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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装有冷却液的背心通过管子连到
一个圆柱形的制冷器上， 打开开关，3到
5分钟，背心就开始制冷，温度调节到18
至25摄氏度。预计到9月，上淘宝、微店
等平台就能买到“空调背心”。

可以穿的“空调”重3.3公斤

“空调背心” 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06所利用航天技术研制出的， 可用于
个体冷却的防护设备———单兵空调系
统。它由内装冷却液的背心、圆柱形的制
冷单元和电源组成。

206所的研究员张行周向记者解释
了“空调背心”工作的原理：制冷单元就
是一个小型的制冷机，当人穿着背心时，
背心里的冷却液吸收人体热量后流到制
冷单元进行冷却，冷却完毕再进入背心，
从而给人体带来凉爽的感受， 制冷单元
将冷却液里的热量排向外界环境。

这款“空调背心”使用了压缩机变频
调节系统，制冷单元上安装了转钮，通过
调节，可以将背心的温度调节到18摄氏
度到25摄氏度。制冷单元重4.6斤，约等
于4瓶矿泉水的重量，马甲重1斤，电源
重1斤，“穿起来比较轻松。” 一名体验者
告诉记者。体验者在室外体表温度为37
摄氏度时，穿上“空调马甲”，体表温度可
以降到30摄氏度左右。

款式最终选定背心

“在第二代‘空调背心’设计出来之

前，还有第一代的背心。我们甚至还尝试
着设计过空调帽子、空调短裤。”张行周
说。最后，研发团队发现还是背心的受众
面比较大，也易于穿脱，同时查阅资料了
解到躯干是人体主要的散热部位之一，
最终决定使用背心的样式。

空调背心的研发团队共有十多人。
第一代“空调背心”被设计出来时，光是
制冷部分就重8斤， 电池重2.8斤。“因为
当时的制冷单元比较大，需要背在背上，
预计的售价也在万元左右。”

为了让更多居民享受到更轻便、实
惠的航天技术民用产品， 研发团队用了
两年多的时间，让从事消防、交警行业的
多名工作人员实际体验，收集反馈。

有的试用者提出不想占据后背及肩
膀的空间，因为还要扛东西。他们将背心
的前胸和后背装上冷却剂， 空出了肩膀
的部位。“这样使用者不仅可以用肩膀扛
东西， 也可以满足一些人肩膀不想受凉
的需求。”

售价2000-3000元

“同时，我们也更多地考虑到这是一
件供特殊行业工作者在高温环境使用的
设备，不是日常的衣物，也不需要像空调
一样持续制冷， 在减轻制冷单元重量的
同时，也减轻了电池重量。”张行周介绍，
第二代“空调背心”目前主要配备两种电
池，1斤左右的电池可以持续使用1小时
左右，1斤6两左右的电池可以持续使用
两小时左右。 电池通过一个接口连接制

冷单元， 电量用尽后换上新电池就可以
持续使用。

经过多次改进，生产出来的“空调背
心”售价方面也便宜了不少，不同的规格
售价在2000-3000元之间，根据订单数
量、电池容量价格略有不同。“我们还会再
研发三代，争取进一步降低成本，让更多
居民享受到军民融合的成果。”206所产
业发展处周凯说。张行周说，在继续研发
三代“空调背心”时，会注重提高制冷单元
的效率，争取用更少电量，工作更长时间。

预计9月能在网店买到

206所工作人员程双红告诉记者，
“空调背心”目前主要面向团体客户接受
定制，已经接到了交警、消防、机场地勤
等方面的订单。不过，目前206所已经有
面向公众售卖“空调背心”的计划，预计
在9月份，居民们在淘宝、微店等平台就
能买到。“我们希望大众都能享受到军民
融合的成果，航天技术不仅能保家卫国，
也能惠及百姓。” ■来源于中国经济网

“空调背心”五分钟制冷
预计9月可在网店买到

医院牵手养老院 老人看病不用再折腾

医院办养老为老人健康“撑腰”

长沙汇兴医院推拿理疗诊室里，88
岁的陈秋菊， 正在康复器材的帮助下练
习走路，病情逐渐好转。她来到这里时有
慢阻肺、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史，
并且于数年前因左膝关节痛疼， 活动受
限，在中医药研究院行膝关节手术。治疗
出院后，还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如果
不住院， 就要在养老机构和医院间来回
奔波。

然而，来到汇兴医院后，陈秋菊的困
难迎刃而解：“到康复中心做完理疗，只
要往上走两层就能回到养老区。”

原来，几年前，汇兴医院开始尝试将
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 通过向民

政部门申请， 在医院的同一栋大楼内成
立了岳麓区安逸老年公寓。

“新建的老年公寓依托汇兴医院的
医疗资源和医护团队， 解决了其在医疗
服务上的短板”，谈及设立安逸老年公寓
的初衷，长沙汇兴医院院长李清定表示，
由于传统养老机构的医护服务功能欠
缺，需要康复、护理的老人，通常选择常
年住在医保定点的大医院。 如此占据床
位，既浪费医疗资源，也给家庭增添了经
济负担。建立“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正
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有些失能老人的孩子在外地工作，
长期身边无人照料， 一旦发生意外后果
堪忧， 如果住到有医疗保障作为支撑的
养老机构，对突发疾病也能够及时发现、
及时救治，取得最佳治疗效果。”

楼上养老楼下看病两不误

“医疗和养老相结合”最大的受益者
是老人和家属。

7月20日上午，在安逸老年公寓，正
好有家属过来探望老人。今年86岁的刘
爷爷住进公寓已有两年时间了。 老人的
儿子告诉记者，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又
有高血压和严重风湿关节炎， 住进安逸
老年公寓后，不但饮食起居有人照应了，

遇到个三病两疼的处理起来也方便。“不
像是在家，要等救护车过来，还要把老人
从楼上搬下来，一番折腾下来，老人和家
属都痛苦”。

在长沙汇兴医院，除了推拿理疗、内
科、外科等科室分设在二楼和三楼，四楼
五楼就是安逸老年公寓养老区， 老人住
的每个房间有专门的护工； 每个房间被
清扫得一尘不染，屋内物品整洁有序；内
设闭路电视、电话、卫生间、感应照明，还
专门为老人配备了内部应急呼叫系统，
如有特殊情况， 楼下的医生和护士可以
随时到达房间为老人服务。

李清定介绍，开设安逸老年公寓后，医
院每周都会派医生到养老区巡诊一次，对
老人进行医疗查房、测量血压、用药指导、
康复训练指导等服务； 对待病情严重的老
人，医院也会采取专家上门诊断、绿色通道
接收入院等措施， 确保老人得到及时有效
的救治。此外，医院还将为养老院的所有老
人建立健康档案，全面监测、分析、评估老
人的健康数据， 及时为有健康问题的老人
进行指导、咨询和危险因素干预，制定针对
性的综合诊疗方案。

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新模式

2016年召开的长沙市卫生工作大

会上，市卫计委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老年康复区
域，设置老年康复床位，对失能、部分失
能老人、大病康复期老人、临终关怀老人
提供康复护理服务。

“‘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 但目前的大多数社会养
老机构， 还不具备自建医疗机构的条
件。” 长沙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建医疗机构的软硬件门槛高， 对于微利
的养老院来说是一笔较大投入； 养老机
构的薪资待遇低、上升空间小，难以吸引
专业医护人员。此外，大部分养老机构的
医疗活动未纳入医保报销。

“在这种情况下， 医院输出医疗资
源， 与养老机构合作， 是一种较好的方
式。”记者从长沙市民政局了解到，当前
长沙市正在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新
模式。今后，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应引进
医院，设立门诊部；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
则应与医院签订协议， 定期开展医疗服
务。“这可以形成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养老机构可以补齐医疗短板， 医院可以
扩大自身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老人可以
在养老的同时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李丹

随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有
更多的人选择到养老院养老。可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
在养老院生病了，怎么办？记者了
解到， 目前长沙已有部分医院和
养老机构结合， 老年人尤其是高
龄患病的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
能享受到专业医护人员的治疗和
康复训练。

试用者在体验“空调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