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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比较脑卒中康复功能性结局
测量的内容

∂ q ° q � q≥≤ � ∞°∞� ≥ o � q �∞× ∞�� � � o�q � q �q ∂ � � ⁄∞ ° � � × o

�q � q � q ∂ �≥≥∞�2 � ∞��o ≠ i ∞ q ���⁄∞ � � �

王朴 o李沁 译 o邱卓英 o吴弦光 审校

≈摘要  目的 确定常用于脑卒中康复结局测量内容 o主要是关于活动和参与的 o并与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k�≤ ƒl对

照 ∀方法 将以下量表的结构与 �≤ ƒ建立联系 }�¤µ·«̈ ¯指数k��l !� µ̈ª平衡功能量表k��≥l !≤«̈ §²®̈ � ¦� ¤¶·̈µ脑卒中评定量表

k≤ � ≥ �l !∞∏µ²́ ²̄2x⁄欧洲生活质量量表k∞± x⁄l !ƒ�� 功能独立性测量 !ƒµ̈ ±¦«¤¼活动指数 !�²··¬±ª«¤°健康测验k �� °l !� ¤±®¬±

量表k� ≥l !� ¬√ µ̈° ¤̈§动作测量k� � �l !� ¬√ µ̈° ¤̈§移动指数k� � �l !中风影响测验2vsk≥ � ≥�°vsl !医学结局研究简表k≥ƒvyl o卒中

影响量表k≥�≥l !脑卒中特定生存质量量表k≥≥ ± � �l和站立行走测验k × � �l ∀结果 功能性结局测量中的绝大多数结构可与 �≤ ƒ

分类建立联系 ∀这些测量工具可以归入活动和参与的成份 o活动是测量工具中最常见的类目内容 ∀虽然测量工具的选择是基于它

们主要关注的/活动0与/参与0内容 o但有 uz h的结构属于身体功能类目 o也有大约 ts h的结构与 �≤ ƒ 不相关 ∀结论 在脑卒中的

康复中 o�≤ ƒ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来检测和比较脑卒中各测量工具的内容 ∀这些内容上的比较使得临床医生和研究者们选择最符合

他们兴趣和要求的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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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 o由于脑卒中k又称中风l是导致死亡和残疾

的主要原因 o故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t  ∀很多患者存在着中风

后长期的后遗症 o而通常这些后遗症表现复杂 o形式多样 o引起

机体多功能性的障碍与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后

遗症的考虑 o在脑卒中的康复治疗中 o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功

能性结局的评估 !干预管理和疗效评价 ∀

近年来 o人们逐渐意识到脑卒中的评估不仅仅局限于精神

性的结局和神经性的症状 o而且应该包括心理 !生理和社会的

功能≈u  ∀这种生物2心理2社会的模式越来越被广泛地应用于卫

生保健和研究中 o尤其是在康复医学领域 ∀因此 o在近十年来

许多方法被用来评定脑卒中后的功能性结局 ∀最近由 ≥¤̄·̈µ等

人发表的一篇关于功能性结局评估的综述评价了脑卒中患者

心因性和管理性的特点≈v ow  ∀世界卫生组织于 usst 年制定的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k�≤ ƒl同样运用了这种生物2心理2

社会模式≈x  ∀�≤ ƒ是全球认同的框架和分类系统 o它用一种独

特而又标准的语言描述了健康的成分≈y  ∀�≤ ƒ从三个不同的角

度来描述健康状况 o即 }身体方面k身体成份l !个体和社会k活

动和参与成份l方面 ∀�≤ ƒ同样包括了环境和个人的因素 o这些

因素与健康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

  功能性结局测量主要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完成活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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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能力 o这与 �≤ ƒ中的活动和参与成分概念相联系≈z  ∀在

�≤ ƒ中 o活动是指个体执行一项任务或行动 ~参与是指投入到生

活环境之中≈x  ∀功能性结局评估方法与 �≤ ƒ 同时运用到脑卒

中的康复医学中 o这两种方法的同时运用需要我们更好地理解

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区别≈{  ∀运用 �≤ ƒ 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功

能性结局评估方法中辨别和比较其中涵盖的概念 ∀ � ¼̈«等人

曾经在脑卒中实验中 o运用这种方法来辨别功能性结局r疗效

评估方法的概念 o并且在该领域中阐述了更多的概念≈|  ∀可惜

的是他们的综述并没有包括任何关于个人功能性结局评估方

法的信息 o因为他们并没有报道在每一个具体的评估运用了特

定的 �≤ ƒ分类方法 ∀

选择一种脑卒中结局评估方法 o无论是为了临床实践还是

为了研究需要 o均需要在某一测量题目的具体内容的特定信

息 ∀不幸的是选择该方法通常主要取决于这种方法是否容易

得到≈ts  o或者仅仅对测量工具的心理测量指标进行评估后决

定 ∀根据笔者观点 o主要强调工具是否适用≈tt  ∀即我们应该测

量哪一种结构以及哪一种工具适合这种结构相匹配 ∀ �≤ ƒ 提供

了一种工具 o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来评估测量工具的内容 ∀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 �≤ ƒ 模式与常用于脑卒中功能结

局测量之间的联系 o这些测量重点是活动和参与 ∀特别是要根

据 �≤ ƒ确定和比较测量工具的内容 ∀

1 方法

1 q1 脑卒中结局测量  我们常常在脑卒中康复的/活动0和/参

与0领域中运用结局评估方法≈v ow  o以下 tx种脑卒中结局评估

方法为 }�¤µ·«̈ ¯指数k�¤µ·«̈ ¯ �±§̈ ¬o��l≈tu  !� µ̈ª平衡功能量表

k� µ̈ª �¤̄¤±¦̈ ≥¦¤̄¨o��≥l≈tv otw  !≤«̈ §²®̈ � ¦� ¤¶·̈µ脑卒中评

定量表k ≤«̈ §²®̈ 2 � ¦� ¤¶·̈µ ≥·µ²®̈ �¶¶̈ ¶¶° ±̈·o≤ � ≥ � l≈tx o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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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²́ ²̄2x⁄欧洲生活质量量表k ∞∏µ²³̈ ¤± ± ∏¤̄¬·¼ ²© �¬©̈ 2x⁄ o

∞± x⁄l≈tz  ! ƒ�� 功能独立性测量≈t{  ! ƒµ̈ ±¦«¤¼ 活动指数

kƒ ��l≈t|  !�²··¬±ª«¤° 健康测验k �²··¬±ª«¤° � ¤̈̄·« °µ²©¬̄¨o

�� °l≈us out  !� ¤±®¬±量表k � ¤±®¬± ≥¦¤̄¨o� ≥l≈uu  !� ¬√ µ̈° ¤̈§动

作测量k � ¬√ µ̈° ¤̈§ � ²·²µ �¶¶̈ ¶¶° ±̈·o� � �l≈uv ouw  !� ¬√ µ̈° ¤̈§

移动指数k� ¬√ µ̈° ¤̈§ � ²¥¬̄¬·¼ �±§̈ ¬o� � �l≈ux  !中风影响测验2

vsk≥·µ²®̈ 2�§¤³·̈§ ≥¬¦®± ¶̈¶�°³¤¦·°µ²©¬̄ 2̈vs o≥ � ≥�°vsl≈uy ouz  !

医学 结 局 研 究 简 表 k vy2�·̈ ° ≥«²µ·2ƒ²µ° � ¤̈̄·« ≥∏µ√ ¼̈ o

≥ƒvyl≈u{ ou|  o卒中影响量表k≥·µ²®̈ �°³¤¦·≥¦¤̄¨o≥�≥l≈vs  !脑卒

中特定生存质量量表 k ≥·µ²®̈ 2¶³̈ ¦¬©¬¦ ± ∏¤̄¬·¼ ²© �¬©̈ ≥¦¤̄¨o

≥≥ ± � �l≈vt 和站立行走测验k ×¬° §̈ / �³ i �²0 o× � �l≈vu  ∀

≥¤̄·̈µ等人评价了这 tx种工具的心理测量和施测的性质≈v ow  ∀

1 q2 与 �≤ ƒ的关系  �≤ ƒ包括两个部分 o每个部分包括两个成

分≈x  ∀第一部分是功能和残疾成分 ∀并且包括身体功能k¥l和

身体结构k¶l成分 o活动和参与k§l成分 ∀第二部分是背景性因

素 o它包括一系列环境性因素k l̈和个人因素 o每一种成分包括

许多类目 o他们是 �≤ ƒ分类中的基本组成成分 ∀对个人因素成

分只做了大体的描述 o没有具体地分类 ∀在 �≤ ƒ 分类系统中字

母/ ¥0/ ¶0/ §0/ 0̈分别用来代表成分 ∀从第一级水平分类开始每

一个字母后面紧跟着一个数字编码 ∀例如 }在/活动0和/参与0

成分中以第一级水平上的 §w编码代表 /活动0 o而 / 身体移动0

则以第二级水平上的 §wus编码表示 o/ 坐位上的身体移动0则

以第三级水平上的 §wuss编码表示 ∀

建立相关规则可发现结局测量的条目与 �≤ ƒ紧密相关≈vv  ∀

我们试图将各种测验中的每项测量题目与 �≤ ƒ 分类类目作最

适当的匹配 ∀如果一个测量项目包含了不同的成份 o那么每个

成份中所包含的信息分别与 �≤ ƒ 分类类目作匹配 o例如 }在

�� °中第 vy个条目/当我上下楼梯或台阶的时候会感觉到疼

痛0 o结构/疼痛0和/上下楼梯和台阶0分别与 �≤ ƒ 不同条目相

关联 o如果一个条目没有与任何一类 �≤ ƒ 相关联 o那么该条目

将会被定义为/未特指0 ∀

首先 o由进行康复研究的三位卫生专业人员分别将每一项

测量项目与 �≤ ƒ类目相关联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k ∂ ≥l将所有

的 tx项测验类目与 �≤ ƒ类目作匹配 o另一个人k�√§°l完成 {项

测验与 �≤ ƒ匹配 o还有一个人k � ®l完成其他 z 项测验与 �≤ ƒ

类目的匹配 ∀其次 o对于每一个测验 o相关的分类同时也会被

比较 ∀如果意见一致 o该条目与 �≤ ƒ 分类相关联 ∀如果意见不

一致 o由第三个最初没有对它们进行匹配的人k � �l组织三人

的讨论 ∀这个人最终决定该条目与 �≤ ƒ 分类中哪一个类别相

关联 ∀本研究主要分析 �≤ ƒ 分类中的第一级水平和第二级水

平的分类类目 ∀

2 结果

结果证明除了 � ≥之外k因为 � ≥中没有一项可与 �≤ ƒ相联

系l o所有的测量结构均与 �≤ ƒ类目相关联 o因此它们均可以被

编码 ∀在 ∞± !x⁄ !�� ° !≥ � ≥�°vs !≥ƒvy !≥≥ ± �和 ≥�≥这 y种测

量评定工具中 o部分结构与 �≤ ƒ不相关 ∀ tx种测量工具中共包

含 vyw项测量项目 o涉及 wzt种结构 ∀在这些结构单位中 ou|{

项kyv h l属于/活动0与/参与0成分k§l o其中的 tyy项与/活动0

k§wl分类中第一级水平类目移动类目相关联 o剩下的 vu 项结

构与/自理0 k§xl相关联 ∀一级类目中很少与 / 一般任务和要

求0k§ul和/学习和应用知识0k§tl相关联 o前者只有 w种 o后者

有 y种 ∀

在所有的结构中 otu{项kuz h l属于身体功能k¥l部分 ∀所

有的与身体结构相关的测量结构 o除k¥wl心血管 !内分泌 !消化

和呼吸系统功能外 o均与 �≤ ƒ 身体功能第一级水平类目相关

联 ∀其中 o最多的与 �≤ ƒ相关联的结构ky{l是与精神功能k¥tl

相关联 ∀其次是有 v{项结构与神经2肌肉2骨骼体统和活动相

关功能k¥zl相关联 ∀在第一级水平分类类目中 o只有身体结构

k¶l中的与动作相关的结构与所有的测量结果相关 ∀

所有的评定工具 o除 � ≥ 之外 o均涵盖了 / 活动0 k§wl成分 ∀

��≥ !� � �k除一种结构外l和 × � �完全关注于 / 活动0 ∀ ≥≥ ± �

涵盖了所有的/ 活动0和 / 参与0领域 o≥ � ≥�°vs !≥�≥ 和 ≥ƒvy 也

涵盖了分类中大部分的活动和参与成分 o分别涉及 |个一级水

平类目的中的第 { 和第 z 类目 ∀ { 种测量工具k ��!≤ � ≥ � !

ƒ�� !�� ° !� ≥ !� � � !� � �和 ≥ � ≥�°vsl包括了环境因素中的

用品和技术类k ẗl类目以及支持和相互联系类目k v̈l ∀ ��≥和

≥≥ ± �仅包括了支持和相互联系类目k v̈l o而 × � �仅包括了用

品和技术分类 ∀

在测量工具的类目中 o第一级水平/活动0分类k§wl中最常

见的二级水平类目常常包括 /改变基本的身体姿势0 k§wtsl和

/步行0k§wxsl ∀在/自理0k§xl这一分类类目中 o测量工具最常

涉及的二级类目是/穿着0k§xwsl和 /盥洗自身0k§xtsl ∀与/精

神功能0k¥tl最常相关的是/情感功能0k¥txul类目 ∀与/神经2

肌肉2骨骼系统和运动相关功能0 k¥zl最相关的第二级类目是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0k¥zysl ∀

3 讨论

虽然 �≤ ƒ分类涵盖了大多数的功能结局测量的结构 o但

� ¤±®¬±量表除外 ∀大多数评定内容适用于活动和参与 o其次是

自理能力 ∀虽然选择功能结局的测量方法是以活动性和参与

性为基础的 o但 uz h的结构是强调身体功能类目 o大约 ts h的

结构与 �≤ ƒ分类无相关性 ∀

�≤ ƒ分类是一种有效的架构和分类系统用于对健康成份进

行分类 o已有研究证明可以将 �≤ ƒ 的分类类目与功能性结局测

量的结构建立联系 ∀把评定工具的结构与 �≤ ƒ 分类联系起来

可清晰的看到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和共同之处 ∀其他的研究

对于评定工具与 �≤ ƒ 分类的联系也持肯定态度≈| ovw ovx  ∀然而 o

运用 �≤ ƒ分类类目对结局测量的结构进行编码时也会遇到了

一些困难 ∀其中的一个困难是与 �≤ ƒ 分类不相关的功能结局

测量结构比我们预想的要多 ∀因为大多数的结构都因概念太

宽泛而不能应用 ∀比如 }≥ƒvy 中第 w 项e躯体健康e !≥≥ ± �中

家庭角色类的第 v项 / 个人生活0 ∀ � ¤±®¬±量表没有与之相关

的 o因为它们的概念都过于广泛 o比如 / 生活方式0或 / 症状0 ∀

� ¤±®¬±量表虽然广泛应用于脑卒中的研究中 o但只能看作是通

用的功能健康指标≈vy  o并且我们认为它在康复中使用价值不

大 ∀一些其他的结构 o虽然有具体描述 o但还是不能与之对应 o

比如 }∞± x⁄中的第 t项/ 我只能在床上活动0或 ≥≥ ± �中能量

类的第 u项/白天我必须时常暂停活动休息0 ∀

尽管 ≥¤̄·̈µ等根据活动和参与确定了功能结局测量方法 o

但是我们还是惊奇地发现与身体功能类有关的类目很多 ∀在

所有的评定工具中 o�²··¬±ª«¤°健康测验内容与身体功能联系

最紧密kwz h l o这些内容分两类 ∀一类仅涵盖身体功能 o如第

一部分中的第 |项 ) /我感到孤独0 ~另一类属于身体功能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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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参与的结合 o比如 o第一部分第 { 项 ) / 我换姿势时觉得

疼0 ∀在身体移动量测评中也能找到身体功能与活动 !参与结

合的内容 ∀在这个测试中 o多数内容属于活动类的身体移动 o

有时还结合身体功能的移动水平进行测试 ∀即使许多检测项

目都包括身体功能 !活动和参与≈vz  o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 没有一类评定工具有一半以上内容与身体功能有关 ~�

一些有关身体功能的评定项目把这些与活动和参与联系在一

起 ∀但是 o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身体功能的评分与活动及参与

的评分相加来计算总分的话 o对最后评定结果及对其实际意义

的说明就是有问题≈v{ ov|  ∀

中风影响测验2vs !医学结局研究量表 !脑卒中生存质量量

表和脑卒中影响量表都可以使医生了解脑卒中患者中风后的

健康结局≈v|  ∀这些方法在活动及参与评定中涵盖了很大一部

分 �≤ ƒ分类的内容 ∀但是 o除了活动和参与之外 o它们还包括

身体功能的内容 ∀如果仅仅测评活动及参与 o可以考虑使用

��≥量表 !ƒµ̈ ±¦«¤¼活动指数 !身体移动指数和站立行走计时

测试 ∀在四个测试方法中 o只有 ƒµ̈ ±¦«¤¼活动指数范围最广 o

涉及患者的功能 o包括工作 !家务活以及社会生活 ∀其他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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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参考 ΙΧΦ分类确定脑卒中临床试验结局测量中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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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使用 �≤ ƒ分类作为参考 o系统地确定和量化脑卒中临床试验结局测量中的概念 ∀方法 根据预先制定的标准 o

从 � ∞⁄���∞数据库中筛选 t||u ∗ usst年间随机控制实验 o提取结局测量 o并将结局测量中的概念与 �≤ ƒ建立联系 ∀结果 在 vus

个合格研究中 o有 tys个kxs h l随机样本 ∀共确定 tw{个健康状况测量指标 ∀在 tt u{v个提取的概念中 o有 |t h的概念可与 �≤ ƒ

分类建立联系 ∀在各成分中最常使用的 �≤ ƒ类目是 }属于活动与参与的 §wxs步行kzs h l !属于身体功能的 §xux排便功能kyu h l

和属于环境因素的 v̈||支持和相互联系kvs h l ∀结论 �≤ ƒ分类为确定及量化脑卒中临床治疗结局测量中的概念提供了有用的参

考价值 ~脑卒中结局测量涉及大量概念 o对于研究结果的可比性而言 o测量内容的一致性是必要的 ∀

≈关键词  脑卒中 ~脑血管意外 ~结局评定 ~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k�≤ ƒl

≈中图分类号  � zwv qv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tssy2|zztkuss{ltu2ttt|2sx

≈本文著录格式   � ¼̈« ≥ o �∏µ·× o�µ²¦®²º × o等 q陈迪 o王朴 o邱卓英 o等译 q参考 �≤ ƒ分类确定脑卒中临床试验结局测量中

的相关概念≈�  q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ouss{ otwktul }ttt| ) ttuv q

  脑卒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 o其致残和致死率极高 ∀在

作者单位 }t q�≤ ƒ � ¶̈̈ ¤µ¦« �µ¤±¦«o • � � ƒ�≤ ≤²̄ ¤̄¥²µ¤·¬±ª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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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µ̈¶¬·¼ o � ∏±¬¦«o � µ̈°¤±¼ ~w q �±¬√ µ̈¶¬·¼ ²© � ¤̄¤¼¤oƒ¤¦∏̄·¼ ²©

� §̈¬¦¬±¨o �∏¤̄¤ �∏°³∏µo � ¤̄¤¼¶¬¤q译者单位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o北

京市 vssszs ∀译者简介 }陈迪kt|{u2l o男 o北京市人 o实习研究员 o硕士

研究生 o主要研究方向 }�≤ ƒ o康复信息 ∀

美国 o每年约有 xs 万人发生第一次脑卒中≈t  ∀从 t|zv 年到

t||w年间 o脑卒中的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o从 z|rts万人下降到

u|rts万人 o存活人数也从 t xss 万增加到 u wss 万≈u  ∀ usss

年 o美国约有 wzs万脑卒中患者≈t  ∀死亡率的下降和存活人数

的增加将使卒中后的致残率上升 ∀

脑卒中对患者产生复杂和不同的作用 ∀脑卒中不仅影响

神经系统 o还可使患者丧失独立生活能力≈v  o并会导致患者认

知和精神功能障碍≈w  ∀在 �∏¦®̄ ¤±§的研究中 oyt h的患者在脑

卒中 y年后未完全康复 o与同年龄和性别配对的对照组相比 o

他们独立生活能力的依赖风险更大≈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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