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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ƒ�≤2ƒ ⁄� �专家委员会 ≥·∏¦®¬博士于 uss{ 年 x 月 tv 日访问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 o并与 • � �2ƒ�≤2
ƒ ⁄� �专家邱卓英博士及其同事做了广泛交流 ∀ ≥·∏¦®¬博士就 �≤ ƒ 应用于康复科学体系建设以及开发基于 �≤ ƒ 核心分类模板相

关事宜做了专题讲座 ∀作为5�²∏µ±¤̄ ²© � «̈¤¥¬̄¬·¤·¬²± � §̈¬¦¬± 6̈杂志编委 o≥·∏¦®¬博士欣然接受本刊邀请成为本刊的国际编委 o并

代表德国国际分类家族 • � � 合作中心 ) �≤ ƒ研究分中心k�≤ ƒ � ¶̈̈ ¤µ¦« �µ¤±¦« ²© • � � ≤²̄ ¤̄¥²µ¤·¬±ª ≤ ±̈·̈µ©²µ·«̈ ƒ¤°¬̄¼ ²©�±2
·̈µ±¤·¬²±¤̄ ≤ ¤̄¶¶¬©¬¦¤·¬²±¶o � µ̈°¤±¼ k⁄ � �⁄�ll与中国康复信息研究所建立有关 �≤ ƒ 研究国际合作 o建立了5�²∏µ±¤̄ ²© � «̈¤¥¬̄¬·¤2
·¬²± � §̈¬¦¬± 6̈和5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6杂志间的学术联系 ∀本专题的英文文章发表于5�²∏µ±¤̄ ²© � «̈¤¥¬̄¬·¤·¬²± � §̈¬¦¬± 6̈ o由

≥·∏¦®¬教授授权5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6杂志以中文形式独家发表 ∀第一篇是由中外专家专门为本刊撰写的特稿 ∀
本专题的文章是在相关专家组织下翻译的 o内容涉及基于 �≤ ƒ的康复学科体系的建立 o面向功能的整合性康复学科体系的发

展 o从细胞到社会的功能结构分类摸板 o基于 �≤ ƒ重新定义康复医学 !康复科学和康复服务 o以及开发应用于不同康复医疗领域的

�≤ ƒ核心分类等内容 ∀这些研究反应了国际最新的理论和应用发展成果 o对于依据 �≤ ƒ这一国际性的功能残疾模式和知识分类标

准 o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学科体系以及实践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出版本专题 o希望能

使广大康复科技工作者关注国际相关发展 o更新有关观念和方法 o推动康复科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o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 ∀
鉴于 �≤ ƒ理论与方法相对较新 o本专题中很多文章从科学学和方法论角度探讨学科建设和知识体系的构建 o有的内容涉及到

专业性很强的测量学方法 o这些对于专题译校团队的专家学者也是一种挑战 ∀作为当前国际康复界研究发展的热点领域 o文章作

者 !译校者也衷心希望专家和读者就有关问题开展广泛讨论 o促进残疾和康复科学发展 ∀

本研究相关研究是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研究专项项目 }中国残疾分类系统和评定标准平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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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6杂志发表的本期专题文章的目的

是探讨与人类功能和康复有关的研究领域 o并提议建立一种统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研究专项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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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µ̈°¤±¼ ~ x q ≥ º¬¶¶ °¤µ¤³̄ ª̈¬¦ � ¶̈̈ ¤µ¦«o �²··º¬̄ o ≥ º¬·½̈ µ2

¤̄±§~y q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 o北京市 tsssy{ ∀译者单

位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o北京市 tsssy{ ∀译者简介 }张爱民kt|yx2l o男 o

河南博爱县人 o副编审 o主要研究方向 }编辑规范与医学情报 ∀

一的概念描述模式 ∀提到人类功能 o作者就会使用世界卫生组

织k • � �l的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k�≤ ƒl≈t 中的术语来

描述它 ∀作者把 �≤ ƒ 当作统一模式来阐述 �≤ ƒ 在整合人类功

能与康复研究不同观点方面的作用 ∀本专题包括康复策略的

概念描述 o以及物理和康复医学 k³«¼¶¬¦¤̄ ¤±§ µ̈ «¤¥¬̄¬·¤·¬²±

° §̈¬¦¬±¨o°� � l临床特征的概念描述 o并提出如下建议 }如何建

立针对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的专门学科领域 ~如何制订学术培

训项目 ~如何培育跨学科的大学研究中心和合作网络 ∀

功能和残疾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u ov  o因为躯体 !行为和

社会是不可分隔地交织在一起≈w  ∀同样地 o功能和残疾既不是

社会结构所独有 o也不是损伤的生物学原因所独有≈x  ∀因此 o

经受残疾或可能经受残疾者的需要和问题远远超过了单一学

科的范围 ∀

随着 usst年第 xw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 �≤ ƒ o• � � 首次提

出一个通用的 !能被全世界接受的 !涵盖与人类功能和残疾有

关经历的框架和分类方法≈y  ∀因此 o�≤ ƒ 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

起点 o它能整合有关功能和残疾的认识 o克服笛卡儿哲学的二

元论观点及社会学和生物医学对残疾认识的简单化≈x  ∀它也

开启了新希望 o关系到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概念体系 !知识系统

和发展 o也就是本专题所指的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 ∀

ussx年 x 月第 x{ 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 ttw 号决议

#tstt#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uss{年 tu月第 tw卷第 tu期 ≤«¬± � � «̈¤¥¬̄ × «̈ ²µ¼ °µ¤¦·o ⁄¦̈ quss{ o ∂ ²̄ qtw o �² qtu



k5残疾 o包括预防 !管理和康复6l≈z  ∀据此 o• � � 最近大力开

展了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的工作 ∀决议提到 o大约有 y亿人口

罹患各种身体和精神残疾 ∀由于人口增长 !老龄化 !慢性疾病 !

营养不良 !战争 !暴力 !交通事故 !家庭和职业损伤以及其他常

常与贫穷有关的原因 o导致残疾人口快速增长 ∀决议也指出 o

全球残疾人对卫生和康复有极大的需求以及被排除于社会之

外所付出的代价 ∀决议强调 o残疾人是社会的重要贡献者 o给

他们的康复分配资源是一种投资 ∀决议敦促各成员国采取行

动 o拓宽他们的知识面 o特别是意识到各种残疾预防 !康复和保

健方面可靠信息的重要性 o以及不管是否残疾要确保良好的生

活质量 o就需要在健康和康复服务方面投入 ∀

然而 o令人遗憾的是 o目前的人类功能与康复领域中研究

能力与实际需求极不协调 ∀特别是目前存在研究投入极少与

保健方面花费惊人之间的矛盾≈{  ∀因而 o要强烈呼吁 / 对今天

康复研究的投入就是对明天改进康复保健的投入0≈{  ∀两种投

入殊途同归 o都是为了人们达到最佳的功能水平 !最佳的健康

状态和最佳的生活质量 ∀

因此 o政府和各类基金会 o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各类

基金会 o需要在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方面大大增加投入 ∀这就

使得政府和各类基金会意识到在有限的资源下需要优先考虑

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 ∀这也要求康复研究要面对挑战 ∀不幸

的是 o至今仍未出现这种情况≈|  ∀

开展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的难中之难是缺乏全世界公认

的人类功能与康复的概念体系和组织≈y o{2ts  ∀从 �≤ ƒ 作为一个

统一模式开始 o本专题就是要为克服这种缺陷做出贡献 ∀

第一 o作为卫生策略的康复≈tt 采用以 �≤ ƒ为基础的概念描

述可以拓宽传统的将重心放在功能的生物医学上的观点 ∀这

可能有利于专业人员和学科对康复的共同理解 o有利于加强利

益相关者 !各类基金会和政策制定者对康复的认识 o也能够作

为康复专业的参考 ∀康复作为减轻残疾的策略已经得到认可 o

以 �≤ ƒ为基础的物理和康复医学的概念描述就是一个例子≈tu  ∀

第二 o�≤ ƒ框架和作为卫生策略的康复的概念描述是把人

类功能与康复有机地组织到明确科学研究领域的基础 ∀这个

领域包括从细胞到社会的范围≈tv2tx  ∀以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

的知识体系为核心 o建议成立人类功能科学和整合康复科学作

为康复的基础和应用科学 o以包容各种观点≈tv2tx  ∀人类功能科

学就是从总体上理解人类功能和残疾 o从有形的物k³µ²§∏¦·¶l !

过程到政策和法律方面探索一个干预领域以确定各种目标 ∀

整合康复科学研究是综合干预措施 o主要整合生物医学 !个人

因素和适合于人在环境活动中达到最佳状态的环境措施 ∀因

此 o人类功能科学和整合康复科学弥补了专业康复科学和以生

物医学功能为重点的科学 !生物医学康复科学 !康复工程学和

康复生物科学方面的不足 ∀

第三 o在这些明确的科学研究领域研究能力的建设依赖于

每个研究工作的成功开展 ∀目前 o以功能的整合模式为基础对

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人员进行的教育和培训几乎没有 ∀现在

是引进新的教育观念和开发培训项目的时候了≈ty  ∀

第四 o随着对不同学科间研究的需要的认可程度不断提

高 o启动在不同大学和区域性或国家性合作网络中建立不同学

科间研究中心的时机已经成熟≈tz  ∀综合理解人类功能与康复

研究最理想的定位是聚集不同学科的学者来研究共同的主题 ∀

特别是注重研究成果的转换要有益于人们的生活 ∀这样会带

来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o让研究人员 !利益相关者 !产业界和服

务业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 ∀

第五 o基于 �≤ ƒ临床工具核心分类摸板k≤ � � ∞ ≥∞× l可以

应用于临床领域 o用于制订康复计划 o评定康复结局 o发展转介

服务 o促进多学科领域的沟通和交流 ∀

本专题文章的目的是鼓励有关讨论 o如建立全世界可接受

的康复概念描述的方法 o建立针对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的专门

学科领域 o整合教育和培训项目 o促进大学间人类功能与康复

的研究 o以及建立专门研究人类功能和残疾的国际竞争性研究

的机构 ∀

作者看到了全球可接受的概念化体系的发展 o也意识到了

人类功能与康复研究的各种观点 ∀这种研究具有可重复性 o重

要的是从不同的专业 !科学观点 !组织 !区域和个人方面整合各

自的成就和优势 ∀我们希望本专题能够有助于人类功能与康

复研究的开展和康复实践工作的开展 o从根本上促进康复专业

和相关学科/用同一种声音说话0 o制订合作研究机制 ∀

注 }本文是作者为本刊撰写的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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