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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年 月 日 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

达 召开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家族

ƒ ≤ • 2ƒ ≤ 合作中心

领导人会议 会议要求秘书处为 年的中心领导人

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说明 ≤ƒ 检查表的发展和应用 ∀

本报告就是应这一要求而作 ∀

检查表的发展历史及其在 ΙΧΦ修订过程中的应用

检查表起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

所在 个国家的 个地点组织实施的跨文化可适用

性研究 ≤ ≤∏ ∏ ≤ ∀

≤ 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对 ≤ ⁄ 2 的结构和跨文
化的稳定性进行检测和调整 ∀本着此目的 使用了

种研究手段对 ≤ ⁄ 2 Β 版草案中所有二级水平项目

进行分析

#为确保概念的转换具有语言学的等价性 对每一

项目都进行了翻译 !回译和语言学分析

#用打乱后重新分类的方法确定每一项目及其定

义域的稳定性

#把每一项目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类型人群中的可

用性 !它的文化敏感性和它在 ≤ ⁄ 2 中的重要性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以验证它的文化适应性 ∀这些

研究的结果为指导 ≤ ⁄ 2 Β 版草案的结构和起草工

作提供了高质量的 !广泛的信息 ∀同时 研究结果也使

我们得以从二级项目中挑选出最有意义的维度 列入

≤ ⁄ 2 检查表 ∀

检查表在 ≤ ⁄ 2 Β 版的现场实验中得到首次使

用 以检验分类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在可行性研究中

检查表用于确定有关编码和限定值的可信度 !使用的

难易程度 !针对性 !编码时间以及缺失区域的系统信

息 ∀在可靠性研究中 检查表被用来评定不同分级者

的分级一致性 评定者内在信度 以及在不同时间进行

分类的稳定性 测试2再测试信度 ∀

译者单位 北京市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信息研究所 ∀译者简

介 鲁玉红 女 医师 主要从事医学信息工作 ∀

在 Β 版的现场实验中 用检查表测试了 名实

例和 例病历摘要 ∀ 以上的评定者使用检查

表用不到 分钟完成了评定 ∀Β 版的/身体功能和结

构0 !/活动和参与0 !/环境因素0各章在检查表的相应

内容 在实体测试的评估中 测试2再测试信度显示了
较高的 值 范围为 ∀在利用病历摘要

的测试中 身体功能编码使用的一致性较高 但评定者

在确定涉及酒精和药物使用残损时出现了困难 ∀尽管

病历中并没有明确提及 评定者也趋于推测存在身体

结构受损和活动受限 ∀在/参与0类别中观察到一种基

本的误解 ∀一些评定者不记录病历中提及的明显障

碍 而明确地写道 此人没有活动受限 如 ∂ 阳性者

因歧视而被拒绝雇用 ∀

在 Β 版现场实验数据的基础上 结合 ≤ ⁄ 2 终
版草案的修订和 ≤ƒ 的出版 新的 ≤ƒ 检查表于

年开发完成 ∀

ΙΧΦ检查表 合理性和结构

新的 ≤ƒ检查表倾向于推动 ≤ƒ在临床和研究项

目中的应用 ∀它为用户提供了多种用途

# ≤ƒ中最有实际意义的分类以用户友好的方式呈

现 使用户能简单省时地识别和评判个体功能状况

#检查表中包含诊断信息允许用户对健康状况及

其相关功能问题的联系进行研究

#环境因素编码和记录个人因素的可能性使用户

可以记录和理解情景性因素对个体功能因素的影响

#检查表带有/访谈指南0 为用户检测/活动和参

与0中每一维度的能力和活动表现提供指导 ∀

最近开发的检查表临床版包括了 个类目 代

表了 ≤ƒ 一 !二级分类中最相关的维度 ∀在所有

个编码中 检查表列出了 项/身体功能0编码 ! 项

/身体结构0编码 ! 项/活动和参与0编码以及 项

/环境0编码 ∀当用户发现确定编码不在这 个编码

范围内时 他Π她可以为每个成份最多追加 个编码 ∀

每一编码都可以加上相应的限定值限定 ∀

除了编码单外 检查表也允许用户记录人口统计

学和其他情景性信息以及健康信息 附件 ∀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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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指南 !调查受试者/活动和参与0维度的功能问

题的技术指导包括在检查表的附件 和附件 中 ∀

在使用检查表时 必须考虑以下各点

#检查表要求使用多种资料来源 如自我报告 !医

学检查 !临床记录 !家庭成员的报告等 ∀检查者要根据

这些不同来源的信息作出临床判断 ∀

#在多数情况下 在填写调查表时要应用访谈程

序 ∀检查者希望使用一套从现象的定义开始的标准描

述语言 ∀以相同的方式提出最初的问题 而后则由临

床医生自由应用他Π她自己的探讨技术 ∀这一想法实

际上是要求受试者的自我报告能与检查者的专业术语

定义相吻合 使检查者能评估多种来源的信息以作出

判断 ∀由于临床判断和自我报告都是调查表的完整组

成部分 检查表并不为受训练的受试者设计 ∀

#检查表可以确定功能问题程度 残损 !能力和Π或

参与受限 以及环境因素的促进或阻碍范围 ∀严重程

度限定值区分为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完全 !未特指 !

不适用 ∀对限定值的每一等级都给出了解释或同义词

以及百分比范围 ∀

例如 /中度0一词通常用来表示中等的 !平均程度

的问题 意思是这一问题在特定时间内出现率在

以上 在强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最近 天

内频繁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 为限定值划分的百分比

范围是各维度把人群的平均水平用一个百分数作参照

计算 ∀为将这种量化方法作为统一方式 评定程序需

要通过研究加以发展 ∀由于尚无 ≤ƒ的基础人群常模

和测评工具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数据 检查表用户在使

用限定值时还需运用临床判断方法 ∀为了更好地指导

临床判断 现在的 ≤ƒ检查表用户指南应该进行评估 ∀

进行评估的目的在于改善分类限定值在残疾病

程 !程度和频率之间的定点水平 ∀可能的程序应该包

括以下各点

#轻度指的是一种在特定时间的出现率小于

强度在个体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在过去 天极少发

生的问题 ∀

#中度指的是一种在特定时间的出现率小于

强度妨碍了个体的日常生活 在过去 天偶然发生的

问题 ∀

#重度指的是一种在特定时间的出现率超过

强度迫使个体部分中断日常生活 在过去 天频繁发

生的问题 ∀

#完全指的是一种在特定时间的出现率超过

强度完全中止了个体的日常生活 在过去 天每天发

生的问题 ∀

当前 ΙΧΦ检查表的应用

≤ƒ检查表的发放 通过 ≤ƒ网址 从 年 月

开始 与 ≤ƒ 的出版发行同步 ∀从那以后 • 收到

了世界各地的众多申请 要求在临床和研究中使用 ≤ƒ

检查表 ∀

≤ƒ检查表在专项研究中的应用最近在西班牙和

墨西哥进行 ∀在完成了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后 这两个

国家正在各种不同情况下使用检查表 ∀

由德国慕尼黑大学物理医学与康复系与 • 合

作开展的更大规模的 ≤ƒ检查表应用用于 ≤ƒ核心成

份开发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在于开发 ≤ƒ 维度表 称

为/ ≤ƒ核心成份表0 与 种应用于临床的不同的健

康状况相关 ∀这些状况包括

#肌肉骨骼状况 背痛 !骨质疏松症 !风湿性关节

炎 !关节炎

#心血管Π内在状况 冠心病 !≤ °⁄和哮喘 !糖尿

病 !乳腺癌

#慢性疼痛Π心理Π神经状况 肥胖症 !疼痛障碍 !抑

郁症 !中风

项目的准备阶段包括文献的系统综述 对 例

患者使用 ≤ƒ检查表 每种状况 例 的多中心大样

本研究 以及一个国际专家的 ⁄ 专家处理程序 ∀

在预备阶段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国际专家小组将通过

次会议协商 确定一个 ≤ƒ核心维度表 第一期 ∀在

最终阶段 第二期 将开展一个包括了 例的多中

心前瞻性大样本研究 检验第一期工作所开发的核心

成份的可行性 !信度 !效度以及敏感性 ∀

第一期/肌肉骨骼状况0的结果显示 在下背痛 !骨

质疏松症 !风湿性关节炎 !关节炎等方面 检查表都具

有实效性和相关性 ∀在所有 种情况下 检查表都能

描述患者的状况 ∀第二期对下背痛患者的早期研究显

示 在/身体功能与结构0项目以及/活动和参与0维度

活动表现测定方面 均有相当良好的测试2再测试信
度 在/活动和参与0维度能力测定方面以及 / 环境因

素0方面 测试2再测试信度时好时坏 说明对调查者进

行分类概念的培训是必要的 ∀已经报道 检查表与

≥ƒ 身体功能量表有良好的一致性和效度 ∀

ΙΧΦ检查表展望

• 现行工作和未来的策略都将以事实为根据

继续完善 ≤ƒ检查表 ∀在该方面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

何将 ≤ƒ检查表用于预测长期或短期的健康结局 对

干预治疗作出反应 预测资源的利用 等 ∀

为进一步简化检查表的使用 • 计划开发一种

检查表的电子应用软件 它可能成为跨各种评定量表

的/直通车0 ∀

在考虑修订和进一步开发的同时 • 认为发放

和翻译其他语种的 ≤ƒ检查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
收稿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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