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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 于本世纪初正式发布了5国

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 ≤

ƒ∏ ⁄ 简称 ≤ƒ ∀该分类是

• 分类家族中的重要成员 是 • 提出的国际通

用的在个体和人群水平上描述和测量健康的理论性框

架结构 ∀国际分类家族中的国际疾病分类 ≤⁄ 是对

造成死亡原因的疾病进行分类 而 ≤ƒ 是对健康进行

分类 两者为我们认识人群和个体健康以及其所在的

环境如何阻碍或促进其生活以发挥最大潜能 提供了

非常广泛然而又非常准确的工具 ∀ ≤ƒ的建立经过了

年的国际性努力 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 个成员

国 通过广泛的测试以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在术语和

分类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 ∀在 世界卫生大会上

中国与其他 个成员国一致签署了协议 同意广泛

应用 ≤ƒ ∀

中国积极参与 • 有关 ≤ƒ 活动 ∀以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邱卓英博士为首的专家参与 ≤ƒ的发展 !中

文版本的翻译 !标准化和测试以及 ≤ƒ 数据库的开发

等研究工作 并参加了多次 • 研讨会议 中文版作

为 • 正式版本之一与其他 种 • 正式文字同时

发布 ∀可以深信 通过 • 及其专家的努力 通过中

国专家的研究 ≤ƒ一定能在我国医疗卫生政策制定 !

统计 !科学研究 !临床 !教育等领域以及残疾人事业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 中国必将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为

≤ƒ的发展做出贡献 ∀

在 ≤ƒ中文版的翻译与测试工作中 我们得到了

• 总部和西太区的大力支持 ∀ • 总部 ≤ƒ 项目

官员 ∏ 博士 ! 先生和 女士先后到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和协和医院 • 合作中心访问 !讲学并

指导工作 • 西太区官员 ≤ 博士多次到有关单

位检 查 指 导 ≤ƒ 的 工 作 ∀ 我 们 要 感 谢 •

相关单位在发展 ≤ƒ中文版时对中国有关专家的支

作者单位 北京市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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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康复机构管

理及政策研究 ∀

持 我们也希望 • 通过合作项目 !合作中心以及其

他形式进一步支持中国 ≤ƒ的研究 !应用与发展工作 ∀

• 近期提出了新的健康概念 强调健康人口是

发展的先决条件 也是成长的结果 ∀ • 认为 提升

个体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群健康不仅是要降低由于疾病

和损伤造成的死亡 同时 健康也是人类的功能状态

是个人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完成全部生活的能力 ∀这

一观念的提出 将对世界的卫生发展政策及相应的服

务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各种措施保障人民的健康

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 功能状态也是人们所关心的

一个重要问题 ∀卫生部及中国残联关注残疾人的健康

与生活状态 通过不同形式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努力提

高残疾人的健康水平 ∀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和医政司在

≤ƒ的发展与应用方面作了大量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为

≤ƒ在中国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 ≤ƒ的发展与其在残疾人事

物中的应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郭建模理事长等残联

领导于 年会见了 • ≤ƒ项目官员 ∏ 博士

对中国 ≤ƒ的研究与应用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要求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具体负责该项工

作 跟踪国外最新发展 推进 ≤ƒ在残疾人事业方面的

应用 ∀

可以深信 随着各国对 ≤ƒ 重要性认识的提高

≤ƒ国际网络的建立与发展 以及 ≤ƒ 研究的不断深

入 ≤ƒ必将在临床 !医疗管理 !残疾人事业 !社会发展

以及卫生信息统计 !卫生信息分类等诸多方面得到广

泛的应用 ∀目前 • 已经采用 ≤ƒ作为基础实施调

查项目 并鼓励成员国按此实例建立与 ≤ƒ 一致的卫

生信息系统和调查项目 ∀我们将根据 • 在实施

≤ƒ时的要求 跟踪有关的发展 参与 • 全球性项

目工作 通过运用 ≤ƒ 提升我们的管理与服务水准 并

且与 • 其他成员国一道 共同为制定 !发展和监控

有关残疾人卫生服务政策及其相关服务 以实现残疾

人机会均等的国际责任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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