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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复医学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产物，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共同构成现代医学体系。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康复医学，并在重视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康复治疗学是康复医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我国康复治疗师的需求量至少为30万人，而目前的从业人员只有1万名左右。
为了解决康复治疗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首都医科大学及其康复医学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
南京医科大学共同努力，使康复治疗学的大学本科教育在2001年首次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批准，并在全
国率先招收康复治疗学本科生，为我国康复医学的学科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康复治疗学本科专业建设任重道远，包括师资队伍、系列教材、实习基地、资格认证和专科学会等许
多方面，其中系列教材的编写是开展康复治疗学本科教育的最基本条件。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联合组织编写的康复治疗学系列教材，填补了
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是我国康复医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创造性的合作。
本套教材由国内著名的康复专家主持撰写，共计19种，多数著作为国内首部专著，内容新颖，应用价
值高，涵盖康复治疗学的各个领域，将陆续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本套教材的特点是：既吸取国外的成功经验，又体现中国特色；既有循序渐进的系统理论，又有先进
实用的诊疗技术；充分体现教材的科学性、思想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以及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兼顾毕业前和毕业后教育，可以作为临床工作者的参考书。
1.《康复医学导论》由吴弦光主任医师编著，主要介绍康复与康复医学的概念，康复医学在现代医学
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内容和工作方式，是学习康复医学的入门教材。
2.《人体发育学》由江钟立主任医师编著，是国内第一部以新的视角论述人体发育与康复治疗理论的
专著。
3.《运动学》由周士枋教授和丁伯坦教授主编，是国内第一部康复治疗理论的基础专著。
内容包括：生物力学、正常人体运动学、运动障碍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学、运动和心理。
4.《康复心理学》由贺丹军主任医师编著，从残疾人的角度入手，论述其心理特征及心理治疗的理论
和技术，是国内第一部康复心理方面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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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复医学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产物，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共同构成现代医学体系。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康复医学，并在重视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康复治疗学是康复医学的基本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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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应用仪器测定肌力第一节 等速运动测定仪测定一、概念二、测定方法三、影响测定结果的因素四
、结果记录与分析第二节 背力计测定一、概念二、测定方法三、结果记录与分析第九章 反射检查第
一节 反射一、反射与反射弧二、反射的分类三、浅反射与深反射的传导⋯⋯第十章 肌张力的评定第
十一章 发育性反射与反应的评定第十二章 协调运动障碍的评定第十三章 平衡功能的评定第十四章 步
态分析第十五章 临床肌电图与神经传导检查第十六章 表面肌电图第十七章 感觉功能的评定第十八章 
疼痛的评定第十九章 肌肉骨骼系统损伤的评定第二十章 运动控制障碍的评定第二十一章 心肺功能的
评定第二十二章 耐力的评定第二十三章 作业活动的评定第二十四章 高级脑力功能障碍的评定第二十
五章 社会心理技能和心理成分的评定第二十六章 吞咽障碍的评定第二十七章 环境的评定第二十八章 
生活质量的评定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复疗法评定学>>

章节摘录

插图：（二）寻找和确定障碍发生的原因准确地判断组织、器官或系统损伤与症状、功能障碍之间的
因果关系。
功能障碍与活动受限之间的关系是康复评定的核心工作。
通过仔细寻找和分析阻碍患者功能恢复、回归家庭生活与社会的内在和外在因素，方能制定合理的康
复目标以及有效的康复治疗计划。
（三）确定康复治疗项目在康复评定的基础上，根据患者存在的障碍、种类及其程度，特别是针对障
碍发生的原因选择药物、手术、运动疗法、理疗、作业疗法、语言疗法、心理治疗、文体治疗以及康
复工程疗法（如假肢或矫形器的设计和制作）。
（四）指导制定康复治疗计划评定的结果作为客观依据，为治疗人员提出正确的康复目标、制定康复
治疗计划（方法、原则及具体实施方案）提供第一手资料。
1.指导设定康复目标确定了问题及其发生的原因后，首先要设定与之相关的康复目标。
康复目标设定分为远期目标设定和近期目标设定。
远期目标（10ng-termgoal），又称长期目标，是康复治疗结束或出院时所达到的效果，也应是患者通
过康复治疗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
近期目标（short-termgoal），又称短期目标，是实现远期目标的基础和具体步骤，是实现远期目标过
程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目标。
随着康复的进展，近期目标不断出新，逐步接近并最终达到远期目标。
切合实际的远期与近期康复目标来源于正确的判断即康复评定。
康复评定结果的模糊和不准确，不仅会使康复医师在制定康复治疗目标时发生根本性的错误，也会使
患者期望值过高、抱有幻想，或悲观失望、对治疗失去信心。
2.指导制定康复治疗计划不同原因导致的障碍需要选择不同的治疗措施与方法。
以关节活动受限为例，如果关节活动受限是由于皮肤、关节或肌肉组织因长期制动所造成的短缩所引
起，牵张短缩的组织就是改善和扩大关节活动范围的主要手段；如果活动受限是因水肿、疼痛、痉挛
或肌力下降所致，主要治疗则应是纠正基础病变，同时预防由于基础病变使关节制动并由此而继发关
节活动范围的减小与丧失；如果活动受限的原因是由于骨性关节强直和长期挛缩所致，则非手术治疗
均无效，康复治疗将以教给患者代偿技术或方法为主。
由此可见，正确的康复治疗计划和方案来源于正确的康复评定。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采用肌力强化训练而导致痉挛、异常运动模式的出现就是基于错误评定的错治例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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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复疗法评定学》：高等医学院校康复治疗学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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