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美国一份调查统计，大
约每四个老人中，就有一人摔倒
过。美国梅奥诊所的专家表示，
老人因摔倒而导致损伤，严重程
度超过普通人的认知，亲属要认
真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及时提醒老人检查视力，需
要时给老人配戴合适的眼镜。

留神老人的步态。比如老
人行走时出现要扶墙、扶家具，
或从椅子里站立起来有困难时，
应该尽早看医生。这样的老人
可能因为体质变弱，平衡能力下
降而行走困难。照顾他们的人
应该一方面让他们适当锻炼，另
一方面提供拐杖和助步车等行

走工具，防止他们摔跤。
检查老人常用的药物和服

用时间，要标明哪些药物可能造
成头晕和眼花。催眠药和止痛
药的副作用可能造成他们感觉
迟钝，应提醒老人不要在参加某
些活动或出门前服用。

检查环境更是大事，要保证

老人居住处没有过多的障碍物，
移走不需要的箱柜，捡净碎纸和
垃圾。

适当调亮住所灯光，因为在
很多情况下，光线太暗是老人摔
倒的重要因素。楼梯上下两端
都要有灯，半夜自动灯也适用于
老人起夜。

预防:亲属需要掌握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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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烨等知名演员主演的《老
男孩》近日开播。作为一部聚焦

“男性成长”的作品，它也折射出某
些老年男性的性格特征——虽然
年龄不断增长，但他们心理上却仍
是少年，对自己热爱的事物非常热
忱，追梦想、玩浪漫、突破自身……
正如剧中所说，热血无关年龄，只
要初心不变，男孩永远都不会老。

微信组队登上央视唱《流星雨》

成都67岁的石金生有着一颗
不老的心。2008年石金生退休，
玩过摄影、写过散文，最终他选择
了幼年最爱的演唱，“当时电视台
热播演唱比赛，听那些‘小鲜肉’唱
歌，我也想较量一番”。起初，由于
底子薄，合唱团的团友劝他混混时
间就好。执着的石金生却没听进
去，啃专业书、听经典作品，“那段
时间我常去公园练唱，旁人初见觉
得我傻，时间久了，也被我这份看
似幼稚的坚持打动”。2011年，石
金生报名参加音乐考级，顺利拿下
成人声乐艺术等级10级。

取得成绩的石金生并不满足，
他开始参加各种选秀比赛的综艺
节目，他还通过网络认识了3位志
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利用微信群练
歌。4个素未谋面的人花了两三
个月的时间练习配合，竟以美声唱
法在央视的《出彩中国人》节目中
演唱了一首《流星雨》，赢得掌声一
片。“别人都羡慕我活得像年轻小
伙，这番追梦的过程很让我享受”。

考驾照给老伴惊喜像恋爱

因为多年前的一句诺言，广东
中山65岁的陈齐志在退休后成了
一名司机，不过，他只为老伴一人
服务。陈齐志告诉记者，退休前他
忙于工作，为安抚喜爱旅游的老
伴，他曾承诺，退休后要带她游遍
全国。然而意外发生，老伴50岁
那年发生偏瘫，从此只能卧床，还
在工作的陈齐志疲于照顾，每天两
点一线，成了“宅男”。

退休后，陈齐志萌生了考驾照
带老伴出游的念头。陈齐志偷偷
去驾校报了名，每日找借口外出两
小时学车，直至前年考取驾照，“老
伴还以为我外面有人，等我把小车
开到她面前，她哭笑不得，说我就
像个老男孩”。如今，陈齐志正慢
慢兑现着自己的承诺，“我们计划
走遍全中国，让余生不留下遗憾”。

换个舞台找到适合的天地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卜凌
娜看来，不服老、不认老、勇于实现
自身梦想，是“老男孩”的典型特
征，这种良性循环的生活态度值得
其他老年男性去尝试。她建议，换
种生活交流方式或学习新鲜事物，
更能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天地。

山东青岛68岁的刘德群，原
本在生活中很是沉默寡言，因为接
触网络，文笔幽默的他变得更开
朗，“我的网名叫老飞虎，虎是我的
属相，年纪大了就是老老虎，但我
的心不老，还想飞”。在聊天群里，
他总是话题的引导者，从家长里短
到国家大事，他觉得不会说就写，
只要心态年轻，总能找到适合的天
地。

重庆60岁的范继红原本是坝
坝舞的一员，因为不善舞蹈，他舍
弃了这片舞台。因为喜爱英语，他
有了新的收获，“每天看两小时英
文词典，向年轻人多请教口语，如
今遇见来旅游的老外我也能和那
些大学志愿者一起帮忙，同学们一
声‘红哥’都把我叫年轻了”。

（鲍杰）

追梦老男孩
初心不改似少年

老人防摔 这些细节很重要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从多年为
老年人服务积累的经验中，总结
出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醒大
家从老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
老人得心应手的紧急呼叫工具。

该协会专家海伦·提伦说：
“选择报警器并不需要用那些特

别高科技和复杂的设备。”海伦
认为，让老人在身上佩戴便携式
报警系统，特别是简单按键式的
紧急状态报警系统，就是很好的
选择。这些系统同时连接到警
方和急救中心，老人无论摔倒，
还是遭遇其他危险时，都能够快

速得到帮助。
安装有GPS定位系统的报

警装置，适用于经常出门和旅
行的老人。如果老人开车，或
者散步购物时摔倒，这些系统
能够帮助家人和救援人员快速
确认位置，避免因老人一时说

不清地点而耽误救助。家人应
该检查移动报警器的覆盖范
围，就能够知道老人自由活动的
最大区域，以保证报警器工作有
效。海伦还提醒说，报警器最好
防水、结实、耐用，不怕磕碰，升
级方便。

救助:身上佩戴便携式报警器

护身气垫迅速启动充气

许多公司研发出了可以让
老人佩戴在腰间的气垫腰带，
保证在老人摔倒的瞬间高速充
气，起到抵消冲撞力的作用，最
大限度地减少老人骨折的可
能。

以法国埃立特公司的产品
为例。这个公司从制作汽车安
全气袋开始，后来增加了摩托车
安全气囊背心等防护设备。近
年来，该公司进一步开发了为老
人设计的防摔腰带。该公司发
言人说，这种腰带比普通的护腰
腰带略大、略厚，但是并不很
重。老人可以围在正常的衣服

之下，并无特别的不适感。腰带
上有多个传感器，用来判断老人
是否正在摔倒，摔倒的方向和速
度等。腰带中的气袋可以迅速
启动和充气。

在该公司的宣传视频中，有
一位老人早上起床后，有些不太
清醒地走进浴室。他在浴池前
的瓷砖上滑了一下，然后毫无征
兆地突然跌倒。就在他的身体
即将触地前，他预先系在身上的
腰带突然“爆开”，形成体积和厚
度都足以包裹住老人下半身的
气袋。气袋承担了90%的跌倒
冲力，让老人实现了“软着陆”。
不过，这家公司的气垫腰带目前
仍处在试用阶段。

激光鞋左右各有激光束指路

帕金森病患者走路时容易
摔倒，如果穿上荷兰研究人员新
设计的一种激光鞋，或许能避免
这类情形。帕金森患者病情严
重时，患者走路时会出现“冻结
现象”，表现为行走时突然不能
迈步，双足似乎粘在地上，上身
因为惯性而继续向前，以致摔
倒。这种情况通常由置身于陌
生环境的压力或药效消失导
致。患者走路时可以有意识地
看地面上的“视觉提示物”，如地
板方格或者斑马线，避免这种情
况。假如地面没什么可看的怎
么办？荷兰特文特大学和奈梅

亨大学研究人员设计的激光鞋
能派上用场。

这双鞋左右各有一个激光
投射器，左脚着地时，左鞋能把
一束激光投射到右鞋前，指引右
脚行进，反之亦然。测试显示，
它能减少 46％不能迈步的情
况，缩短一半不能迈步的时间。
19名试穿的患者中，多数愿意穿
这种激光鞋。

研究人员打算下一步测
试激光鞋在日常生活中、而不
止是在实验室试穿的效果。
他们还将改进鞋子的性能，使
它不是每走一步就发射激光
束。

（温玉顺）

防护:护身气垫激光鞋大有可为

世界卫生组织
报告显示，每年全球有超过

64万人因摔倒而死亡，80%左右
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其中65岁以上

的老人占了绝大多数。如今乍暖还
寒，老人穿得厚重，容易摔倒。即便摔
倒后没有遭受特别大的伤害，由此所
造成的巨大压力也会使他们从此谨
小慎微，不敢活动，甚至产生不

必要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