次。此外,现在有的拐杖已经不止一个底部了.三足或者四足的
拐杖已经比较常见了.老人朋友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3.把手：拐杖的把手无疑是老人在使用拐杖的过程中接触最多
的部位。唯一的原则就是老人朋友们握起来要感觉舒服,能随时用上
力即可。如果是患有关节炎或中风的老人，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制作专用的把手。 

二、多功能型拐杖的创新方面与研究现状 
1 声波传感探测系统 
当视力不好的老年人们拿起拐杖，他们只能无助的、迷茫的敲

击地面寻找前方的道路，寻找支撑点作为自己的“下一步”，但是
他们没有能力去看清前方的道路上到底有什么，他们的“下一步”
是否有危险或障碍。针对这方面我们进行了创新和改进，我们使多
功能拐杖棍体具备传感声波系统，用于探测前方障碍物，当检测到
前方有障碍物时，自身以震动方式提醒使用者，帮助使用者避开障
碍物。针对声波传感探测系统，团队通过利用超声波的特性研制而
成的传感器进行试验，最终团队所使用的小型超声波传感器既能用
作发送也能接收，适用于在空气中传播，并将接收器接收到的信息
实时传输到振动器中，可以伴随距离而产生相应的振动。  

2 定位与心率测定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了困扰当代老

年人的问题，每天的血压监测成为了“任务”与保障，同时心率的
变化也成为了一项必要的反应数据。在多功能拐杖上方加以电子芯
片与棍体上方环状辅助带相连接，用于实时检测使用者的心率，并
在心率失常时棍体发出振动并自动伴有警报声，实现提醒用药与紧

急呼救双重目的。其根据项目目的研究了定位与心率测定这一大方
面，在心率测定方面团队已选择了相应的材料与传导系统进行测
试，并通过代码进行了数据测定。其中为确保测定数据的准确，团
队类比了温度传感系统的设计进行了心率传导系统的代码设计。因
为使用材料的不同将导致心率的监测受影响，所以团队展开了对拐
杖把手材料的选择，团队目前正在进行不同材质与传导系统的结合
并进行进一步测试，以达到可以进行对使用者的心率准确反映。借
助显示模块、心率测量、交互模块、储存模块、51 单片机、共阴数
码管、eeprom、心率检测传感器、led、结晶屏 LCD12864 等，通过
代码设计简单设计出此传感系统以达到设计目的。通过初始化、交
互、显示三个步骤，即传感器、结晶屏等读入储存，后经过调整与
显示以达到液晶屏显示的目的，最终再通过 led、数目管、结晶屏、
报警器等显示以完成整套流程。  

 定位系统存在以下两点问题的问题： 
一是定位所需要的材料需要对目前市面上手机所使用的的定

位系统进行研究，GPS 导航仪硬件包括芯片、天线、处理器、内存、
屏幕、按键、扬声器等组成部分。而软件与地图的设置决定了定位
系统是否准确，对于软件与地图设置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缺乏相关
经验。 

解决方案：团队进行扩大，招聘具有相关能力知识的成员，进
行解决，可以使用现有市场上，手机所用的 GPS 系统，在一期实验
中进行测试。 

二是需要将定位系统与求助系统进行关联，从而达到求助系统
的正常使用。 

解决方案：剖析手机功能中的一键求助功能实现方法，从中学
习引用到拐杖功能中来，并在一期实验中进行测试。 

3 紧急求助功能 
团队将在多功能拐杖棍体上方装有一个按钮，与棍体内部警报

器相连，用于使用者身体不适时主动使用，便于求助。团队计划在
拐杖外部设计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的同时，在拐杖上部也设计一
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防止老年在遇到突发性疾病时无法求助。同
时团队预想将心率感应系统与 SOS 紧急呼叫系统进行关联从而对
紧急情况进行解决，例如在感应到老人摔倒瞬间心率的变化，即使
老人摔倒无法碰到拐杖时，拐杖自身也可进行远程呼救帮助老人得
到求助。 

三.小结 
在这个时代发展飞速的时代，什么是社会需要、什么是人们需

要、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才是重点。多功能型拐杖针对老年人视力
减退、对电子设备不敏感、无法进行紧急呼救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
的设计与研究。本文通过描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案与解决方案等进
行了研究，为进一步发展多功能型拐杖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李桂.《老人如何选择合适的拐杖？》，摘自《益寿宝典》53

页，2017.6 
[2]任凝瑞 .《老年人的“好老伴”——拐杖》，摘自《养生月

刊》，2021.4 
项目基金：2020 年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 
作者简介：赵禹昕（2001- ），女，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9 级

中医学专业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