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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usst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5国际功能 !残

疾和健康分类6 k�±·̈µ±¤·¬²±¤̄ ≤ ¤̄¶¶¬©¬¦¤·¬²± ²© ƒ∏±¦2

·¬²±¬±ªo⁄¬¶¤¥¬̄¬·¼ ¤±§ � ¤̈̄·«o�≤ƒl所述 o残疾包括身

体结构或功能损伤 !身体活动受限或参与的局限性 ∀

我国各有关部门根据其工作要求和需要 o各自制定了

相关的残疾评定标准 o据统计有十余种之多 ∀现对部

分仍在应用的评残标准 o尤其是涉及肢体残疾的标准

进行分析 !探讨 ∀

1 本文涉及的评残标准

本文所涉及的评残标准有 }≠ t|{y年国务院批准

的5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准6≈t  ~� t|{|年

由民政部颁布的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

件6≈u  ~≈ t||y年由劳动部 !卫生部提出组织制定国家

标准5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6≈v  ~…t||u年

由公安部发布的5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6行

业标准≈x  ~  ussu年卫生部制定的5医疗事故分级标

准k试行l6 ~¡残疾运动员分级标准≈y  ∀

2 残疾的最低标准

各相关部门制定评残标准时 o根据身体结构和功

能损伤程度 !身体活动受限或参与局限性的程度 o以及

其他方面的不同要求 o都有相应的残疾最低标准 o而且

往往是不同的 o因而会出现根据某项评残标准可定为

残疾 o有时甚至是级别较高的残疾 o而在另一项残疾评

定标准中甚至不符合残疾最低标准的情况 ∀现以肢体

残疾为例举例说明 }

2 q1 仅一手拇指缺失  在 1986 年制定的5全国残疾

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准6中 o此种情况不纳入残疾标

准 o标准中规定单侧拇指伴食指或中指缺损为四级肢

体残疾k最低一级l ∀此种情况在残疾运动员分级中也

不符合残疾最低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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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5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6标准中 o

此种情况定为 y级残疾k共分 ts级l ∀

在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条件6中 o仅一手

拇指缺失定为三级甲等伤残 ∀

在5医疗事故分级标准k试行l6中 o一拇指完全缺

失定为三等乙级 ∀

2 q2 保留足跟而失去足前半部者 o在 t|{y年制定的

5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准6中不属于肢体残

疾范围 o在残疾运动员分级中也不符合最低标准k双足

游泳除外l ∀

而在5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6标准中 o

一前足缺失定为残 z级伤残 ∀

在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条件6中 o一足失

去 tru以上定为二等乙级伤残 ∀

在5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6标准中 o一

足跗跖关节以上缺失定为 z级伤残 ∀

其他类别残疾也有类似情况 ∀

3 残疾类别

各部门制定的评残标准所包含的残疾类别也有差

异 ∀t|{y年制定的5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

准6包括五类残疾k肢体残疾 !视力残疾 !听力语言残

疾 !智力残疾 !精神残疾l o未包括内脏等残疾 ~残疾运

动员分级也只包括智力残疾 !听力残疾 !肢体残疾和视

力残疾在内 ∀而在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条

件6 !5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6 !5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6和5医疗事故分级标准k试行l6

等标准中 o均不同程度地包括了内脏残疾 !泌尿生殖系

统残疾等类别 o如胃切除 !肾切除 !膀胱切除 !肺叶切

除 !子宫切除 !阴茎缺失 !耳廓缺损 !头面部毁容等 ∀

4 残疾的级别

残疾分级标准中 o不同程度的残疾分为不同的级

别 ∀现行的各残疾分级标准中 o分级的方法和所分级

别的多少及各级别的标准均不相同 o各有特点 ∀t|{y

年制定的5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准6将残疾

分成五类分别进行分级 o每类根据残疾情况由重到轻

各分成 w级 ∀残疾运动员分级标准将视力残疾分为 v

级 o听力残疾不分级 o肢体残疾则根据参加的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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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项目对运动功能的要求进行分级 ∀ 5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6国家标准则将残疾分成 x大门

类 o每一门类又分成若干不同分类别 o表述如下 }≠ 神

经内科 !神经外科 !精神科门类又分为 {个不同分类

别 ~�骨科 !整形外科 !烧伤科门类又分为 x个不同分

类别 ~≈眼科 !耳鼻喉科 !口腔科门类又分为 |个不同

分类别 ~…普通外科 !外科 !泌尿生殖科门类又分为 ux

个不同类别 ~ 职业病内科门类又分为 z个不同分类

别 ∀

每个分类别根据残疾程度分 t ) ts级 ∀

而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条件6 !5道路交通

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6和5医疗事故分级标准k试

行l6则未将残疾具体分类 o仅根据残疾程度分成不同

级别 ∀

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条件6将残疾分成 w

等 y个级别k特等 !一等 !二等甲级 !二等乙级 !三等甲

级和三等乙级l ∀

5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6则将残疾分为

ts个级别 o每个级别中都对伤残进行分类 ∀

5医疗事故分级标准k试行l6则分为 w级 tu等k一

级甲等 !一级乙等 !二级甲等 !二级乙等 !二级丙等 !二

级丁等 !三级甲等 !三级乙等 !三级丙等 !三级丁等 !三

级戊等和四级 ∀l o其中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5道路

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6伤残等级 t ) ts级 ∀

5 分级原则

上述各种残疾分级标准依据的主要是身体结构或

功能的损伤 o部分标准涉及身体活动能力和活动表现 ∀

如在 t|{y年制定的5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

准6的肢体残疾标准中 o包括整体功能评价内容 o主要

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k¤¦·¬√¬·¬̈¶²©§¤¬̄¼ ¬̄√¬±ªo�⁄�l

的情况来评价 }

一级肢体残疾 }完全不能实现日常生活活动 ~

二级肢体残疾 }基本上不能实现日常生活活动 ~

三级肢体残疾 }能够部分实现日常生活活动 ~

四级肢体残疾 }基本上能够实现日常生活活动 ∀

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条件6中规定 }

特等 }劳动能力完全丢失 o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顾

的 ~

一等 }劳动能力基本丢失 o日常生活大部分活动需

人扶助的 ~

二等甲级 }劳动能力大部丢失 o日常生活活动受到

较大影响的 ~

二等乙级 }劳动能力丢失近半 o日常生活活动有一

定困难 ~

三等甲级 }劳动能力和日常生活活动受到一定影

响的 ~

三等乙级 }劳动能力和日常生活活动稍有不便的 ∀

6 综合残疾

综合残疾是指不同类别的残疾在一个个体同时存

在 o包括 u个或 u个以上类别 o这在残疾评定中是比较

复杂的问题 o如何处理 o上述各标准各有特点 ∀

例如 o在 t|{y年制定的5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

类残疾标准6中 o规定凡有 u种或多种残疾的人 o列为

综合残疾 o而未有分级的标准 ∀

在5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6标准中 o指

出 u项以上等级相同 o最多晋升一级 ∀

在5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6附则中说

明 o受伤人员符合 u处以上伤残等级者 o应以伤残程度

重的等级作为最终评定结论 ∀

在5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条件6中规定 }≠

具有一等两种残情或具有一等的和二等甲级的各一种

残情 o可定为特等残 ~�具有二等甲级 u种残情或具有

二等甲级和二等乙级的各一种残情可定为一等残 ~≈

具有二等乙级 u种残情定为二等甲级残 ∀

7 讨论和建议

7 q1 身体结构和功能损伤以及身体活动受限或参与

的局限性k能力或活动表现l造成不同程度的残疾k功

能障碍l和各种残疾评定标准是有区别的 o也就是说 o

残疾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被相关的残疾评定标准定为

残疾k残疾最低标准l o例如 o一手小指末节缺损虽有

残 o但绝大多数残疾评定标准不将其定为残疾 ∀另外 o

登记为残疾人和残疾也是有区别的 ∀登记为残疾人

时 o考虑的政策等因素更多 ∀

7 q2 目前 o各类残疾评定标准的各级别可对照性比较

差 o是否可以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标准 o使各标准中每个

级别的残疾情况 !程度接近一致 ∀

7 q3 在残疾评级中 o应制定统一的活动能力或活动表

现标准 o加大这部分内容在残疾评级中的权重 o除有利

于对综合残疾个体的残疾程度判断外 o也更符合 �≤ƒ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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