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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循证和专家讨论研究法建立第一版针对脑卒中的一套综合 ≤ ƒ核心分类模板和与之相应的简明 ≤ ƒ 核心

分类模板 ∀方法 来自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专家从初步研究中搜集证据 结合这些证据进行正式的决策并最终达成共识 ∀初

步研究包括 ⁄ 研究方法 !对 ≤ ƒ分类的系统评价以及实证数据的收集 ∀结果 来自 个不同国家的 位专家出席会议并达

成共识 ∀专家初步研究决定在 ≤ ƒ分类的第二 !第三和第四级水平上针对脑卒中确定一套 个类目的 ≤ ƒ 核心分类摸板 其中

项类目属于身体功能 项属于身体结构 项属于活动和参与 项属于环境因素 ∀综合性 ≤ ƒ 核心分类模板包括在 ≤ ƒ

分类第二级水平上的 个类目 其中 项属于 / 身体功能0 项属于 / 身体结构0 项属于 / 活动和参与0 项属于 / 环境因

素0 ∀简明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包括在 ≤ ƒ分类第二级水平上的 个类目 其中 项属于身体功能 项属于身体结构 项属于

活动参与 以及 项属于环境因素 ∀结论 专家组通过整合研究过程中的证据 以及专家们基于 ≤ ƒ框架和分类的观点达成正式的

共识 并确定针对/脑卒中0的 ≤ ƒ核心分类模板 同时界定综合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和简要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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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理论与实践 )

脑卒中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是最常见的死亡和致

残原因 ∀在 年 脑血管意外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病因 全

世界约有 万人死于脑血管意外≈ ∀在美国 每年约有 万

人患脑卒中≈ ∀在欧洲和亚洲 每年脑卒中的罹患率为 ϕ

∗ ϕ ≈ ∀脑卒中患者 年后存活率为 ∗ ≈ 但许

多存活的患者则面临长期的残疾 ∀ 年 美国约有 万成

年人因患脑卒中而致残≈ ∀世界卫生组织疾病研究小组发现

脑血管病是发达国家 /残疾调整寿命0 ⁄ ≠ 减短的第三个

原因 ∀据统计 年全世界范围的 ⁄ ≠ 为 ≅ ≈ ∀

同时 脑卒中也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 年 美国与脑卒

中有关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有 亿美元≈ ∀

脑卒中是指脑血管源性的急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临床症

状根据受影响大脑区域而定≈ ∀脑卒中的临床表现可根据不

同的动脉综合征进行描述 并随着其他若干因素包括病源学 !

病灶定位和初次脑卒中的严重性而有所不同 同时病程长短也

不尽相同≈ ∀因此 急性症状往往不能代表幸存者后期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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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译者简介 张君梅 2 女 湖北监利县人 硕士 主要研

究方向 应用心理学 ∀

结局 ∀根据最近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脑卒中后的残疾表现出

不同形式的神经系统功能失调 如移动 !感官 !视觉 及能力受

限 !日常生活活动 √ √ ⁄ 能力受限≈

以及神经心理学的异常 如注意力 !记忆力 !语言 ≈ ∀此外

精神紊乱 如脑卒中后抑郁症 常与脑卒中有关≈ ∀

在一些已颁布的国家和国际针对脑卒中管理治疗的准则

中也包括了急性期后的干预措施和评估策略 ∀美国卫生保健

政策和研究署 ≤ °

≤ ° 已出台脑卒中后康复的建议≈ 同时包括一些针对不

同目的的脑卒中评估规范化建议 如治疗计划和监测康复进

展 ∀ ≤ ° 的指导方针指出 评定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意

识 !整体神经功能损伤 !运动功能 !平衡 !认知 !言语及语言能

力 !日常生活能力 !抑郁程度 !家庭功能和生活质量 ∀该建议书

中推荐了 种测量工具测量上述领域 ∀

英国近期已经出台了 项关于解决脑卒中导致残疾的指

南 ∀皇家医学院的国家临床指南 ≤ ° ≈ 总结了干预措施疗

效有效性的证据 ∀这些措施包括康复及解决患者不同问题的

方法 ∀这些问题分别是 心理障碍 !交流 !运动损伤和痉挛 !感

官损伤和疼痛 !步态 ! ⁄ 和需要辅助器具与改造 ∀苏格兰院

际指 南 网 络 ≥ ∏

≥ ≈ 已公布的一个基于临床循证的针对脑卒中管理的指

南 ∀该指南具体描述了患者共同的功能缺陷 包括住院患者

臂 手 腿无力 !面部瘫软 !皮肤定位感觉丧失 !构音障碍 !失

语 !同侧视野缺损 !本体感觉丧失 !认知功能障碍 !平衡问题

等 !常见活动障碍 爬楼梯 !洗澡 !步行 !穿着 !入厕 !转院 !喂

养 !尿和 或大便失禁 以及脑卒中的并发症 ∀虽然在国家的

临床指南中无采用相关仪器测量这些患者的问题的建议 但是

在地方性指南中有此方面的建议 ∀

新西兰指导小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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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和 ≥ 均作为基于循证的脑卒中管理发展指南的基

础≈ 并提出了脑卒中后期所产生的共同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

是康复小组中专业康复人士必须处理的 ∀ ≤ ° 和 ≥ 指南

中除患者的问题外 还涵盖了适当的生活环境问题 !金融问题

和就业问题 ∀

最近的一份关于欧洲脑卒中治疗委员会 ∞∏ ≥

√ ∞¬ ∏ √ ≤ ∞ ≥ 的康复护理的建议指

出≈ 审慎评估脑卒中患者的伤残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并建议

伤残评估应包括运动无力 !感觉和本体感觉缺损 !智力障碍 以

及情绪抑郁和运动功能异常 但未建议针对上述领域使用具体

的工具测量 ∀

虽然各国针对处理脑卒中患者问题的准则有很多共同点

但某些概念性范畴仍需要加以考虑 用于脑卒中伤残评估的工

具似乎仍然不够 ∀大体上保持一致性能使各研究结果之间具

有可比性 从长远看 有助于脑卒中治疗和康复水平的提高 ∀

为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一个全面的框架和分类 并且能够为卫

生专业人员 !研究人员 !政策制定者 !患者和患者组织普遍理

解 ∀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 ≤

ƒ∏ ⁄ ≤ ƒ ≈ 可满足这一目

的 ∀

随着对 ≤ ƒ的认可与应用 可以依据于这个在全球范围内

适用的框架和分类确定脑卒中患者的功能性问题 以实用为目

的 并符合特定健康状况测量的基本概念 此举似乎最有助于

将特定条件或疾病与突出/功能0的 ≤ ƒ 分类相联系≈ ∀被普

遍认可的 ≤ ƒ分类条目可作为在临床研究中所有脑卒中患者

卒中后致残功能评定的简明的 ≤ ƒ 核心分类模板 或作为指导

多学科评估脑卒中患者的综合的 ≤ ƒ 核心分类模板 ∀本研究

的目的是通过调查研究 发展出一套专为脑卒中而设计的全面

的综合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和一套简明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 ∀

1 方法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专家从初步研究中搜集证据

结合这些证据进行正式的决策并最终达成共识 ∀初步研究包

括 ⁄ 研究方法≈ 对 ≤ ƒ 分类的系统回顾≈ 以及使用

≤ ƒ收集实证数据≈ ∀经过接受 ≤ ƒ 培训和基于这些初步研

究 不同背景的国际专家从 ≤ ƒ分类中选出了相关的 ≤ ƒ 分类

类目 ∀

来自 个不同国家的 名专家代表 各附属专科的 名

医师与 名物理治疗师 名心理学家 名社会工作者 以及

名社会学家 参与了决策过程 ∀决策过程涉及到 个工作组

每个工作组有 ∗ 名专家 ∀整个过程得到了协调员 ≥ 和

个工作小组的领导人 ⁄ !°ƒ ! ∏ ! ! 的大

力帮助 并得到 ≤ ƒ研究工作组两名成员 ≥ ! ≤ 的指导 ∀

2 结果

表 呈现了 ≤ ƒ 分类的第二 !第三和第四水平的 项

≤ ƒ分类类目 项针对机体功能 项针对身体结构

项针对活动和参与 项属于环境因素 ≈ 2 ∀

表 至表 显示的 ≤ ƒ 分类包含综合性 ≤ ƒ 分类核心模

板 ∀表 显示了简要核心分类模板的 ≤ ƒ 分类 以及简明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中各个类别的专家认可度 ∀

2 1 综合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  综合型 ≤ ƒ 核心分类模板有

个类目 不包含第三和第四水平的 ≤ ƒ类目 均属于 ≤ ƒ分

类的第二级水平 ∀

项综合型 ≤ ƒ 核心分类类目包括属于 / 身体功能0的

项 属于/身体结构0的 项 属于/活动和参与0

的 项 和属于/环境因素0的 项 ∀

/身体功能0 项类目占 ≤ ƒ 分类第二水平的 ∀大部

分的/身体功能0类目隶属于第一章/精神功能0 项 !第七章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功能0 项 以及第二章 / 感觉功

能和疼痛0 项 ∀第三章 / 发声和言语功能0 项 第四章

/心血管 !血液 !免疫和呼吸系统功能0 项 第五章 / 消化 !代

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0 项 第六章/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0

项 ∀

第 项/身体结构0类目占 ≤ ƒ分类第二级水平的 ∀包

括第七章/与运动有关的结构0 项 !第一章 / 神经系统的结

构0 项 以及第四章 / 心血管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0

项 ∀

项/活动和参与0类目占 ≤ ƒ 分类第二级水平的 ∀

大部分的/活动和参与0类目隶属于第四章/活动0 项 !第三

章/交流0 项 !第一章/学习和应用知识0 项 和第五章/自

理0 项 ∀第二章 / 一般任务和要求0由 项所代表 第六章

/家庭生活0由 项所代表 第七章/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0由

项所代表 第八章 /主要生活领域0由 项所代表和第九章 / 社

区 !社会和公民生活0由 项所代表 ∀

项/环境因素0类目占 ≤ ƒ 分类第二级水平的 ∀大

部分/环境因素0选定的类目隶属于第五章/服务 !体制和政策0

项 !第一章/用品和技术0 项 !第三章/支持和相互联系0

项 以及第四章/态度0 项 !第二章/自然环境和环境的人为改

变0 项 ∀

2 2 简明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  简明型 ≤ ƒ 核心分类模板共

由 个分类类目组成 代表了综合型 ≤ ƒ 核心分类模板

的类目 ∀简明型 ≤ ƒ 核心分类模板包括 项综合型 ≤ ƒ 核心

类目的/身体功能0 项 / 身体结构0 项

/活动和参与0和 项 /环境因素0 ∀ 项 / 身体功能0类目

占第二级水平 ≤ ƒ 分类的 ∀ 项类目来自 / 身体结构0

项类目来自/活动和参与0 和 项类目来自/环境

因素0 ∀充分考虑所有的 ≤ ƒ 类目并最终决定最终入选

的类目 见表 但最初删除的部分也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

∀

3 讨论

在第 次 ≤ ƒ核心分类模板确定会议上 专家和研究人员

通过整合最初的研究结果 一致决定形成多学科评估所用的简

明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和综合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 ∀

因此 脑卒中有其共性和复杂性 专家小组的主要问题是

在会议期间选择尽可能少的类目构成可行的 ≤ ƒ 核心分类模

板 ∀在会议期间 专家们承担着艰巨的任务 他们需要克服以

/疾病0的角度对待急性脑卒中 相反强调在长期残疾状况下的

/功能0 ∀

脑卒中可以影响大脑的任何一个部分 故需要大量考虑

/身体功能0方面的各种相关因素 ∀包含于综合型 ≤ ƒ 核心分

类模板的/身体功能0涵盖了脑卒中后的 /精神功能0 !/ 神经肌

肉骨骼和运动有关功能0 !/感觉功能和疼痛0 并且非常深入 ∀

总体而言 选定的类目基本上符合病理表现≈ ∀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 ⁄ ∂



上面提到的各部分同时也包含在简明型 ≤ ƒ 核心分类模

板中 ∀然而 综合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更详细 ∀心血管系统功

能 心脏功能 !血管和血压功能 和/运动耐受力的功能0被视为

重要的功能特征 全面的评估为后期康复干预治疗和二级预防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同时 /性功能0也是综合型 ≤ ƒ 核心分类

模板的重要组成部分≈ ∀

表 1  ΙΧΦ编码与 ΙΧΦ类目(身体功能部分)

≤ ƒ编码 ≤ ƒ类目 ≤ ƒ编码 ≤ƒ类目

意识功能 发声功能

定向功能 构音功能

智力功能 言语的流畅和节奏功能

气质和人格功能 心脏功能

能量和驱力功能 血管功能

睡眠功能 血压功能

注意力功能 运动耐受功能

记忆功能 摄入功能

情感功能 排便功能

知觉功能 排尿功能

语言精神功能 性功能

计算功能 关节活动功能

自身体验和时间体验功能 关节稳定功能

视功能 肌肉力量功能

眼相邻结构的功能 肌张力功能

本体感受功能 肌肉耐力功能

触觉功能 运动反射功能

与温度和其他刺激有关的感觉 不随意运动反应功能

功能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

痛觉 步态功能

表 2  ΙΧΦ编码与 ΙΧΦ类目(身体结构部分)

≤ ƒ编码 ≤ ƒ类目 ≤ ƒ编码 ≤ƒ类目

脑的结构 上肢的结构

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下肢的结构

肩部的结构

表 3  ΙΧΦ编码与 ΙΧΦ类目(活动和参与部分)

≤ ƒ编码 ≤ ƒ类目 ≤ ƒ编码 ≤ƒ类目

听 到处移动

掌握技能 在不同地点到处移动

集中注意力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阅读 利用交通工具

写作 驾驶

计算 盥洗自身

解决问题 护理身体各部

从事单项任务 入厕

从事多项任务 穿着

进行日常事务 吃

控制应激和其他心理需求 照顾个人的健康

交流2接收2口头信息 获得商品和服务

交流2接收2非言语信息 准备膳食

交流2接收2书面信息 做家务

说 基本人际交往

生成非言语讯息 非正式社会关系

书面讯息 家庭人际关系

交谈 亲密关系

使用交流设备与技术 得到 !保持或终止一份工作

改变身体的基本姿势 有报酬的就业

保持一种身体姿势 无报酬的就业

移动自身 基本经济交易

举起和搬运物品 经济自给

精巧手的使用 社区生活

手和手臂的使用 娱乐和休闲

步行

  相比之下 脑卒中影响/身体结构0可简单用几个类目加以

描述 ∀为使所涉及的主要组织系统保持一致 所选的类目主要

包括脑的结构和心血管系统结构 ∀有些类目则是就长远的影

响来看 主要针对关节和其他与运动相关的身体结构 例如偏

瘫的肩手综合征 !典型的肌肉运动及感觉障碍 ∀

脑卒中患者 / 活动和参与0方面的受限和局限最为显著 ∀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属于此方面的 ≤ ƒ 的类目均属于综合型

≤ ƒ核心分类模板 ∀患者的日常活动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其

中包括活动 !自我护理 !交流和学习 ∀

约有三分之二的/活动和参与0类目 经初步研究被预先选

定 最后进入专家决策过程 ∀只有三分之一的预选 ≤ ƒ 类目被

专家小组排除 这其中一些并没有具体涉及到脑卒中 如用手

势表达 或很少涉及到脑卒中 如学校教育 !学习阅读 ∀在某

些情况下 ≤ ƒ中/活动和参与0成分与/身体功能0类目相关性

很大 因此专家很难决策 ∀

表 4  ΙΧΦ编码与 ΙΧΦ类目(环境部分)

≤ ƒ编码 ≤ƒ类目 ≤ ƒ编码 ≤ ƒ类目

个人消费用的用品或物质 熟人 !同伴 !同事 !邻居和社

个人日常生活用的用品和技术 区成员的个人态度

个人室内外移动和运输用的用 个人护理提供者和个人助手的

品和技术 个人态度

通信用的用品和技术 卫生专业人员的个人态度

就业用的用品和技术 与卫生有关专业人员的个人态

公共建筑物用的设计 !建设及 度

建筑用品和技术 社会的态度

私人建筑物用的设计 !建设及 建筑和工程的服务 !体制和政

建筑用品和技术 策

资产 住房供给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自然地理 通讯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直系亲属家庭 交通运输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大家庭 法律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朋友 社团和组织的服务 !体制和政

熟人 !同伴 !同事 !邻居和社区 策

成员 社会保障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个人护理提供者和个人助手 全社会支持的服务 !体制和政

卫生专业人员 策

与卫生专业有关的专业人员 卫生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直系亲属家庭成员的个人态度 劳动和就业的服务 !体制和政

朋友的个人态度 策

表 5  简明核心分类模板的 ΙΧΦ类目及各个类目的

专家认可度( %)

≤ ƒ组成成分
专家认可度

≤ ƒ编码 ≤ ƒ类目

身体功能 100 β110 意识功能

86 β114 定向功能

82 β730 肌肉力量功能

75 β167 语言精神功能

注意力功能

记忆功能

身体结构 100 σ110 脑的结构

上肢的结构

活动与参与 100 δ450 步行

100 δ330 说

93 δ530 入厕

68 δ550 吃

盥洗自身

穿着

交流2接收2口头讯息

环境因素 93 ε310 直系亲属家庭

卫生专业人员

卫生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ƒ从/环境因素0各章中选出 项类目 这表明环境和生

活情景对患者健康的重要影响 同时也对康复的过程有重要影

响 ∀用品和技术 服务 !体制和政策 支持和相互联系 以及态

度对脑卒中患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们既可以视为障碍

也可作为便利设施并最终影响脑卒中的结局 ∀

用品和技术部分包含辅助设施 !交通工具或建筑物的特

征 ∀一方面与物理环境 !无障碍和技术方面障碍有关 另一方

面 与功能有关 但这些 /环境因素0显然对患者的功能有重要

影响≈ 而且药物 个人消费用的用品或物质 也列入这

一章中 ∀因为不仅在急性脑卒中的护理中 还是康复和二级预

防中 药物可以影响脑卒中患者的功能 ∀如抗抑郁药≈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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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肉毒毒素治疗≈ 可改善脑卒中后的功能 ∀

至于/服务 !体制和政策0在脑卒中后对功能的影响 一般

研究较少 ∀而经验清楚地表明 环境因素对功能具有相当大的

影响 不同类型的健康服务 如卒中单元护理和康复干预 对脑

卒中的结局具有良好的作用≈ 2 ∀因此 专家小组认为类目

/卫生服务 !体制和政策0属于环境因素的类别 并将其列入

简明 ≤ ƒ核心分类模板中 ∀

社会环境 包括社会支持和态度 对脑卒中患者功能的重

要性也是众所周知的 但研究的较少 ∀专家们认为 家庭支持

是脑卒中患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并将其列入简明的 ≤ ƒ 核心

模板 ∀多项研究的结论都指出了家庭对脑卒中结局的影响≈ ∀

脑卒中综合 ≤ ƒ 核心分类模板是 ≤ ƒ 中最大的核心分类

模板 ∀在综合性 ≤ ƒ核心分类模板中 大部分的类别反映所涉

及的损伤 !活动和参与受限及局限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以及与

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被纳入简明 ≤ ƒ 核心分类模板的类目

显示了基本的和重要的脑卒中相关的功能 ∀然而 ≤ ƒ 核心分

类模板第一版的外部效度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 ƒ核心分类模

板第一版也需要从患者角度和不同的临床背景下进行测试 ∀

需要强调的是 ≤ ƒ核心分类模板的第一版仅证实是有效的并

进行了实验研究 ∀

至于 ≤ ƒ的广泛性 最有意思的是专家小组未发现不包含

在 ≤ ƒ中的患者功能和健康的问题 ∀这更表明 ≤ ƒ 的有效性

它是基于国际的严格的程序而筛选出来的 ∀

尽管如此 专家小组表示/个人因素0尽管还未根据 ≤ ƒ 进

行分类 因其在患者的功能和健康方面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 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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