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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是由个体执行一项任务或行动 ∀活动受限是

个体在进行活动时可能遇到困难 ∀参与是投入到一种

生活情景中 ∀参与局限性是个体投入到生活情景中可

能经历到不便 ∀

7 1 活动和参与部分分类体系  附图显示了活动和

参与部分分类体系

7 2 活动和参与之间的结构关系  根据领域列表 就

活动 和参与 ° 之间的联系 ≤ƒ 提出了四种结构

关系 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具体如下

7 2 1 活动领域和参与领域是不同的集合 无交叉

 即将一部分类目的集合仅作为活动 即个体所执行

的任务或行动 进行编码 而另一部分集合仅作为参与

即投入到生活情景中 进行编码 ∀因而 这两部分集

合是相互排斥的 ∀根据这种方案 活动类目和参与类

目的集合由使用者来决定 ∀每个类目或者作为活动类

目或者作为参与类目 不能兼用 ∀例如 领域可以按照

如下方式进行划分

 学习和运用知识

 一般任务和要求

 交流

 运动

 自理

 家庭生活

 人际交往

 主要生活领域

 社区 !社会和公民生活

作者单位 北京市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 ∀作

者简介 邱卓英 2 男 博士 研究员 • ≤ƒ项目专家及中文版

项目协调人 主要研究方向 康复心理学 !国际残疾分类 !当代康复信息

理论与技术 ∀

该结构的编码为

类目编码 ° 类目属于活动项目

类目编码 ° 类目属于参与项目

这里 ° 活动表现限定值 而 能力限定值 ∀

如果使用活动表现限定值 则不管类目按照活动或参

与来表达 都需根据活动表现的结构来解释 同样 如

果使用能力限定值 则不管类目按照活动或参与来表

达 都需根据能力的结构来解释 ∀

依此 方案 提供了没有任何冗余或交叉的全面

的信息矩阵 ∀

7 2 2 在活动和参与领域的集合之间有部分交叉  

以此替代方案 一组类目的集合既可作为活动类目又

可作为参与类目来解释 即同一个类目可以被看作开

放到个体 即个体执行的任务或行动 和社会 即投入

到生活情景中 的两种解释 ∀如

 学习和运用知识

 一般任务和要求

 交流  交流

 运动  运动

 自理  自理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

 人际交往

 主要生活领域

 社区 !社会和公民生活

该结构的编码为

对这种结构的类目如何进行编码有一种限定 ∀对

同一个限定值而言 处于交叉部分的类目不可能有不

同的值 第一个是活动表现限定值 第二个是能力限定

值 如

类目  或  类目

类目  或  类目

选择此方案的使用者确信当他们编码到活动而不

是参与时 交叉部分类目的编码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

反之亦然 ∀然而对于特定的限定值栏目必须用单一的

编码进入信息矩阵 ∀

7 2 3 细致类目作为活动 !广义类目作为参与 两者

可以有或没有交叉  把活动和参与定义到领域的另一

种方法是把参与领域限定为更笼统或广义的类目 如

像章标题的一级水平类目 而把更细致的类目归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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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如三或四级水平类目 ∀该方法根据对广义 细致

的区别在某些领域或所有领域区分类目 ∀使用者可以

将某些领域全部归为活动或全部归为参与 ∀

例如 /爬行0可以作为活动的结构 而

/到处移动0则可以作为参与的结构 ∀应用此种方法有

两种可能的方式 ≠没有/交叉0 即如果一种类目是活

动就不是参与 可能有交叉 因为某些使用者可能把

整个列表作为活动 而仅选择广义的标题作为参与 ∀

该结构的编码同方案 或方案 ∀

7 2 4 对具有整个领域交叉的活动和参与使用相同

的领域  按照此种方案 在活动和参与列表的所有领

域都可以看作是活动或参与 ∀每个类目都可以作为个

体功能 活动 以及社会功能 参与 进行解释 ∀

例如 说 可以既作为活动又作为参与 ∀某

人丧失了声带可以借助于辅助装置说话 ∀根据活动能

力和活动表现限定值的评估 此人有

一级限定值

中度活动表现困难 也许是由于背景性因素 如个体应激或其

他人的态度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级限定值

无辅助装置下严重能力障碍 , , , , , , , , , , , , ,

三级限定值

有辅助装置下轻度能力障碍 , , , , , , , , , , ,

根据 ≤ƒ的信息矩阵 此人的状况可以编码为

根据方案 也可以编码为

!

在方案 中 当同时使用活动表现和能力限定值

时 对于 ≤ƒ信息矩阵的同一个格而言就会有两个值

一个针对活动 一个针对参与 ∀如果这两个数值相同

那么就不会有冲突但会出现信息冗余 ∀然而 如果出

现不同的值 使用者必须对信息矩阵进行编码以建立

一种选择规则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的编码方式是

类目 °

一种可能消除信息冗余的方法是将能力限定值作

为活动 而将活动表现限定值作为参与 ∀

另一种可能性是为强调/投入到生活情景中0的参

与设置附加限定值 ∀

• 要求通过不同的使用方案评估上述编码方

法的可行性并在以后的应用中加以改进≈ ∀

7 3 活动和参与部分的信息描述方法  活动和参与

成份的领域用包括全部生活领域的一览表列出 从基

本学习或观察到更复杂的领域如人际交往或就业 ∀

这些成份可以命名为 /活动0 或 /参与0 ° 或两

者同时使用 ∀这些领域使用活动表现和能力两种限定

值来定性 ∀因此 由此表收集的信息提供了一种数据

矩阵 彼此之间没有重复或冗余的信息 见附表 ∀

附表  活动和参与信息矩阵

领域
限定值

活动表现 能力

 学习和应用知识

 一般任务与要求

 交流

 活动

 自理

 家庭生活

 人际交往和联系

 主要生活领域

 社区 !社会和公民生活

7 4 活动和参与部分限定值及其编码方法

7 4 1 活动和参与部分主要编码方法  根据活动和

参与的结构 对活动和参与部分进行编码 见 部

分

7 4 2 活动和参与部分限定值的确定  在活动和参

与部分 使用了活动表现和能力限定值 ∀活动表现限

定值描述个体在他或她的现实环境中实际做了什么 ∀

由于现时环境含有社会性背景 因此活动表现可以理

解为/投入到生活情景中0或个人在其生活的实际背景

中的/生活经验0 ∀这种背景包括环境因素 ) 自然 !社

会和态度世界的所有方面均可用环境因素成份进行编

码 ∀能力限定值描述个体完成任务或行动的能力 ∀这

种结构的目的是要显示出个人在某一时刻在既定的领

域所能达到的最高功能水平 ∀评估个体的全部能力需

要有一种/标准化0的环境 以中和不同的环境因素对

个体能力的影响 ∀这种标准化的环境可以是 ≠ 评估

能力的标准值时通常所用的实际环境 或 如果此种

情况不可能 则可以假定有一种环境具有统一的影响

可以称为/统一0或/标准0环境 ∀这样 可以反映出个

体对环境调整后的能力 ∀这种调整对所有国家的所有

的人均是相同的 允许进行国际性的比较 ∀统一或标

准的环境特点可以用环境因素分类进行编码 ∀能力和

活动表现之间的差异反映出现实环境和统一环境之间

影响的差异 也为个体改进活动表现要对环境做些什

么提供了指导 ∀

利用或不利用辅助装置或人力协助均可使用能力

和活动表现限定值 ∀无论是辅助装置还是人力协助都

不能消除损伤 但可以在特殊的领域消除功能上的受

限 ∀这种类型的编码对于确定在没有辅助装置情况下

的个体功能如何是非常有用的 ∀

当个体在完成这些领域的功能中存在定性或定量

改变时 会引发困难或问题 ∀受限或局限性要依据通

常可接受的人群标准进行评估 ∀个人能力和活动表现

的评估标准是无类似健康问题 疾病 !障碍或损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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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的个体所具备的能力和表现 ∀观察到的受限或局

限性记录和期望的活动表现之间不一致 ∀期望的活动

表现是正常人群标准值 它代表了没有特殊健康问题

的人群的经验 ∀在能力限定值中也有同样的标准 人

们可以推想如何改变个体的环境来改善活动表现 ∀

注意/ 参与0的定义引进了投入的概念 ∀有人建

议 /投入0的定义应包括参加 !包含其中或参与到生活

领域 !被接受 !或者是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在上述

信息矩阵中惟一可能的参与指标是通过活动表现进行

编码 ∀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就自动等同于活动表现 ∀

投入的概念应该区别于主观的投入 感觉/属于0 ∀

活动表现的问题可能直接来自社会环境 甚至是

在个体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出现 ∀如艾滋病病毒呈阳性

的个体 ) 没有任何体征或病痛 或者是某人对某种疾

病有一种遗传倾向 但并不表现出损伤 而且有充分的

能力去完成工作 然而却可能由于被拒绝进入服务机

构 !受歧视或侮辱而不能工作 ∀

7 4 3 活动和参与部分限定值的编码方案≈  活动

和参与使用两种限定值进行编码 活动表现限定值 它

位于小数点后第一位 而能力限定值则位于小数点后

的第二位 ∀活动和参与列表的类目确定的编码和两个

限定值形成默认的信息矩阵形式如下 ∀

7 4 3 1 活动表现限定值  描述个体在他 她的现实

环境中实际做了什么 ∀由于现时环境含有社会性情

景 因此 活动表现可以理解为/投入于生活情景中0或

个人在其生活的实际情景中的/实际经验0 ∀这些背景

包括环境因素 ) 即身体 !社会和态度世界的所有方面 ∀

这些现实环境的特征可以用环境因素成份进行编码 ∀

7 4 3 2 能力限定值  描述个体完成任务或行动的

能力 ∀这种结构的目的是要显示出个人在某一时刻在

既定的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功能水平 ∀评估个体的全

部能力需要有一种/标准化0的环境 以中和不同的环

境因素对个体能力的不同影响 ∀这种标准化的环境可

以是 ≠在测试模式下通常用于能力评估的实际环境

或 如果此种情况不可能 则可以假定有一种环境具

有统一的影响 可以称为/统一0或/标准0环境 ∀这样

能够反映出个体对环境调节后的能力 ∀这种调节对所

有国家的所有的人均是相同的 允许进行国际性的比

较 ∀确切地说 统一或标准的环境可以使用环境因素

分类进行编码 ∀能力和活动表现之间的差异反映出现

实环境和统一环境之间影响的差异 也为个体改进活

动表现要对环境做些什么提供了指导 ∀

为了描述个体在没有辅助装置或他人协助下的真

实能力 采用典型的无协助条件的能力限定值 ∀由于

活动表现限定值强调个体的现时环境 存在辅助装置

或他人协助或者障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 ∀有利因素

或障碍因素的性质可以使用环境因素分类加以说明 ∀

7 4 3 3 选择性限定值  第三和第四级 选择性 限

定值提供给使用者使之有可能对有协助下的能力和无

协助下的活动表现进行编码 ∀

7 4 3 4 附加限定值  为限定值保留的第五位数字

可以在未来去发展 ∀如为参与或主观满意度作限定

值 ∀

  能力和活动表现限定值都可以按照下列量表 ¬¬¬

表示二级水平的领域数 进一步与具有或不具有辅助

装置或他人协助一并使用

¬¬¬  没有困难

¬¬¬  轻度困难

¬¬¬  中度困难

¬¬¬  重度困难

¬¬¬  完全困难

¬¬¬  未特指

¬¬¬  不适用

7 4 3 5 何时使用活动表现限定值或能力限定值  

两种限定值均可用于所列的每个类目 但在每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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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表达的信息是不同的 ∀当两种限定值同时使用

时 结果是两种结构的合并 即

τ

如果仅用一个限定值 那么 未使用的空间不能

用 或 填补 但要留下空 因为这两者都是真实的

评估值 而且意味着限定值已经被使用 ∀

7 4 3 6 使用两种限定值的例子≈

  短距离步行

对于活动表现限定值 该领域指某人在现实环境

中到处步行 如在不同的地面或条件下步行 可以使用

拐杖 !步行器或者其他辅助技术 步行距离少于 ∀

例如 某人在与工作有关的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后要

借助拐杖行走 但由于邻近的人行道路面陡峭且光滑

其在行走时面临中度的困难 ∀编码可以为

  短距离步行的活动表现中度受限

对于能力限定值 该领域指个体无辅助下步行的

能力 ∀为了能中和不同环境变化对能力的影响 能力

要在/标准化0的环境下进行评估 ∀这种标准化的环境

可以是 在测试模式下通常用于能力评估的实际环

境 或 如果此种情况不可能 则可以假定有一种环

境具有统一的影响 可以称为 / 统一0或 / 标准0环境 ∀

例如 上面提到的某人在标准环境 如在平坦且不打滑

的路面 下不使用拐杖行走的真实能力将是非常有限

的 ∀因而 对此人的能力可以编码如下

  短距离步行中严重的能力受限

对于期望在使用活动表现或能力限定值时具体确

定现时或标准化环境的使用者而言 应该使用因素分

类 见本文第 节环境因素编码惯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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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 ≤ƒ 活动和参与主要类目

定义 活动是由个体执行一项任务或行动 ∀参与是投入于生活环境之中 ∀活动受限是个体在进行活动时可能遇到困难 ∀参与

局限性是个体投入于生活环境中可能体验到不便 ∀

第 1 章 学习和应用知识
本章涉及学习 !应用学过的知识 !思考 !解决问题和做出决

策 ∀

有目的的感觉体验
看

运用视觉有意去体验视觉刺激 如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或儿

童游戏 ∀

听

运用听觉有意去体验听觉刺激 如听收音机 !音乐或演讲 ∀

其他有目的的感觉

运用身体其他基本感官有意去体验刺激 如触摸纺织品 !

品尝糖果或闻花香 ∀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有目的的感觉体验 ∀

基本学习
模仿

作为学习基本成份的仿效或模仿 如模仿一种姿势 !声音

或抄写字母表的字母 ∀

复述

作为学习基本成份的重复事件或符号的顺序 如数十或练

习背诵诗文 ∀

学习阅读

发展流利而准确地阅读书面材料 包括盲文 的能力 如认

识字符和字母 !用正确的发音读单词并理解单词和短语的

含义 ∀

学习写作

为了表达意思 发展产生符号以表示声音 !单词或短语 包

括盲文写作 的能力 如有效的拼写并正确使用语法 ∀

学习计算

发展数字计算和进行简单和复杂数学运算的能力 如运用

数学符号做加法和减法运算和运用正确的数学算法解决

一个问题 ∀

掌握技能

发展基本能力和复杂能力以便启动和随后通过所掌握的

技能去从事一整套的行为或任务 如操纵工具或进行像下

象棋那样的游戏 ∀

包  括 掌握基本和复杂技能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基本学习

应用知识
集中注意力

有目的地将注意力集中于特殊的刺激上 如过滤掉分心的

噪音 ∀

思考

建立和运用思维 !概念和表象 他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定

向的目标 !可能是单独的也可能与其他形式同时存在 如

创作小说 !证明定理 !演绎思维 !集中智慧 !苦思冥想 !沉

思 !推测或反省 ∀

不包括 解决问题 做出决策

阅读

从事涉及到对书写文字的理解和解释 如文字或盲文形式

的书籍 !说明书或报纸 的活动 以达到获得一般知识或具

体信息的目的 ∀

不包括 学习阅读

写作

运用或产生符号或语言以传达信息 如对有关事件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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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书面记录或起草信件 ∀

不包括 学习写作

计算

从事通过运用数学原理进行运算来解决用文字说明的问

题并得出和显示结果 如计算三个数之和或得出一个数被

另一个数除的结果 ∀

不包括 学习计算

解决问题

通过确定和分析问题 !建立不同的选择和解决方案 !评估

解决方案的潜在效果以及执行一个所选择的方案来找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调解两人间的冲突 ∀

包  括 解决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

不包括 思考 做出决策

做出决策

从多种观点中做出一种选择 !实施该选择并评估该选择的

效果 如选择并购买具体的商品 或者从众多需要完成的

任务中决定实施并完成一项任务 ∀

不包括 思考 解决问题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应用知识

其他特指的学习和应用知识

学习和应用知识 未特指

第 2 章 一般任务和要求
本章涉及执行单项任务或多项任务 !进行日常事务和控制

应激的一般情况 ∀这些分类项目可以与更为特殊的任务或行

动结合使用以确定在不同的环境下完成任务的深层次的特征 ∀

从事单项任务

进行与单项任务的精神和身体成份有关的简单或复杂及

协调性的活动 如启动一项任务 !为其安排时间 !空间和材

料 制定对该任务的实行步骤 !执行 !完成和维持 ∀

包  括 从事简单或复杂的任务 以独立或集体形式去从

事单项任务

不包括 掌握技能 解决问题 做出决策

从事多项任务

从事多项任务

进行简单或复杂及协调性的活动 其活动成份包括多项 !

一系列和复杂的以先后顺序或同时存在的任务 ∀

包  括 从事多项任务 完成多项任务 以独立或集体形式

从事多项任务

不包括 掌握技能 解决问题 做出决策

从事单项任务

进行日常事务

为了对日复一日的日常事务做出计划 !安排并完成而进行

的简单或复杂及协调性的活动 如为整日的各种活动安排

时间并做出计划 ∀

包  括 安排和完成日常事务 控制自身活动水平

不包括 从事多项任务

控制应激和其他心理需求

进行简单或复杂及协调性的活动以调节和控制为完成具

有重大责任并涉及应激 !分散精力或发生危险的任务时的

心理需求 如在交通拥挤道路上驾驶汽车或照顾许多儿

童 ∀

包  括 承担责任 控制应激和危机

其他特指的一般任务和要求

一般任务和要求 未特指

第 3 章 交流

本章涉及用语言 !信号和符号进行交流的一般和特殊的特

征 包括接收和产生讯息 !进行对话和使用交流设备和技术 ∀

交流 ) 接收
交流 ) 接收 ) 口头讯息

理解在口语中传达信息的表面和隐含意义 如理解被陈述

的事实或一种惯用语表达 ∀

交流 ) 接收 ) 非言语讯息

理解由身体姿势 !符号和图形传达信息的表面和隐含意

义 如当孩子揉眼睛时认识到她疲劳了或警报鸣响意味着

有火灾发生 ∀

包  括 交流 ) 接收 ) 身体姿势 一般信号和符号 绘画和

相片

交流 ) 接收 ) 正式手语讯息

接收和理解正式的手语所表达的表面和隐含意义 ∀

交流 ) 接收 ) 书面讯息

理解通过书面语言 包括盲文 所传递的表面和隐含意义

如通过每日报纸跟踪政治事件的能力或理解宗教经文或

故事的意图 ∀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交流 ) 接收

交流 ) 生成 2
说

以讲话的形式产生词汇 !短语和更长的段落以表达表面和

隐含意义 如以口语来表达事实或讲故事 ∀

生成非言语讯息

用姿势 !符号和图画传递信息 如摇头表示不同意或绘制

图画或图表以表达一个事实或复杂的观念 ∀

包  括 生成身体姿势 !讯号 !符号 !图画和相片

生成正式手语讯息

用正式手语来传递表面和隐含意义 ∀

书面讯息

通过书面语言来传递所产生的表面和隐含意义 如写一封

邀请信 ∀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交流 ) 生成

交谈和使用交流设备与技术
交谈

在正式或偶然的场合 通过会话 !书写 !符号或其他语言形

式与一名或多名熟人或陌生人启动 !持续和终止一次交

谈 ∀

讨论

通过会话 !书写 !符号或其他语言形式在正式或偶然的场

合用争论或反驳的形式与一名或多名熟悉或陌生人一起

启动 !持续和终止检讨某事 ∀

包  括 与一人或多人讨论

使用交流设备与技术

为达到交流目的而使用各种设备 !技术和其他手段 如同

一位朋友打电话 ∀

包  括 使用通讯设备 使用书写器和交流技术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交谈和使用交流设备与技术

其他特指的交流

交流 未特指

第 4 章 活动
本章涉及到通过变换身体姿势或位置或从一处到另一处

的转移 通过搬运 !移动或操纵物体 通过行走 !跑步或攀登以

及运用各种交通工具来达到移动 ∀

改变和保持身体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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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身体的基本姿势

摆出或转换身体姿势并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 如从椅子上

起来躺到床上 摆出或转换跪下或蹲下的姿势 ∀

包  括 从躺下 !蹲下或跪下 !从坐或站立 !从曲身的姿势

变换身体姿势并变换身体重心

不包括 移动自身

保持一种身体姿势

需要时保持同一种身体姿势 如在工作或上学时保持坐或

站姿 ∀

包  括 保持躺 !蹲 !跪 !坐或站姿

移动自身

从一处表面移动到另一处 如顺着长凳滑动或从床上移动

到椅子上 ∀

包  括 坐或躺时移动自身

不包括 改变身体的基本姿势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改变和保持身体姿势

搬运 !移动和操纵物体
举起和搬运物体

拿起一件物品或将某物从一地拿到另一地 如拿起一只杯

子或将孩子从一间房抱到另一间房 ∀

包  括 用手或手臂 !肩膀 !臀部 !背部或头部举起 !搬运 !

放下

用下肢移动物体

完成协调性动作以用腿或脚移动物体 如踢球或蹬自行车

踏板 ∀

包  括 用下肢推 !踢

精巧手的使用

用单手 !手指和大拇指完成抓住物体 !拾起 !操纵和释放物

体的协调动作 如需要从桌子上拿起硬币或转动表盘或门

把手 ∀

包  括 拾起 !抓住 !操纵和释放

不包括 举起和搬运物体

手和手臂的使用

运用手和手臂完成协调性动作以移动或操纵物体 如旋转

门把手 !抛出或抓住物体 ∀

包  括 拉或推物体 !伸 !转动或旋转手或手臂 抛出 !抓住

不包括 精巧手的使用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搬运 !移动和操纵物体

步行和移动
步行

靠脚在地面一步步走动 总是一只脚在地面 如漫步 !踱

步 !向前 !后或两侧行走 ∀

包  括 短距离或长距离步行 不同地面步行 绕障碍步行

不包括 移动自身 到处移动

到处移动

通过步行以外的方式从一地向另一地移动全身 如攀岩或

穿过街道 !蹦 !奔跑 !跳跃 !绕障碍跑 ∀

包  括 爬行 攀登 奔跑 慢跑 跳跃和游泳

不包括 移动自身 步行

在不同地点到处移动

在不同地点和不同场合步行或到处移动 如在一栋房屋的

不同房间之间 !在建筑物内或下到城镇街道上步行 ∀

包  括 在住所内 !非住所的建筑物内以及住所和其他建

筑物外到处移动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利用特别设计以便于移动或建立其他移动方式的设备将

全身从一处移到另一处 !在任何地表面或空间移动 如滑

雪 !滑冰或靠呼吸器潜水 或者靠轮椅或扶车上街 ∀

不包括 移动自身 步行 到处移动 利

用交通工具 驾驶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步行和移动

利用交通工具移动
利用交通工具

作为一名乘客利用交通工具到处移动 如乘坐轿车或公共

汽车 !出租汽车 !人力车 !小公共汽车 !畜力车 !火车 !有轨

电车 !地铁车辆 !船只或飞机 ∀

包  括 利用人力交通工具 私人机动车或公共交通工具

不包括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驾驶

驾驶

驾驶车辆 !驾驭牲畜或任何形式可支配的交通工具让其按

照指引的方向前进 如驾驶小汽车 !骑自行车 !驾驶船只或

驾驭畜力车 ∀

包  括 驾驶人力交通工具 !机动车 !畜力车

不包括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利用交通工具

驾驭动物作为交通工具

骑在动物背上旅行 如骑马 !牛 !骆驼或大象 ∀

不包括 驾驶 娱乐和休闲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利用交通工具到处移动

其他特指的活动

活动 未特指

第 5 章 自理
本章涉及照顾自己 !盥洗和擦干身体 !护理身体和身体各

部 !穿衣 !吃饭和喝水以及照顾自己的健康 ∀

盥洗自身

用水和适当的清洁及干燥材料或方法盥洗和擦干自己的

全身或身体各部 如洗澡 !淋浴 !洗手 !脚 !脸和头发以及使

用毛巾擦干 ∀

包  括 盥洗身体各部 !全身和擦干身体

不包括 护理身体各部 入厕

护理身体各部

护理身体各部位 如皮肤 !面部 !牙齿 !头皮 !指甲和生殖

器 这些部位不仅需要清洗和擦干 还需要护理 ∀

包  括 护理皮肤 !牙齿 !毛发 !手指甲和脚趾甲

不包括 盥洗自身 入厕

入厕

安排和完成人体废弃物 月经 !小便和大便 的排泄 然后

清洁身体 ∀

包  括 控制大小便和月经护理

不包括 盥洗自身 护理身体各部

穿着

在与当时的气候和社会情况相一致的前提下 依照先后顺

序通过协调性动作完成穿衣 !脱衣和穿脱鞋子的任务 如

穿上 !整理或脱下衬衣 !裙子 !上衣 !裤子 !各层内衣 !莎丽 !

和服 !紧身衣 !帽子 !手套 !大衣 !鞋袜 !靴子 !凉鞋和拖鞋 ∀

包  括 穿上或脱下衣服和鞋袜以及选择合适的衣着

吃

通过协调性动作去吃所提供的食物 将食物送进嘴中并按

有教养的方式吃喝 把食物切开或切成片 !开瓶和罐头 !使

用各种餐具 !进餐 !出席宴会及午餐 ∀

不包括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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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

手持饮料 喝入口中并按有教养的方式饮用 混合 !搅拌和

灌注液体以备饮用 !开瓶和罐头 !使用吸管或饮用像水龙

头或泉眼的流水 !哺乳 ∀

不包括 吃

照顾个人的健康

使个人保持舒适 !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身心状态 如维持

平衡的膳食 !身体活动 !保持温暖或凉爽 !避免损害健康 !

实施安全的性行为 如使用避孕套 获得免疫力 定期体

检 ∀

包  括 确保个人身体舒适 控制饮食和调节 !维持个人健

康

其他特指的自理

自理 未特指

第 6 章 家庭生活
本章涉及做家务和完成日常的动作和任务 ∀家庭生活领

域包括获得住所 !食物 !衣服和其他必需品 清洁和维修住宅

照管个人和其他家居物品以及帮助别人 ∀

获得必需品

获得住所

购置 !承租 !装修和布置住宅 !单元房或其他住处 ∀

包  括 购置或承租住所或布置住所

不包括 获得商品和服务 照管居室物品

获得商品和服务

挑选 !取得和搬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商品和服务 如选

择 !取得 !运输和储存食物 !饮料 !衣物 !清洁材料 !燃料 !居

室用品 !餐具 !厨房用具 !家用电器和工具以及获得公用事

业和其他家庭服务 ∀

包  括 购物和收集日用品

不包括 获得住所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获得必需品

家庭任务
准备膳食

为自己或他人筹划 !组织 !烹饪与提供简单或复杂的膳食

如定菜谱 !选择要吃的食品和饮料 !为膳食收集并备好配

料 !加热烹饪和准备冷食和饮料及上菜 ∀

包  括 准备简单或复杂的膳食

不包括 吃 喝 获得商品和服务 做

家务 照管居室物品 帮助别人

做家务

通过清洁房屋 !洗衣物 !使用家用电器 !储存食物和清理垃

圾来管理居室 如扫除 !拖地 !擦洗柜橱 !墙壁和其他表面

收集和清除居室垃圾 整理房间 !壁橱和抽屉 收集 !清洗 !

晾干 !折叠和熨烫衣物 清洗鞋袜 使用扫帚 !刷子和真空

吸尘器 使用洗衣机 !烘干机和熨斗 ∀

包  括 清洗和晾干衣物 清洁烹饪区和餐具 清洁生活

区 使用家用电器 储存日用品和处理垃圾

不包括 获得住所 获得商品和服务 准备

膳食 照管居室物品 帮助别人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家庭任务

照管居室物品和帮助别人
照管居室物品

维护和修缮居室和其他个人物品 包括房屋和室内物品 !

衣物 !车辆和辅助装置 并照管植物和动物 如粉刷房间或

贴墙纸 !修理家具 !修理管道 !确保车辆处于良好工作状

态 !给植物浇水 !喂养宠物和家畜 ∀

包  括 缝补衣服 维修住处 !家具和室内用具 保养车辆

保养辅助装置 照顾 室内外 动植物

不包括 获得住所 获得商品和服务 做家务

帮助别人 有报酬的就业

帮助别人

帮助家庭成员或其他人的学习 !交流 !自理 !室内外运动

并关照家庭成员和其他人保持良好状态 ∀

包  括 帮助别人自理 !运动 !交流和人际交往

不包括 有报酬的就业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照管居室物品和帮助别人

其他特指的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 未特指

第 7 章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本章涉及以与社会背景适宜的方式完成与人 陌生人 !朋

友 !亲戚 !家庭成员和爱人 进行基本或复杂的人际交往所需的

动作和任务 ∀

一般的人际交往
基本人际交往

以与社会背景适宜的方式与人交往 如在适当的时候表现

出体谅和尊重 或者对别人的感觉做出反应 ∀

包  括 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尊重 !热情 !感谢和宽容 对

批评和社会暗示做出反应 采用适当的身体接触

复杂人际交往

以与社会背景适宜的方式与其他人保持和调整人际交往

如控制情绪和冲动 !控制言语和身体侵犯 !在社会交往中

独立行动 !按照社交原则和惯例行动 ∀

包  括 建立与终止人际关系 按照社交原则交往 在交往

中控制行为并保持社交距离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一般人际交往

特殊的人际关系

与陌生人的联系

由于特定的目的与陌生人发生暂时的接触和联系 如问路

或买东西 ∀

正式人际关系

以正式方式建立并维持的特定人际关系 如与雇主 !专业

人员或提供服务者建立联系 ∀

非正式社会关系

与别人建立人际关系 如与生活在同一社区或住所的人士

或与同事 !学生 !玩伴 !具有类似背景或专业的人士随意建

立的联系 ∀

包  括 与朋友 !邻居 !熟人 !同住者和同伴的非正式关系

家庭人际关系

建立并维持亲戚间的关系 如与核心家庭 !大家庭 !收养或

被收养家庭以及过继关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血缘更远的

如堂姑表兄弟姊妹间的关系或法定监护人的关系 ∀

包  括 父母 ) 子女及子女 ) 父母关系 亲属与大家庭的

关系

亲密关系

个体间建立并维持的一种密切或恋爱的关系 如夫妻 !情

人或性伴侣间的关系 ∀

包  括 恋爱关系 婚姻关系和性关系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特殊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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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指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未特指

第 8 章 主要生活领域
本章涉及在完成任务和所需参与的教育 !工作 !就业以及

从事经济贸易中的各种活动 ∀

教育
非正规教育

在家或其他非专业机构学习 如从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处

学习手艺和其他技术或者实行家教 ∀

学龄前教育

在设计用于为义务教育做准备而引入的学校式的环境中

有组织地接受初级水平的学习 如在日托或为升入学校做

准备的类似场景中掌握技能 ∀

学校教育

入学后参与所有与上学有关的职责 !权利 并学习各项课

程材料 !科目以及在初级或中级教育中要求完成的其他课

程 包括按时上学 !与其他学生共同学习 !接受教师的指

导 !组织学习并完成布置的作业和活动 并逐步升班 ∀

职业训练

参与在职业教育中的各项活动 并为准备进入某行业 !工

作或职业而学习课程材料 ∀

高等教育

参与在大学 !学院和专业学院的高等教育活动中的各项活

动 学习为获得证件 !文凭 !证书和其他合格证所要求掌握

的课程 如完成大学学士或硕士课程的学习 !医学院或其

他专业学院的学习 ∀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教育

工作和就业
学徒制 工作准备

参与并准备与就业有关的项目 如完成学徒 !实习 !见习和

在职培训所需的任务 ∀

不包括 职业训练

得到 !保持或终止一份工作

寻求 !发现并选择就业 受雇用并接受就业 维持一份工

作 !行业 !职业或专业并逐渐进步 或以适当的方式放弃工

作 ∀

包  括 寻求就业 准备简历或简况 与雇主联系并准备面

试 保持工作 监测自己的工作业绩 做出要点 终

止工作

有报酬的就业

作为全职或兼职 !受雇于人或自谋职业的雇员 为获得报

酬而在职业 !行业 !专业或其他就业形式中参与的各项工

作 如寻求就业并获得一份工作 !完成本工作所要求的任

务 !按要求准时上班 !管理其他工作人员或被其他人管理 !

独自或以集体形式完成所要求的任务 ∀

包  括 自谋职业 !兼职或全职就业

无报酬的就业

作为全职或兼职的雇员 不要报酬而参与的各项工作 如

组织工作活动 !完成本工作所要求的任务 !按要求准时上

班 !管理其他工作人员或被其他人管理 !独自或以集体形

式完成所要求的任务 如志愿者工作 !慈善工作 !无偿为社

区或宗教团体工作 !无偿在家附近工作 ∀

不包括 第六章家庭生活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工作和就业

经济生活
基本经济交易

从事任何形式的简单经济交易 如用钱购买食物或物品 !

交换商品或服务或储蓄 ∀

复杂经济交易

从事任何形式的复杂经济交易 涉及到资本或财产交换 !

创造利润或经济价值 如购置一家商行 !工厂或设备 维持

银行帐目 !商品交换 ∀

经济自给

合理支配私人或公共经济资源 以确保当前和今后的经济

安全 ∀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经济生活

其他特指的主要生活领域

主要生活领域 未特指

第 9 章 社区 !社会和公民生活
本章涉及参与家庭以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 ) 社区 !社会和

公民生活所要求的活动和任务 ∀

社区生活

参与社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如参加慈善组织 !服务俱乐

部或专业性社会组织 ∀

包  括 非正式或正式社团 仪式

不包括 无报酬的就业 娱乐和休闲 宗教和

精神性活动 政治生活和公民权

娱乐和休闲

参与任何形式的游戏 !娱乐或休闲活动 如非正式或有组

织的游戏和运动 !体育健身 !休闲 !消遣娱乐 !参观画展 !博

物馆 !去电影院或剧场 参加手工艺或业余爱好活动 !休闲

阅读 !演奏乐器 !观光 !旅游和娱乐旅行 ∀

包  括 游戏 !运动 !艺术和文化 !手工艺 !业余爱好和社会

活动

不包括 驾驭动物作为交通工具 有报酬的就业

或无报酬的就业 宗教和精神性活

动 政治生活和公民权

宗教和精神性活动

参加宗教或精神性活动 !组织和实践以得到自我充实 !寻

找内涵 !宗教或精神性价值并与神权力量建立联系 如出

于宗教目的和精神上的需要而上教堂 !庙宇 !清真寺或犹

太教堂做祈祷或唱圣歌 ∀

包  括 有组织的宗教和精神性活动

人权

享有为所有国家和国际上所承认的符合人性的权力 如由

联合国5国际人权公约6 年 和5联合国残疾人平等机

会标准规则6 年 所承认的人权 !自决权或自主权 !决

定自己命运的权力 ∀

不包括 政治生活和公民权

政治生活和公民权

作为公民参与社会 !政治和政府生活并享有公民的合法地

位 享有与其角色相当的权力 !保障 !基本公民权和责任

如投票权和竞选政治职务 !组织政治性团体的权力 享有

与公民权有关的权力和自由 如言论 !结社 !宗教自由 保

障不受无理搜查或逮捕 审判中请律师辩护的司法权 !保

障不受歧视 !享有作为公民的法律地位 ∀

不包括 人权

其他特指的社区 !社会和公民生活

社区 !社会和公民生活 未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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