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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合作中心工作报告

 

（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 

中心是1990年8月被任命为WHO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的。16年来我们的主要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大的

阶段：1990-1996年全部精力集中在承办一年制的WHO康复医师培训班，1997-2006年主要运行为学员后

续服务的“康复资源中心”，同时完成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交给我们的其他任务。 

任命之初给我们的1990-1994 Terms of Reference是:(1) To conduct 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2) To develop research in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 To develop models of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4) To 

provide technical expertise to WHO an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在1994年再

确认时, 1994-1998任务与上一周期相同。到1998年继续确认时，本周期(1998-2002)任务增加了一条: (5) 

To adapt and translate WHO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documentation into Chinese.2002年再确认时，2002-

2006的任务与1998-2002相同。任务的中文译文为: 1.开展本科生和研究生康复医学培训; 2.开展康复医学与

康复技术包括中医学应用方面的研究; 3.开发CBR服务模式; 4.向WHO提供技术上的专家意见，并收集康

复医学方面的信息; 5.改编并将WHO残疾与康复文献翻译成中文。 

我们中心被确定的负责人先后是: 1990-1998期间为南登昆、刘燧;1998-2002为南登昆；2002-2006为南登

昆、黄晓琳。 

一年制“WHO康复医师培训班”是由卫生部医政司、香港复康会、WHO西太区协议联合主办，由同济医

科大学承办，具体工作交我们中心（康复医学教研室）主持。每期由卫生部医政司发文分配招生名额给

各省区，同济与香港负责课程安排，香港聘请世界各地专业教师来武汉授课，每年约请外籍教师12-15

人。他（她）们带来了国际活泼生动的教学方式和理念，使得学员既学到理论，又能动手处理、治疗病

人的实干家。结业时发给证书由医政司司长、香港复康会会长方心让教授、同济医科大学校长签署。每

年招收40-50人，7年总共招收了315人，他们来自全国除西藏外所有30个省、区、市，结业后，我们随即

将学员名单、所在单位发函告诉各省区市的卫生与民政厅局和残疾人联合会，便于他们使用和发挥这些

有生力量，为当地服务。现在他们都已是省区乃至全国康复医学事业的骨干、学科领头人，对推动我国

康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他们中间有超过30人获得正高职称，近10名为博士导师，在全国专业

学会担任主要工作。可以说完成了这项工作发起人：香港复康会方心让、卫生部医政司老司长张自宽、

WHO西太区刘国傧当初推动我国康复事业，培养火种、骨干的10年千人遗愿。该班第一期开学与结业

时，当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教授都亲自来武汉参加。1996年曾召开评估该班成就的国际会议，出席国际

国内著名康复专家50余名，获得一致好评。 

学员结业后返回各地工作，仍然需要后续支持。为此我们和香港复康会又联合建立了“康复资源中

心”。收集最新康复医学专业图书，办理外借。联合到学员所在地区办班，要他们参加教学。给学员提

供工作和业务咨询。编印《WHO康复培训班通讯》，每两个月一期，14-16页，2万到2.4万字，寄发给所

有我们的学员以及香港和安徽医大“WHO康复治疗班”学员（115人），同时还反馈给参加授课的外籍

教师。10年来共编印60期，120万至144万字。深得学员欢迎，每期在手，倍感亲切。 

在1990年，我们得到 WHO1989年编印的“Training in the Community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35本套

书，分别为肢体、视觉、听力、语言和精神障碍者提供在社区和家庭帮助。有简明的画图帮助理解，供

小学文化程度的残疾人和家人看图识字，学习使用。该书初版已在世界各国使用。为了推动我国社区残

疾人康复发展，得到WHO西太区资助，我们翻译编印了该套手册，无偿寄给各省区市卫生、民政和残

联。199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又要我们加印了1000册供该会培训社区康复人员学习资料。 



近年来，我们还先后将WHO康复技术书籍翻译编印，赠送给学员与同行。计有：《促进中风后病人的功

能独立》（Promoting independence following a stroke）、《促进脊髓损伤患者的功能独立》（Promoting 

independence following a spinal cord injury）、《促进脊柱裂和脑积水婴幼儿的发育》（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ith spina bifida and hydrocephalus）、《促进脑瘫幼儿的发育》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预防脊髓灰质炎后畸形》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formities in polio）等。 

此外，还按照中心任务，收集翻译或编辑、印刷有关康复技术资料散发、推广。有：国际作业治疗师联

盟（WFOT）编制的作业治疗专业术语，我们请内地、香港、台湾三地作业治疗专家教授，译成三地专

业通用汉语，汇集成为：《WFOT选定术语中译》，寄赠同行参考。收集美、日、欧等地康复医学专业

复习资料，汇编成：《康复医学专业复习试题集》，还编印了：《儿童常见的残疾教学参考资料》和

《对多种残疾人的护理》等。得到同行欢迎。 

在医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培养教育方面，十多年来，每年授课80学时左右（包括《康复医学》和《针

灸学》，受益学生数达 600多人。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2-4名；进修生60-80名;实习生20-30名.2004年中心

主任黄晓琳博士、教授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现已招收博士研究生8 名。 

在社区康复方面，我们中心主任先后全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社区康复研究会主任委员、顾问、常委等职

务，参加UNICEF对社区康复点的验收任务。1994年联合国三大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

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CBR联合意见书，我们当即翻译出来刊登在《中国康复》杂志，为我国专业人

员学习、运用该文件，提供了条件。10年后，该三组织又发表了“2004年联合意见书”，我们又翻译编

印成册，寄送学员和相关机构参考。我们还将中文译本的电子版传送给WHO总部“残疾与康复处”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DAR），粘贴在“2004 CBR Position Paper的网页上，供世界各国网友录

用。中心还派医生到西部地区帮助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派治疗师到社区帮助开展社区康复工作。 

我们主办承办多种康复与康复医学杂志。1990至今主编、出版、发行《中国康复》杂志，季刊，2003年

改为双月刊，每期14万，至2006年底，共出版76期，440万字。1990-2005主编、出版、发行《国外医学：

物理医学与康复》，季刊，每期8万字，至2005年底，共出版64期，512万字。2002年至今，承办《中华

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月刊，每期16万字，至2006年底，共出版5期，80万字。 

1990年当时我国康复医学起步才几年，书籍资料缺乏，我们将国际康复医学名著：Krusen’s Handbook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翻译成中文《克氏康复医学》，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2004年，我

们将国际康复医学新书：Rehabilitation Medicin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翻译成中文《康复医学的理论与实

践》，由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两本巨著，对推动我国康复医学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医学生康复医学理念，我们在1993年就组织20个学校的教授们联合编写《康复医学》教材，该

书得到“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卫生部优秀教材二等奖。其后在2002年出第二版，被纳入卫生部统编教

材系列，2004年为第三版，改称为卫生部规划教材。现正修改，将于2007年交稿成为第四版。本书在全

国各出版社强占教材阵地，纷纷出版相同类别教材的情况下，全国共有6本名称全部雷同的《康复医学》

教材，但是各校仍然多数采用我们主编的这本教材。 

此外我们还负责主编多本专业书籍：《实用物理治疗手册》、《康复医学临床指南》（第1、2版，《康

复医学科主治医生500问》，《康复医学》第1、2、3、4版，《实用康复医学》(200万字)等等。 

康复医学事业team work中的重要成员是各类治疗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等等。只有

治疗师高学历、高水平，才有符合要求、高质量的康复服务。为此，我们积极建议、推动在人民卫生出

版社（医学图书教材出版领军机构）编辑出版一套“康复治疗“专业的成套教材。在2006年底终于定

局。中心主任为该套书总顾问。 

为了培训骨干治疗师，在卫生部科技司领导下，香港哩工大学和同济医学院联合举办康复治疗硕士班

（MPT），中心承担临床教学任务。自2004年起，每年招收40余人，全部课程用英语讲授，有较多的实

际技术传授。2006年暑期，第一期学员毕业，全部就业，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多年来中心人员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各种活动。先后至香港参加CBR研讨会，日本WHO康复合作中心成立

学术会，残疾的second condition研讨会，2004年10月参加日内瓦CBR文件改编制订会议。 

中心能掌握康复医学发展的前沿，适时举办各类讲习班。1994年举办全国OMAR（Operational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Results）讲习班，请联合国开发总署Jonnson教授讲授为社区康复评价与分析的新的方

法，进行理论讲解与计算机演示、学员实地操作。1998年举办肉毒毒素（Botulinum Toxin, BTX）临床应

用讲习班，请香港大学儿科教授、香港神经学会会长黄珍妮教授主讲。1999年举办全国“激痛点”

（trigger points）诊断治疗讲习班，请美国洪章仁教授讲授,为全面、准确理解和使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2002-2004年连续举办心身医学讲习班三年,请德国Freiburg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讲授。学员感到收益



良多。多次举办国际、国内及省内学术会议：如，86年承办全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学术大会，96年主

办康复培训国际评估大会，04年承办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全国学术大会；等等。 

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大会通过采用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简称ICF。

建议与国际疾病分类配套使用。由于分类项目多大1454项，临床使用困难，为此德国同行受WHO委托研

究一种核心组合（core set）,按每个病种制定出一个ICF核心组合。2007年2月1-2日中心邀请ICF核心组合

（core set）研究组（德国慕尼黑大学物理医学与康复部）Stucki 教授和Cieza博士以及香港大学李常威教

授在武汉举办讲习班，传授国际功能分类理念，核心组合（core set）的方法。参加有全国各地医师、教

授、治疗师50余人，大家感觉收获丰盛。对ICF加深理解，增加临床使用的信心与意愿。 

中心近年（近5年）来开展的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攀升，成果逐年壮实。计有：06年今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项(47万)，02年获国际合作项目1项(15万马克-60万人民币)，02年获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装备项目康

复分项目1项(40万)，02年获国家十五攻关分中心项目1项（3.6万)，03年获国家教委留学博士基金1项(4

万)，04-06获省课题5项：省厅课题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省攻关课题3项， 

中心近年医疗服务情况：门诊量 >10，000人次/年，住院量>700人次/年，会诊2500人次/年。 

中心成员在全国专业学术团体先后、多次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主任委员、常

委；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会长、顾问；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教育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

会常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分会主任委员；电诊断分会主任委员；历年来湖

北省、武汉市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主任委员；湖北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以及下属康复治疗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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