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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复医学导论》是为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员而写，同时亦可供其他康复工作者参阅。
现就本书的编写作以下说明：　　一、《康复医学导论》第七章“康复病历”中，除将OT、PT、心
理等专科的处方、评定格式作了介绍之外，还将康复病历的特点、总体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这是因为：①本书虽是为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员而写，但也要为康复专业的其他学科或有兴趣了解康
复概念的临床专业人员等提供参考；②作为康复治疗协作组成员的OT、PT等专科技术人员，如能对
康复病历的总体情况有所了解，则既有利于患者的康复治疗，又有利于协作组各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
调；③编者在为学习康复医学的各层次及各类人才讲授康复医学的经历中，均有学员要求对康复病历
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以供各地借鉴；④从目前发达国家康复医疗的发展情况来看，OT、PT专业技
术人员已有独立进行康复治疗工作的趋势，而就我们的国情而言，0T和PT工作者亦可能在各种不同的
环境条件下工作，因此，全面了解康复病历的特点亦更有利于其独立开展工作。
　　二、康复及康复医学的发生、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相顺应。
在历史的进程中，康复与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编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查阅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资料，均有康复与社会保障体制之关系的内容
，而目前在我国已出版的康复医学专业教科书中，尚未见有单独阐述社会保障问题的章节。
为此，特在本书中增加了第九章“社会保障体制对康复事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以期使康复专业工作
者能对康复医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应关系有更多的了解，从而更加有利于促进康复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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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第五章 残疾的流行病学调查与残疾的预防第一节 中国残疾的现状和流行病学调查一、中
国残疾人概况二、残疾人的分布特征第二节 残疾发生的原因及预防的可行性一、致残原因二、预防残
疾的可行性第三节 残疾的预防⋯⋯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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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由此可以看出，医学模式的转变是“与时俱进”地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而“康复
”概念的衍进、不断地充实的过程与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相协调一致的。
二、健康的新概念与心理健康（一）健康的新概念由于时代、环境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人们对健康的
认识和健康的内涵也就不尽相同。
长期以来，人们把健康的概念单纯地理解为“无病、无残、无伤”，片面地把“无疾病”看做是健康
的惟一标准，这无疑是很不确切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章程》（1948年）中对健康的定义有如下的表述：“健康是指在身体
上、精神上和社会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完全良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患病或衰弱。
”1998年WHO又重申了关于健康概念的这一明确定义。
心理（精神）健康是健康组合的有力补充和发展。
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内心世界充实、和谐安宁的状态，并与周围环境保持协调均衡。
人类具有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双重性，在生活的经历中，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
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居住环境以及感情的冲动、孤独、紧张、恐惧、悲伤、失落
、忧患等等一些影响健康的不利因素。
某些因素常使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甚至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众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许多疾病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如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增强、冲动
的持久等，均能造成人体应激能力的降低，使中枢神经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或失调，机体免疫功能下
降，从而诱发心身疾病。
因此，在医疗工作的过程中，应当既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又绝对不忽略人的社会属性；既重视健康对
人的价值，又强调人对健康的作用，并将两者结合起来。
这种对健康与疾病、人类与健康多因素的因果关系的认识是人类对健康观念的更新。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社会性目
标”。
由此可见，应当把人们的健康问题看做是全社会、全民的事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这就要求个人不仅要珍惜和促进自身的健康，还要对他人和群体，乃至全社会人群的健康承担义务，
医务工作者更要为人类的健康肩负起主要的责任。
残疾人康复事业是残疾人的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和加强康复事业的建设也是对维护人权的
重要贡献。
（二）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人类身心健康的重要组成。
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密切相关，心理健康与否对人体的生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
心理变化常常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强烈或持久的负性情绪能引起生理器官或系统功能的失调，
从而可以诱发心身疾病。
俄罗斯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认为，忧愁、悲观的情绪可以使人患病；而积极向上、愉快、意志坚强
和乐观的情绪可战胜疾病，更能使人健康和长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生活的变化，人们的心理健康面临着新的挑战，学生时代的学习、青年人
的择业和恋爱、成年人的家庭稳定和职业变化、独生子女的培养教育以及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等都需要
健康的心理来支持。
从康复医疗的角度来看，残疾人的心理状态对整个康复治疗过程能否顺利进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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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复医学导论》是高等医学院校康复治疗学专业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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