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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在残疾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o它

不仅提供有助于健康的有价值和自我取向的生活方

法 o而且还使残疾人有更多机会参加休闲活动 !社交活

动并追求取得较好的运动成绩 ∀

残疾人体育运动要求建立综合性的残疾人信息系

统 o对残疾人的残疾状态进行评定 o并按照一定的规则

对残疾运动员的残疾等级进行评定 o以确保比赛的公

平性 ∀ 5国际功能 !残疾与健康分类6 k�±·̈µ±¤·¬²±¤̄

≤ ¤̄¶¶¬©¬¦¤·¬²± ²© ƒ∏±¦·¬²±¬±ªo ⁄¬¶¤¥¬̄¬·¼ ¤±§ � ¤̈̄·«o

�≤ƒl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残疾与健康描述 !编码与统计

工具≈t  o可在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u  ∀

1 ΙΧΦ的理论模式

从残疾人融入社会的角度出发 o�≤ƒ 在残疾性的

社会模式基础上 o将残疾性不再看作仅是个人的特性 o

而是一种社会性问题 o是由社会环境形成的一种复合

状态 ∀因此 o对残疾问题的管理要求有社会行动 o强调

社会集体行动 o要求改造环境以使残疾人充分参与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 o这种问题是一种态度或意

识形态的问题 o要求社会发生变化 ∀从政治层面而言 o

这是一个人权问题 ∀

2 ΙΧΦ应用于建立综合性的残疾人体育信息管理系统

在大型综合性残疾人体育比赛活动中k如残奥

会l o常常要建立综合性的运动员信息系统 o以记录残

疾运动员的特殊身体功能状态以及需要何种辅助器具

或对运动环境需要作何种改造等等 ∀残疾运动员综合

信息系统的建立是运动员管理的基础 ∀

然而 o以往在建立残疾运动员信息系统时 o没有一

个统一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 ∀由于涉及残疾运动员

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o因此许多运动会只能采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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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成信息与管理残疾运动员信息 o这种方法虽然

可行 o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 o评定方法不一 o对

信息也没有统一的编码系统 o可能造成各种信息之间

存在冗余或不能在一个平台使用 ∀

�≤ƒ有关功能和残疾的定义加入了身体功能 !结

构 !活动和参与 o以及环境因素 o因此为残疾运动员的

登记与统计应用打下了基础 ∀

由于 �≤ƒ分类体系的全面性 !系统性与灵活性 o使

其可被用于现有的各类残疾运动员分类系统 o其理论

架构和编码系统可对现行的残疾运动员分类系统进行

重新调整 o并加以编码 o使残疾分类数据规范化 !标准

化 !系统化 o以及全方位数据的可比性 o而且可以与不

同领域 !不同运动项目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残疾人分类

数据进行比较 ∀

2 q1 �≤ƒ应用于残疾运动员综合信息系统的特点 }≠

从身体结构 !功能 !活动和参与以及环境因素等方面全

面考察残疾人的状态 o更系统全面地综合考虑各种个

体和社会性因素 ~� �≤ƒ 的编码系统为采用不同标准

的残疾运动员分类统计信息系统提供了一种科学有效

的编码规则与方法 o并为不同国家的数据比较奠定了

基础 ~≈ �≤ƒ 在不同的类目下有具体的类目定义和说

明 o并给定了相应的限定值 o可以对残疾进行量化评

定 o这是以往的残疾评定系统不具备的 ~…运用 �≤ƒ 进

行残疾运动员残疾等级评定时 o可以对不同评定方法

的数据进行综合性比较与分析 o从而为残疾运动员的

残疾等级划分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量化的数据平台 o

而且可以整合来自不同运动项目与运动类别的不同方

法 o为残疾人残疾等级的划分提供有关的社会学方面

的解释与说明 ∀

残疾运动员信息的管理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工具 o

�≤ƒ是一种很好的工具 o可以依据 �≤ƒ 的理论架构与

分类方法 o并根据具体实际情况 o拟定残疾人体育运动

信息管理应用的具体方案 ∀近期 o美国 !澳大利亚以及

其他一些国家正在研究将 �≤ƒ的方法用于残疾人体育

运动信息系统 ∀随着 uss{年残奥会的临近 o我们也应

该加强此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o运用国际先进的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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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o建立综合性的并为国际上广泛接受的标准 o提高

残奥会运动员管理水平 ∀

2 q2 �≤ƒ用于残疾运动员的注册登记与统计  残疾运

动员的注册登记信息系统是残奥会信息系统的基础 ∀

从技术上讲 o残疾运动员的信息注册登记制度需要建

立在统一的 !标准化的残疾类别与等级标准的基础上 o

并且要求有一整套科学编码系统 ∀�≤ƒ 用于残疾运动

员的注册登记与统计 o主要有以下 v个方面的作用 }≠

作为一种架构用于组织有关的理论以确保所要求的主

要因素不会在最后的统计数据中或者是建立最低配置

的数据统计指标中遗漏 ~� 作为一种分类系统用于确

定所要进行的统计或最低配置的统计数据指标 ~≈ 提

供限定值 o协助研究者制定选手量表用于确定直接与

�≤ƒ 相关的限定值 o或保障所收集的数据可以反映

�≤ƒ限定值 ∀

2 q3 残疾运动员注册登记主要内容 }≠ 个人因素 }主

要包括人口学因素 o如出生日期和性别 !社会文化特征

k包括国籍以及出生国l !教育特征k主要是指受教育程

度l !劳动特征k包括就业状态和劳动力状态l !收入特

征k主要指主要收入来源l !住宿 !生活特征k包括住宅 !

无家可归 !生活安排 o以及居住设置等情况l o最后是地

址k主要指地理位置l ~� 残疾功能状态 }包括损伤 !活

动与参与等与残疾人功能状态以及环境有关的主要数

据 ~≈在实际残疾运动员注册登记信息系统中 o还要求

建立两套或多套登记数据之间的联系 o如健康和残疾

数据之间的联系 ∀不仅如此 o�≤ƒ 还可以指导数据收

集方法 ∀残疾统计要求包括多方面成份 o不仅仅是残

疾人的身体损伤数据 o加入环境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

残疾状况 o从而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领域统

计的残疾数据的可比性 ∀

3 ΙΧΦ运用于残疾运动员运动分级

残疾运动分类系统的目的是明确合适的级别和确

保统一级别比赛的公平性 ∀然而 o不同的组织制订了

不同的运动等级分类系统 o目前在国际或地区运动会

中使用的残疾运动分级主要有 w个系统 ∀这些系统由

脑瘫国际运动和休闲协会k≤°2�≥� �l !国际史托曼德

维儿轮椅运动联合会k�≥ � • ≥ƒl和国际残疾人运动团

体k�≥�⁄l分别制订 o而后者又有截肢者和截肢者除外

两个系统k见表 tl ∀

表 1  4 种主要残疾运动分级系统中使用的健康状况和残损资格标准

组织 参与资格

≤°2�≥� � 伴有运动功能障碍的非进行性脑损伤患者 o如脑瘫 !脑外伤 !脑卒中或相似症状的患者 ∀不属于此范畴的是无运动功能的智

力残缺患者和有运动障碍但不是脑造成的患者 ∀

�≥�⁄2截肢者 后天性截肢者以及与其相似的肢体畸形患者 ∀

�≥�⁄2截肢者除外 与诊断无关的运动残疾人 ∀不属于此范畴的是有严重精神病和无运动残疾而患有心 !胸 !腹 !皮肤 !耳和眼部疾病的患者 ∀

�≥ � • ≥ƒ 脊髓损伤患者或有一种功能上与脊髓损伤相同残疾者 ∀过去这一分类人群包括脊柱裂和脊髓灰质炎患者 ∀

  多年来人们就希望将残疾运动分级中使用的 w套

系统统一起来 o简化运动分级 o增加同级别内运动员数

量和提高级别间的竞争力 o增加残疾运动员参加比赛

的机会 o并激发运动员的参与热情和公众的参与兴趣 ∀

对 �≤ƒ分类特征和目前使用的残疾运动分级系统

考察后发现 o尽管他们在涉及的范围广度上有很大差

异 o但基本上都是功能和健康状况相关的残疾分类系

统 ∀从分类法的角度出发 o可以以 �≤ƒ 为依据制订一

套统一的残疾运动分类系统 o即运用 �≤ƒ 对目前 w个

残疾运动分级系统的目标 !构架和术语进行分析 o然后

确定相似点和差异 o具体可应用如下 v种方法 }

第一种 }用健康状况和残损类型对/资格0下定义 ∀

现有残疾运动分级 w个系统阐述的主要健康状况和残

损资格标准通过使用非标准化的术语勉强达到清晰和

有效 o如/功能相等0k�≥ � • ≥ƒ系统l !/相似条件0k≤°2

�≥� �系统l和/相仿0k�≥�⁄2截肢者系统l ∀但一些争

论点k如有关哪种残疾在功能上能与脊髓损伤相等的

问题l或潜在争论点会对统一系统的可行性产生不利

影响 ∀

�≤ƒ使用标准术语 o可以消除意义上的含糊不清 o

减少不确定性≈v2x  ∀�≤ƒ 编码有助于定义资格 ∀编码

¥zts ) ¥z||k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相关功能l !¶tts )

¶t||k神经系统结构l和 ¶zts ) ¶z||k与运动有关的结

构l最好地描述了目前 w个系统包含的人群 o而且这将

是最合适的起点 ∀

第二种 }用/最低残疾0定义各运动分级所具备的

资格 ∀在目前的各残疾运动分级系统中 o要求运动员

满足的标准通常称之为/最低残疾0标准 ∀但每个系统

建立最低残疾标准的基本原理存在明显差异和分歧 ∀

建立统一系统必要的先决条件是有完整理论依据的文

献资料以及描述最低残疾标准的术语与 �≤ƒ 保持一

致 ∀用最低残疾定义资格并对运动员进行分级是一种

重要的方法 ∀

第三种 }用活动受限的任务特殊性限定最低残疾

标准应用环境 ∀制订一套统一的系统需考虑的运动员

活动受限程度取决于他们试图完成的运动任务性质 ∀

某一部位的残损会使运动员在某种运动项目中经历很

大的活动受限 o但在其他项目中这种活动局限可以忽

略不计 ∀例如 o一位没有手指的运动员所经历的活动

受限程度在投掷项目中表现得很突出 o而在长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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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活动受限的程度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 o制订最小残

疾标准须说明在不同运动科目上k如轮椅赛 !跑步 !跳

跃 !投掷l构成真正或恰当的最低活动受限因素 ∀对运

动科目里项目成绩决定因素的不同之处 o在进行不同

科目逻辑再划分时也应予以考虑 ∀例如 o跑分成短跑

和长跑的原因是短跑的起跑方法是特殊的蹲踞式 ∀

运用 �≤ƒ对残疾运动员进行运动分级与现有分级

系统的比较如表 u所示 ∀
表 2  目前残疾运动员运动分级系统的比较

组织 最低残疾标准 最低残疾标准的目的和理论依据
�≤ƒ对目前最低

残疾准的描述
分类方法

≤°2�≥� � 如果一种身体畸形能由详细的神经学检查给出评

定 o且功能残损在分类中不是很明显 o而且对运动

成绩无明显影响 o则运动员不具备参赛资格 ∀

试图提供运动机会给神经残损的个体

k残损状况使其在比赛和训练中处于不

利位置l

最低身体功能

残损 o以及最低

运动局限 ∀

�≥�⁄2

截肢者

最低残障是腰部或以上部位被截肢 ∀而下肢标准

还没有明确 ∀

确保比赛参与者仅是患有残损的运动

员 o这种残损在相同的条件下使参赛者

不能与肢体健全的运动员一同比赛 o从

而维护残疾运动的公正性 ∀

最低身体结构

残损

按照受影响的肢体k上肢或下肢l进

行分类 o有多少肢体受到影响 o被截

肢体有多少k膝部以上 !肘部以上l ~

分 |个级别 ∀

�≥ � • ≥ƒ 用/ s ) x0的量表对 xw个肌肉群进行等级划分 o/ s0

为完全丧失自主肌肉收缩 o/ x0为正常肌肉收缩 o下

肢端最高值为 {s ~[ zs的运动员具备资格 ∀

未阐述理论依据 ∀ 最低身体功能

残损 ∀

用活动受限的一般和特殊运动测试

对肌肉进行等级划分 ∀田赛有 {个

级别 o径赛有 w个级别 ∀

  从表 v可见 o�≥�⁄k除截肢者外l系统未包括在其

中 o尽管该系统是目前所使用的 w套系统中唯一一套

不以诊断为基础的分类系统 o并且还以书面记录的形

式在广义的残损范围内对残疾运动员进行分类 o因此

该系统只是一个逻辑分级系统 o通过它我们可以构建

一套统一的系统 ∀没有分析 �≥�⁄k除截肢者外l系统

的原因是其缺少对一套更完整和更统一系统框架起作

用的细节和结构 ∀例如 o�≥�⁄k除截肢者外l系统为轮

椅运动员只建立了两个可能级别 o而 ≤°2�≥� � 和

�≥ � • ≥ƒ系统却有 w个轮椅径赛级别 ∀显然 o在统一

系统中具备资格的所有径赛运动员只采用两个级别进

行分类是不现实的 ∀由于国际奥委会制定的政策目前

不是按 �≥�⁄k除截肢者外l运动分级系统 o而是运用

�≥�⁄k截肢者l系统或 �≥ � • ≥ƒ 系统对残疾运动员进

行分类 o因此 o�≥�⁄k截肢者除外l系统作为统一分类系

统是不适用的 ∀

上述 w套残疾运动员运动分级系统均假定运动员

的残损程度决定了其活动 ∀这种理论与 �≤ƒ 是不一致

的 o因为运动员的残损程度不能预测其活动表现 ∀�≤ƒ

模式认为残损和活动维度相互影响 o残损并不导致活

动受限 ∀�≤ƒ不仅仅在身体结构或身体功能上说明残

损对活动受限的影响 ∀活动受限k不是残损l是指整个

人经历的困难 o术语/整体残损0在 �≤ƒ 中是没有依据

的 ∀例如 o个体 �和个体 �都是全身肌肉 xs h瘫痪的

脊髓损伤患者 o用 �≥ � • ƒ肌肉评分表评定他们时会得

到相同的整体得分 ∀从分值上讲 o这两位运动员有同

等程度的损伤 ∀但是 o如果 � 的受损肌肉延伸到身体

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k包括手的小肌肉群l o而 �的

受损肌肉只限于身体下半部分 o那么 � 可能在跑和走

的活动中比 �受限制要少 o但在投掷的活动中比 �更

受制约 ∀在这种条件下 o对两者的运动分级可以正确

地说明运动员 �在行走中经历的活动受限程度要小于

运动员 �o而在投掷的活动中经历的受限程度要大于运

动员 �∀

表 u显示 o目前的残疾运动分级系统既考虑了可

观察的活动受限 o又考虑了残损评估 ∀如果目前的分

类按照 �≤ƒ框架进行分级 o可以在统一的残疾运动分

级中更好地说明残损导致的活动受限程度 ∀只评估残

损是不充分的 o因为残损的影响只在特定的活动条件

下才有意义 ~只对活动受限进行评估也是不充分的 o因

为不只是残损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活动受限 ∀基于残损

引起的活动受限程度能够确定残疾运动员的运动参与

资格 o而具备资格的运动员才能与有相似活动受限程

度的运动员分在一个级别 o达到公平竞赛的目的 ∀

�≤ƒ项目由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完成 o在国内和国

际保持领先地位 o是国内 • � �分类家族中两大分类之

一的主要完成单位 ∀

目前 o国际上广泛开展了 �≤ƒ 在体育运动中的应

用研究 o并提出了许多方案 ∀为促进 �≤ƒ 在残疾体育

中的应用 o特别是提高 uss{年残奥会残疾运动员管理

水平 o应加强 �≤ƒ 在体育运动中应用研究 ∀当前可以

将 �≤ƒ用于残疾消费者的需求分析 o了解残疾人的主

要运动消费需求 o同时还可以分析残疾运动员的运动

环境以及残疾运动对运动员的影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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