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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对人类功能有一个综合的认识以及广泛的开发项目来完善个体和群体功能，我们需要开发适当的

测量方法。２００１年，第５４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ＩＣＦ），是第一个普遍共享的模式和功能、残疾和健康

标志的分类，因此是开发测量工具和最终我们理解功能、残疾和健康的一个重要步骤。由于发展ＩＣＦ在全世界达成广泛共识过程

和提供关于ＩＣＦ效度的越来越多的证据，ＩＣＦ作为参考架构和分类已经被接纳和使用。然而，广泛的接纳和使用ＩＣＦ作为参考架

构和分类又依赖于与有关功能的分类和测量相关的理论与方法难题的解决。因此，本文首先描述了ＩＣＦ类目怎样作为功能测量的

基石，然后描述了基于ＩＣＦ的实用工具和国际标准例如ＩＣＦ核心分类（ＩＣＦＣｏｒｅＳｅｔｓ）的发展现状。最后，本文举例说明了怎样将

大量的测量工具与ＩＣＦ相匹配，反之亦然，有关将通过临床测验或以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获得的信息转换到ＩＣＦ的方法学原则，以

及基于ＩＣＦ的临床和自我报告测量工具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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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ｌｖｉｎ爵士曾指出，“测量就是要了解”和“如果你不能测

量，那你就不能改进它”。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对人类功能有一

个综合的理解以及广泛地开发项目来完善个体和群体功能，我

们需要发展适当的测量方法。

从观念上看，人类功能及其各方面的测量方法是基于一个

通用的和普遍共享的架构和分类。那种具有相互排斥的和累

计穷尽的分类类目，可以作为广泛的测量功能结果报告的参考

标准。分类类目也可以作为开发临床和自我报告测量工具的

基石，这个工具能够满足潜在的用户需求并且适用于不同的目

的。

２００１年，第５４届世界卫生大会［１］批准的国际功能、残疾和

健康分类（ＩＣＦ），作为第一个普遍共享的模式和功能、残疾和健

康标志的分类［２］，因此是测量量表的开发和最终我们理解功

能、残疾和健康的一个重要步骤。如Ｃｉｅｚａ等［３］在欧洲物理和

康复医学杂志（ＥＪＰＲＭ）本专辑论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自从

２００１年ＩＣＦ发布以来，在健康科学特别是在测量与结局研究领

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由于发展ＩＣＦ在全世界达成广泛共识，关于ＩＣＦ效度的证

据越来越多，ＩＣＦ作为参考架构和分类已经被接纳和使用［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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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广泛的接纳和使用ＩＣＦ作为参考架构和分类又依赖于与

有关功能的分类和测量相关的理论与方法难题的解决。

首先，明确区分和说明一个分类类目（如ＩＣＦ类目）和项目

（如所谓的“心理测量”项目）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其次，分

类的可用性依赖于国际标准和实用工具如ＩＣＦ核心分类集

（ＩＣＦＣｏｒｅＳｅｔｓ）［５７］的开发。第三，发展方法学手段是必不可少

的，可将大量的测量工具和ＩＣＦ相匹配，反之亦然。最后，ＩＣＦ
的接纳将取决于它作为新的测量结构基础的可用性，这种测量

是基于普遍接纳和共享的ＩＣＦ概念和类目。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举例说明如何使用ＩＣＦ进行功能分类

和测量。

本文的具体目的是描述：①ＩＣＦ类目作为功能测量的基

石；②基于ＩＣＦ实用工具和国际标准例如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的发

展现状；③如何将现行的测量工具与ＩＣＦ相匹配，反之亦然；④
有关将通过临床测验或以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获得的信息转

换到ＩＣＦ的方法学原则，以及基于ＩＣＦ的临床和自我报告测量

工具的开发。

１ ＩＣＦ类目：基石和参考单元

ＩＣＦ类目是明确的、有意义的、普遍共享的和充分理解的元

素，允许用户对个体和群体的功能综合地进行分类和测量。因

而它们是基于ＩＣＦ的实用工具，如ＩＣＦ检查表［８］和ＩＣＦ核心分

类集［５７，９１０］以及临床测量工具结构的基石，比如当前正在开发

的强直性脊柱炎的ＩＣＦ核心分类集指数［１１］以及自我报告的测

量工具如 ＷＨＯＤＡＳⅡ［１２］。

基于ＩＣＦ的实用工具如ＩＣＦ核心分类集进行功能状态的

分类，而临床和自我报告的测量工具进行功能状态的测量，并

且因此评估功能状况或与特定目的相关的功能的其他方面。

与此相应地，ＩＣＦ类目作为有意义的和通用的参考单元，用于报

告和交流来自无数测量工具中的任一测量工具产生的功能方

面的测量结果［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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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分类的相互排斥的和明显区别的

元素，如ＩＣＦ类目与自我报告健康状况的测量项目或简单项目

之间的差异。作为有意义的和普遍共享的元素，ＩＣＦ类目代表

了一种结构———项目作为结构的指标用于评估结构中的变化

（如一个ＩＣＦ类目）。如下文所示，用于现有的自我报告健康状

况的许多测量项目，可作为评估ＩＣＦ类目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

能水平的指标［１３］（图１）。

２ 基于ＩＣＦ的实用工具：ＩＣＦ检查表和ＩＣＦ核心分类集

为了在临床医学、服务条款和政策中实施ＩＣＦ，需要开发实

用工具［６，１４］。在此强调ＩＣＦ原来开发作为一种参考分类而并

没有打算作为一种实用工具是很重要的。为了强调潜在用户

的需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家族合作中心网络（ＷＨＯＦＩＣ

ＣＣｎｅｔｗｏｒｋ）的功能和残疾相关小组（ＦＤＲＧ）与 ＷＨＯ有官方

联系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学会（ＩＳＰＲＭ）以及

许多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了基于ＩＣＦ的实用工具，包括ＩＣＦ核心

分类集。

ＩＣＦ应用的主要挑战是分类系统的规模，有１４２４个类目。

ＷＨＯＣＴＳ小组的领导Ｄｒ．ｓｔüｎ指出“临床医务人员不能很

轻易接受ＩＣＦ的主卷，并将之应用到患者中。在日常实践中，

临床医师仅需要ＩＣＦ类目的一小部分”［６］。

２．１ ＩＣＦ检查表　ＩＣＦ检查表是１２页，ＩＣＦ的简版有１２５个二

级类目。所有书面记录、主诉、其他的信息提供者以及直接观

察到的信息，都可以用于评估量表［８］。该量表需要约１小时的

时间来完成，但是在调查有多重损伤、活动受限和参与局限性

的患者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该量表已经应用于大范围的

调查和ＩＣＦ核心分类集开发过程的研究（表１）。

表１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的开发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 协议草案

准备阶段
患者观点 专家观点

ＩＣＦ数据收集 文献综述 德尔菲法

达成
共识

确定阶段
患者观点 专家观点 经济观点
典型小组或
患者面谈 链接 德尔菲法 护理资源

急性背景 １０ １５ ｎ．ｐ． １６ １７

　神经病学状况 １０ １５ ｎ．ｐ． １６ １８

　肌肉与骨骼状况 １０ １５ ｎ．ｐ． １６ １９

　心肺功能状况 １０ １５ ｎ．ｐ． １６ ２０
亚急性早期背景 １０ ｎ．ｐ． ２１ ｎ．ｐ． １７，２２

　神经病学状况 １０ ２３ ２１ ｎ．ｐ． ２４ １７，２２

　肌肉与骨骼状况 １０ ｎ．ｐ． ２１ ｎ．ｐ． ２５ １７，２２

　心肺功能状况 １０ ｎ．ｐ． ２１ ｎ．ｐ． ２６ １７，２２

　老年病 １０ ２７ ２１ ２８ １７，２２
长期背景 ９ ２９ ３０

　慢性广泛性疼痛 ９ ２９ ３１ ３０ ３２

　下腰痛 ９ ２９ ３１ ３０ ３３

　骨关节炎 ９ ２９ ３１ ３０ ３４

　骨质疏松症 ９ ２９ ３１ ３０ ３５

　风湿性关节炎 ９ ２９ ３１ ３０ ３６

　慢性局部缺血性心脏病 ９ ２９ ４０ ３０ ４１

　糖尿病 ９ ２９ ４０ ３０ ４２

　肥胖症 ９ ２９ ４０ ３０ ４３

　阻塞性肺病 ９ ２９ ４０ ３０ ４４ ３７，３８ ３９

　抑郁症 ９ ２９ ４５ ３０ ４６

　乳腺癌 ９ ２９ ４７ ３０ ４８

　脑卒中 ９ ２９ ４９ ３０ ５０

　牛皮癣和牛皮癣性关节炎 ９ ５１

　强直性脊柱炎 ９ ５２

　脊髓损伤 ５３

　系统性红斑狼疮 ５４

　多发性硬化 ５５

　头颈癌 ５６

　躁郁症 ５７

　　注：ｎ．ｐ．：没有涉及。

２．２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

２．２．１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项目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项目的目标是系

统地发展全方位的和实用的ＩＣＦ类目集用于临床实践、服务管

理和研究，并且将ＩＣＦ与ＩＣＤ编码的健康状况相联系［５７］。ＩＣＦ
核心分类集首先作为实用工具用于功能的文档记录，其次作为

国际参考标准用于功能的报告［２］，上述两种情况都使用了测量

工具。ＩＣＦ核心分类集也是开发临床和自我报告测量工具的起

点［１１，５８５９］。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项目是 ＷＨＯＦＩＣ合作中心德国（ＤＩＭＤＩ）

ＩＣＦ研究分支———德国慕尼黑Ｌｕｄｗｉｇ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大学的健康

和康复科学学院［６０］与 ＷＨＯＣＴＳ小组、ＩＳＰＲＭ、大量的合办组

织和相关的机构以及有突出贡献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５７］的合

作项目。

２．２．２ 理论性方法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开发的理论性方法来自

两个观点：①有相同状况（如多发性硬化）或状况组（如神经状

况）经历的人们的观点；以及②从保健到终生的卫生服务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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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２．２．３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急性医院和（早期）亚急性康复机构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急性医院包括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神经病学的、心

肺功能的以及肌肉骨骼系统的状况，用来供内科医生、护士、治

疗师和非康复保健专业化的其他健康专业人员使用［７，１０］。相比

之下，ＩＣＦ核心分类集（早期）亚急性康复机构不但包括ＩＣＦ核

心分类集神经病学的、心肺功能的以及肌肉骨骼系统的状况，而

且还包括ＩＣＦ核心分类集老年病，用来供内科医生、护士、治疗

师和康复或老年保健领域的其他健康专业人员使用［７，１０］。早期

术语的使用表明在康复早期，患者既有住院保健的医疗需求，同

时也有康复需求。

２．２．４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慢性状况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慢性状况打

算用于社区导向的（后期的）康复阶段和社区［５６，９］。针对每一

种慢性健康状况，我们已经开发了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简版和ＩＣＦ
核心分类集综合版。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简版作为实用工具用于单

项评估和用于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以及卫生统计学的报告的最

小数据集，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综合版的目的是用于跨学科的环境

中。

２．２．５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通用版　针对于特定状况和环境的ＩＣＦ
核心分类集主要用于在特定环境下具有特定健康问题的患者功

能的分类，同时也需要一套内容广泛的分类集能够评估和比较

不同健康状况和背景因素下的功能。目前发展的ＩＣＦ核心分

类集通用版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应用了一系列的标准和方法研

究。这个过程的第一项研究调查了确定的ＩＣＦ类目与相关的

外部标准的解释能力，横跨了１２种慢性状况，通过这项研究，针

对特定状况的ＩＣＦ核心分类集已经被开发［６１］。本研究所确定

的ＩＣＦ核心分类集通用版的备选类目如表２所示。

表２　确定作为ＩＣＦ核心分类集通用版备选类目的ＩＣＦ类目

ＩＣＦ成分 备选类目
身体功能 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能

ｂ１５２情感功能

ｂ２３５前庭功能

ｂ２８０痛觉

ｂ７３０肌肉力量功能
活动和参与 ｄ４５０步行

ｄ６２０获得商品和服务

ｄ６４０做家务

ｄ６６０帮助别人

ｄ８５０有报酬的就业

ｄ９２０娱乐和休闲
环境因素 ｅ４５０卫生专业人员的个人态度

ｅ５８０卫生的服务、体制和政策

２．２．６ 发展过程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开发的过程有很多单项研

究，这些单项研究针对特定的情境，发展过程如图２所示，是一

个在 ＷＨＯ全球６大区域（非洲、美洲、地中海东部、欧洲、东南

亚和西太平洋区域）基于在准备阶段和国际测试以及标准化阶

段收集到的证据，达成国际共识的过程［９］。

准备阶段包括：①基于ＩＣＦ的经验数据的收集，反映了患

者的观点和状况；②使用Ｄｅｌｐｈｉ法的专家调查；③用于观察和

试验临床研究结果的系统回顾，这些研究也代表了专家的观点；

④使用专家小组或患者访谈的定性研究，代表了患者观点的补

充方法。经过一致协商提出了准备阶段的研究结果。它们代表

了结构化的决策以及临床医务工作者、卫生专业人员和参与具

体的ＩＣＦ核心分类集开发的该领域的专家达成共识过程的起

点。最后，在不同情境下通过一个国际合作，对ＩＣＦ核心分类

集进行测试和效度评估。

３ 将现有的测量与ＩＣＦ类目进行匹配

３．１ 应用　因为ＩＣＦ是描述和报告功能和健康的通用和标准

化的语言，所以使用者需要能够将现有的测量和ＩＣＦ类目进行

匹配。将测量工具与ＩＣＦ类目进行定性的匹配依赖于建立联

系规则［６２６３］。定量的匹配则依赖于使用Ｒａｓｃｈ分析的模式进行

转换［１３］。

ｘ轴和ｙ轴代表了ＩＣＦ类目能量和驱力连续的区间尺度，测量值从

０到１００。因为空间限制，所以在ｙ轴上不是所有的测量值都从０到

１００。在ｙ轴上，这１６个项目按难度从最容易的（底端）到最难的（顶端）

次序排列。测量值与下一个出现的项目位置相一致。项目的回答选择

的阈值位置在图中用横条表示。不同的灰色色调代表了不同的每一单

个项目的回答选择。垂直箭头代表了ＩＣＦ限定值的每个回答选择的位

置。ＲＡＱｏＬ：类风湿性关节炎生活质量量表；ＣＥＳＤ：流行病学研究中

心抑郁量表；ＳＦ３６：３６个简短项目量表；ＭＦＩ：多维疲劳量表；类风湿性

关节炎生活质量量表（ＲＡＱｏＬ），健康评估调查问卷（ＨＡＱ），简明健康

状况调查表３６（ＳＦ３６），欧洲生活质量测量量表（ＥＱ５Ｄ），多轴向疲倦测

量表（ＭＦＩ）以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ＣＥＳＤ）。

图１　与ＩＣＦ类目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能相匹配的

测量工具项目的Ｒａｓｃｈ比例

定性匹配应用于测量工具内容的比较，例如当研究他们可

比较的内容效度时需要定性匹配。因此，基于ＩＣＦ的测量工具

的比较能够帮助研究者和临床医务工作者为特定目的而确定和

选择一个最匹配的测量工具。基于ＩＣＦ的比较也能够使研究

者确保一个适合于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的所有ＩＣＦ类目能够涵盖

于候选的测量工具之中。表３列举了比较特定健康状况下最广

泛使用的测量工具以及比较测量一般健康状况的工具的研究。

定性与定量匹配结合用于确定测量项目，这些项目强调了

被一个特定ＩＣＦ类目所覆盖的结构以及Ｒａｓｃｈ量表的结构，以

评估该类目的功能水平。在下一段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描述测量

工具的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强调一个特定的ＩＣＦ类目范围内的

结构。另一个定性和定量匹配相结合的例子是转换从电子病历

中获得的信息［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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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开发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的过程

３．２ 联系分类类目与测量项目的方法　联系分类类目与测量

项目的方法由两个主要步骤组成。第一步确定转换到ＩＣＦ类

目的健康相关信息的概念，第二步将概念与ＩＣＦ相联系。

第一步确定概念，或多或少地依赖于需要转换的信息的来

源。在健康状况问卷中，这些概念指的是在每个调查项目中所

强调的不同内容。某个单项可能包含不止一个概念。例如：ＳＦ

３６第８项“在过去４个星期里，身体疼痛有多少次影响了您的

正常工作（包括户外工作和家务）吗？”包含三种不同的概念“疼

痛”、“户外工作”和“家务”［６２］。

用开放式提问，以专家小组、患者访谈或电子邮件调查等方

式采集来的定性资料，确定概念的过程和问卷中确定概念的过

程相似。然而，在问卷中通过测量项目来确定概念，在定性资料

调查中通过“意义单元”确定概念。一个意义单元定义为具有共

同主题的一些单词或一些句子的文本的特定单元［７５］。意义单

元的区分不遵循语言学的语法原则。恰恰相反，只要研究者认

为意义发生了变化，文本就可以被区分［７６］。表４代表了意义单

元确认的一个例子，有意义的单元是从专家小组研究采集的信

息中提取出来的［７７］。

表３　将测量工具与ＩＣＦ相匹配

背景 健康状况 参考 测量量表／工具

亚急性早期
神经病学状况，
肌肉与骨骼状况，
心肺功能状况，
老年病

２ 功能独立性评定（ＦＩＭ），功能评定量表（ＦＡＭ），巴氏指数（ＢＩ）

慢性期 肥胖 ６４

肥胖症疗法分析和报告结果系统（ＢＡＲＯＳ）；肥胖症生活质量指数（ＢＱＬ）；影响体重的生活质量调
查表简化版（ＩＷＱＯＬ）；ＬＥＷＩＮＴＡＧ调查表（ＬＥＷＩＮＴＡＧ）；简短形式的肥胖调整调查（ＯＡＳ
ＳＦ）；肥胖相关的应对量表（ＯＣＱ）；肥胖相关的痛苦调查表（ＯＤＧ）；肥胖吃的问题调查表（ＯＥ）；肥
胖相关的问题量表（ＯＰ）；肥胖相关的全健康调查量表（ＯＲＷＥＬＬ）；简短的具体的生活质量量表
（ＯＳＱＯＬ）；肥胖和减肥生活质量量表（ＯＷＬＱＯＬ）；体重相关的症状测量（ＷＲＳＭ）

关节炎 ６５
健康评定调查表（ＨＡＱ）；澳大利亚／加拿大关节炎手指数（ＡＵＳＣＡＮ）；Ｃｏｃｈｉｎ量表；手功能指数
ＯＡ（ＦＩＨＯＡ）；手的慢性风湿影响的评定和鉴定得分问卷（ＳＡＣＲＡＨ）；关节炎影响量表２个简短
形式的调查问卷（ＡＩＭＳ２ＳＦ）

退化性关节炎 ６６ 西方的安大略湖和麦克马斯特大学（ＷＯＭＡＣ）功能严重程度指数

下腰痛 ６７
北美的脊柱学会腰椎结局评估工具（ＮＡＳＳ）；Ｏｓｗｅｓｔｒｙ下腰痛残疾调查问卷（ＯＤＩ）；ＲｏｌａｎｄＭｏｒｒｉｓ
残疾调查问卷（ＲＭＱ）

骨质疏松症 ６８
欧洲骨质疏松生活质量调查表（ＱＵＡＬＥＦＦＯ４１）；骨质疏松问卷调查表（ＯＰＡＱ２０）；骨质疏松评
估简版（ＯＰＡＱＳＶ）

脑卒中 ６９
脑卒中影响量表（ＳＩＳ）；脑卒中专用的生活质量量表（ＳＳＱＯＬ）；脑卒中和失语的生活质量量表
（ＳＡＱＯＬ３９）；脑卒中的生活质量指数简版（ＱＬＩＳＶ）；与脑卒中相适应的疾病影响分布３０（ＳＡ
ＳＩＰ３０）；脑卒中负担量表（ＢＯＳＳ）；年轻的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量表（ＨＳＱｕａｌｅ）

强直性脊柱炎 ７０ Ｂａｔｈ强直性脊柱炎功能指数（ＢＡＳＦＩ）；Ｄｏｕｇａｄｏｓ功能指数（ＤＦＩ）；脊柱炎关节病调查问卷修订版
（ＨＡＱＳ）；Ｌｅｅｄｓ残疾问卷修订版（ＲＬＤＱ）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７１

Ｓｔ．Ｇｅｏｒｇｅ的呼吸调查表（ＳＧＲＱ）；慢性呼吸调查表简版（ＣＲＱＳＡＳ）；肺功能状况 ＆ 呼吸困难调
查表修订版（ＰＦＳＤＱＭ）；肺功能状况量表（ＰＦＳＳ）；呼吸问题调查表（ＢＰＱ）；Ｓｅａｔｔｌｅ阻塞性肺疾病
调查表（ＳＯＬＤＱ）；呼吸系统疾病生活质量调查问卷（ＱＯＬＲＩＱ）；导气管调查问卷２０（ＡＱ２０）；伦敦
胸部日常生活活动量表（ＬＣＡＤＬ）；Ｍａｕｇｅｒｉ学会呼吸衰竭调查表（ＭＲＦ２８）；临床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ＣＯＰＤ调查问卷（ＣＣＱ）

通用版 不同状况 ７２
简明医学结果研究健康调查表３６（ＳＦ３６）；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健康分布图（ＮＨＰ）；生活质量指数（ＱＬＩ）；
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估量表Ⅱ（ＷＨＯＤＡＳⅡ）；
欧洲生活质量测量（ＥＱ５Ｄ）

不同状况 ６９

简明医学结果研究健康调查表３６（ＳＦ３６）；重新整合的标准生活指数（ＲＮＬ）；疾病影响分布图
（ＳＩＰ）；欧洲生活质量测量（ＥＱ５Ｄ）；伦敦障碍因素量表（ＬＨＳ）；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健康分布图（ＮＨＰ）；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ＣＯＯＰ图表（ＣＯＯＰ）；１５个维度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测量量表（１５Ｄ）；生活习惯评估
（ＬＩＦＥＨ）；生活质量评估（ＡＱｏＬ）；Ｃｒａｉｇ残障评估和报告工具（ＣＨＡＲＴ）；卫生机构指数标记Ⅱ
（ＨＵＩⅡ）；健康状况调查（ＨＳＱ）；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生活质量分布图（ＬＱＬＰ）；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
表（ＷＨＯＱＯＬ）

作业背景 不同状况 ７３
加拿大作业活动测量表（ＣＯＰＭ）；Ｍｏｔｏｒ评估和技能过程（ＡＭＰＳ）；连续的职业灵敏性评估（ＳＯ
ＤＡ）；ＪｅｂｓｅｎＴａｙｌｏｒ手功能测验（ＪＴＨＦ）；Ｍｏｂｅｒｇ捡起测验（ＭＰＵＴ）；纽扣测试（Ｂｕｔｔｏｎ）；功能的
灵敏性测验（Ｆ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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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一个专家小组的部分访谈记录的联系项目表［６２６３］

ＩＤ 根据意义单元分割的副本 识别的概念 ＩＣＦ类目

研究者的问题：你的身体和精神哪部分有问题？

２ －我的指甲经常折断。我曾经有很长、坚硬的指甲，但是现在它们很容易折断。我的拇指
指甲也很容易裂开。

指甲折断
拇指裂开

ｂ８６０指甲的功能
ｂ８６０指甲的功能

２ －我的手虽然不疼，但是没有力气。很多事情经常放弃。
手没有力量
放弃做事

ｂ７３００独立肌肉和
肌群的力量
ｄ４４０精巧手的使用

１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发现指甲不坚硬了。 指甲不坚硬 ｂ８６０指甲的功能

３ －我经常有坏指甲。这是为什么我不能判断它们是否变得更坏的原因。还有可能因为药
物，我开始脱发。很难说出口，太难看了。 因为药物导致脱发 ｂ８５０头发的功能

ｅ１１０１药物

４ －我几乎没有掉头发，但是我停止染发了。我认为因为自己必须使用特别高效的药物，就
不应该再染发，要让自然颜色再现。

停止染发
高效药物（＋）没有
掉头发

ｅ５２０２护理毛发
ｅ１１０１药物

当将ＩＣＦ类目与临床评估工具相联系时，概念指的是执行

临床评估的目的。例如，当用脉率评估测量“运动耐受力”时，这

个目的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临床评估“心率”的概念。但是，当用

脉率评估测量“心率”和“心律”时，这两个目的也被认为是有意

义的，并用相同的临床评估概念“心率”表述。

第二步，将概念与ＩＣＦ类目相联系。在联系临床干预时，

概念也指应用某种干预的目的。例如，护士基于不同的目的变

换患者体位，例如“改善移动”或“预防压疮”。因而，“改善移动”

或“预防压疮”被确认为干预“变换体位”的概念，依靠这个目的

来执行干预。

在概念被确认之后，第二步涉及到根据１０种规则将那些概

念与ＩＣＦ类目相联系。最相关的和最显著的规则规定概念必

须与ＩＣＦ类目或多个类目相联系，这些类目最能准确代表它们

的概念。概念与ＩＣＦ类目相联系的例子如表４所示。

将概念与ＩＣＦ类目相联系的两个步骤应该由两个彼此独

立的受过培训的健康专业人员来完成。因此，在第二步之后，出

现了两个独立联系过程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联系过程的信度由计算系数［７８］和非参数引导的置信区间［７９８０］

来评估，这个置信区间以两个独立的联系结果为基础，目的是指

出这两个健康专业人员一致的程度。ＩＣＦ类目的不一致性经过

结构化的讨论和第三方专家非正式的决策来解决。应用联系方

法的结果是得到一个ＩＣＦ类目的清单，该清单与原始健康相关

信息内容相一致。

４ 基于ＩＣＦ的功能测量

４．１ 测量单个ＩＣＦ类目　原则上讲，有两种方法来测量某一个

特定的ＩＣＦ类目所表达的功能，即该类目的定量范围：第一种

方法是使用ＩＣＦ限定值作为一个评定量表，量值变化０～４（表

５），第二个方法是应用在临床试验或患者导向工具获得的信息，

并且将信息转换成ＩＣＦ限定值。

表５　ＷＨＯ提出的ＩＣＦ限定值的百分等级

ＩＣＦ限定值 百分等级

０没有问题（无，缺乏，微不足道） ０～４％
１轻度问题（略有一点，很低） ５％～２４％
２中度问题（中等程度，一般） ２５％～４９％
３重度问题（很高，非常） ５０％～９５％
４完全问题（全部） ９６％～１００％

　　“有问题意味着有损伤、局限性、限制或障碍，它们取决于成分”，例

如取决于我们分成身体功能和残疾（损伤），活动和参与（局限性或限制）

或环境因素（障碍或有利因素）。

４．２ ＩＣＦ限定值的直接编码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内科医师或

健康专业人员可以整合来自患者病史、临床和技术检查的所有

可得到的和适合的信息，根据已制定的编码指南来对特定的

ＩＣＦ类目进行编码［８１］。在特定环境下为了确保类目的质量，我

们应该定期评估编码的信度［８２］。图３显示了一个简单的并且

有一定信息量的图示方法来评估观察者之间ＩＣＦ限定值编码

的信度［８２］。通过ＩＣＦ参考资料提供的对ＩＣＦ类目描述的补充

说明，可能有利于某些ＩＣＦ类目的等级评定。美国心理协会

（２００７）［８３］开发的一个补充指南，其中为ＩＣＦ类目ｂ１３０能量和

驱力功能的补充指南如表６所示，ＩＣＦ类目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

能在ＩＣＦ参考材料中的原始描述如表６所示。美国心理协会已

经为大量的ＩＣＦ类目发展了相似的说明［８３］。

表６　举例说明ＩＣＦ类目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能的

其他测量工具

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能

驱使个体以持久的方式为满足特殊需要和总目标而不懈追求的生

理和心理机制的一般精神功能。包括：能量水平、动机、食欲、成瘾（包括

可能导致滥用成瘾物质）以及冲动控制的功能。

不包括：意识功能（ｂ１１０）；气质功能（ｂ１２６）；睡眠功能（ｂ１３４）；心理

运动功能（ｂ１４７）；情绪功能（ｂ１５２）

其他信息

这个编码包括一般的行为倾向，包括ｂ１３００能量水平和ｂ１３０１动

机，朝着目标方向移动；还包括ｂ１３０２食欲和ｂ１３０３成瘾的概念，可能是

一般倾向或涉及到特定的物质或行为（例如：物质、食物、赌博）的倾向。

另外，编码还包括ｂ１３０４冲动控制，可能涉及一般的冲动或进行特定行

为的相关的更特定的冲动。这个编码和它的子编码仅应该用于涉及一

致的或随时间频繁发生的特性或行为，不是单一行为或暂时状态。

这些编码可使用于各种各样的背景。动机、成瘾和冲动控制经常作

为相关的滥用药物治疗或其他治疗动机评估的一部分，有减少、避免或

戒除特殊行为（如滥用物质、饮食过量、赌博）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与这些因素相关的损伤可能是障碍的一部分。能量水平和动机在中枢

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如脑卒中）中是很重要的，关注相关的“着手点的

缺乏”或“精神疲乏”以及患者心理障碍如抑郁和双向障碍可能出现的位

置。冲动控制的损伤被定义为物质滥用和冲动控制障碍的一部分，并且

可能是各种其他心理障碍包括注意障碍多动症、品行障碍和躁郁障碍的

主要部分。

将能量水平和动机的发生作为一种障碍、疾病过程或损伤或一种治

疗作用（例如：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减少了能量水平）的直接结果，并且有

不正常水平或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般应该保留ｂ１３００能量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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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３０１动机。

有关的许多健康状况治疗的成功案例认为动机尤其重要。但是，在

确定这个编码时应该谨慎。研究人员应在损伤是健康或健康相关状况

的认识范围内，而不是在动机的高低是普遍个体人格特征的认识范围

内，应用身体功能的ＩＣＦ编码。这不是说动机不与治疗高度相关，仅指

在ＩＣＦ确定为个人因素而不是身体功能的情况下，将更紧密地一致。另

外，ｂ１３０１动机不应该用来描述个体遵守具体治疗（如在康复过程中的

物理治疗）的动机。最后，缺乏动机可能被卫生保健人员或其他在患者

的社会环境中对患者治疗过程的缺乏作初级解说的人员使用，初级解说

人员将问题归咎于患者。重要的是不能把患者身体或精神上不能完成

特殊任务或行为，或不能接受最适当的治疗来帮助他们进步归咎为缺乏

动机。

情况举例

一个６７岁患有脑卒中的妇女在选择或开始项目时有困难，并且经

常抱怨“很累”或“精神疲倦”。

一个４５岁男性有滥用酒精障碍，拒绝接受治疗。他表明，虽然他承

认在自己生活中滥用酒精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他不想戒酒。

这个部分的其他编码

ｂ１３００能量水平

ｂ１３０１动机

ｂ１３０２食欲

ｂ１３０３成瘾

ｂ１３０４冲动控制

ｂ１３０８其他特指的能量和驱力功能

ｂ１３０９能量和驱力功能，未特指

４．３ 将从临床试验或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获得的信息转换为

ＩＣＦ限定值　应用第二种方法，ＩＣＦ限定值可作为一个参考的

等距量表。从临床试验或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所获的结果可转

换成ＩＣＦ限定值。

许多ＩＣＦ类目与临床实践中日常使用的或用于科研目的

的临床试验或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相适应，临床试验包括标准

的专家和技术检查，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包括患者和代理人自

我施测或访谈形式的调查表。在这种情况下，已获得的信息可

以被转换成标准的ＩＣＦ语言来报告结果。

因为ＩＣＦ限定值是一个等级量表，ＷＨＯ提供了一个百分

等级作为参考（表５）。在等距量表的临床试验或患者导向的工

具情况下，可以直接将百分等级转换成ＩＣＦ限定值，这些测量

综合和独一无二地涵盖了某一ＩＣＦ类目的内容。例如评估疼

痛的视觉模拟量表（ＶＡＳ）可被用于评估ＩＣＦ类目ｂ２８０痛觉。

ＶＡＳ疼痛的测试值可转换为ＩＣＦ限定值，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一

端标记为“无痛”、另一端标记为“最痛”的１００ｍｍ 的等距量

表［８４］。考虑到表５中ＩＣＦ限定值的百分等级，某人 ＶＡＳ标记

疼痛的等级０～４ｍｍ可能在ＩＣＦ类目ｂ２８０痛觉对应的限定值

０，５～２４ｍｍ对应限定值１，２５～４９ｍｍ对应限定值２，５０～９５

ｍｍ对应限定值３，９６～１００ｍｍ对应限定值４。

但是在没有有效的临床试验或等距量表属性的患者导向的

工具用来评估特定ＩＣＦ类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涵盖特定

ＩＣＦ类目的临床成套测验的一部分或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中挑

选出的特定测量项目来考虑ＩＣＦ类目等距量表的结构。图１说

明了一个使用Ｒａｓｃｈ分析评估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能［１３］的功能

等级的等距参考量表的结构。与３个测量工具相关的１９个项

目中的１６个确实符合Ｒａｓｃｈ模型并且能够整合到ＩＣＦ类目的

等距量表中。基于这个原则，通过增加对这１６个项目的反映量

表，临床医务工作者可以评估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能的等级。在

临床实践中，人们显然可能仅需要一个只有５个项目的分量表

来有效评估ｂ１３０能量和驱力功能的功能水平。人们也可以通

过使用替代的计算机适应测试（ＣＡＴ）来提高效率。不管使用

什么方法，获得的原始分数可以转换成ＩＣＦ限定值，这个限定

值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量表。

第二种方法一个主要的优势是原来用于构建ＩＣＦ类目的

等距量表项目的原始形式保持不变。因而，使用由原始量表背

景的项目提供的信息是有可能的，与此同时在ＩＣＦ背景下使用

原始测量项目所提供的信息。在记录和报告功能和残疾时考虑

到越来越多地使用ＩＣＦ以及ＩＣＦ限定值作参考，这种方法的应

用将会非常有用［８５８６］。

　　这个图呈正方形，边界由样本量决定。黑色正方形的边界是指两个

观察者评定的等级相同的患者的数量。大而亮的长方形显示了一致的

最大可能性并且给出了临界的总值。局部的一致通过添加一个加权作

用在非对角线的单元格上显示，这里由阴影代表。如果所有的黑方块都

在对角线的上方或下方，说明一个观察者的评定等级将系统地区别于另

一个观察者的评定等级。

图３　ＩＣＦ类目ｄ４３０Ｂａｎｇｄｉｗａｌａ观察者一致图

５ 跨ＩＣＦ类目的测量

５．１ 自我报告式的基于ＩＣＦ的测量工具　基于ＩＣＦ，世界卫生

组织开发了 ＷＨＯ 残疾评定量表第 ２ 版 （ＷＨＯＤＡＳⅡ）。

ＷＨＯＤＡＳⅡ是用于１８岁以上成年人的通用的自评量表，涵盖

了ＩＣＦ的活动和参与成分。它包括６个维度：理解与交流（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四处走动（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自

我照料（ｓｅｌｆｃａｒｅ）、与他人相处（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ｐｅｏｐｌｅ）、生活

活动 （ｌｉｆ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和 社 会 参 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ＯＤＡＳⅡ被跨文化地开发并且在不同文化层次和教育背景

下都适用。除了自我报告，另有一种访谈和代理的版本。完成

问卷的时间：１２项的版本大约是５ｍｉｎ，３６项的版本大约是２０

ｍｉｎ。

应用 ＷＨＯＤＡＳⅡ在康复领域的第一次研究使用了一个德

国版本，发现在测量患有肌肉骨骼疾病、内脏疾病、脑卒中、乳腺

癌和抑郁障碍患者的功能和残疾时，它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

具［８８］。这个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 ＷＨＯＤＡＳⅡ的信度、效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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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和反应性。然而，在肌肉与骨骼疾病和内脏疾病状况下，患

者在工作活动和家庭活动项目的测试结果有着显著的差异［８８］。

因此，在将来人们可能要考虑这些子维度的单独评估和报告。

为了特殊状况和／或情境，人们可能需要使用特定的测量工

具。开发这些测量工具的适宜起点是使用ＩＣＦ核心分类集。

ＷＨＯＦＩＣＣＣ的德国ＩＣＦ研究分部慕尼黑大学正在与研究小

组合作，并在基于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的自评量表的开发过程中提

供协助和支持［６０］。

５．２ 基于ＩＣＦ的临床测量工具　临床医务工作者跨ＩＣＦ类目

的ＩＣＦ限定值的评定（表５），例如跨某一ＩＣＦ核心分类集的类

目可以以类目评定表的形式来报告。跨ＩＣＦ类目的一个有效

集合的类目评定表如核心分类集提供个体功能状态的评估。在

设计和报告卫生保健干预的结果时，功能状态是临床医务工作

者的核心信息。图４显示了一个康复计划开始时和结束后的功

能状态变化的例子。

　　某患者康复开始时和４周之后的功能状态，以专家的ＩＣＦ限定值的

评分等级为基础的类目评定表。ＩＣＦ限定值范围在身体功能（ｂ）、身体

结构（ｓ）、活动和参与（ｄ）部分从０没有问题到４完全问题以及在环境因

素从４完全障碍因素到＋４完全有利因素。个人因素，标记＋和－代表

个人因素在个体功能上积极的或消极的程度。

图４　脊髓损伤患者基于ＩＣＦ的评估包括目标设置和目标实现

从使用Ｒａｓｃｈ模型的一个类目分布表获得的加权信息集合

可以得出一个总结性的分数［１１，５９］。在一系列有效的集合如ＩＣＦ
核心分类集的情况下，这个总分提供了个体功能状况的评估信

息。如果使用电子病历，建立类目分布表得到的分数基于ＩＣＦ
核心分类集，不需要额外的工作。功能状况信息使临床医务工

作者能直观、全面地认识患者的整体功能水平。总分也可以被

临床医务工作者、服务计划提供者和付费者使用，例如给患者分

配适宜的康复服务任务，在康复的连续过程中监测和管理个人

功能，服务计划提供者使用功能状况信息来评估服务计划，以及

来预测资源和费用并引导付费程序。

近期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如何编制基于临床医务工作者的

ＩＣＦ核心分类集评定等级的单一或多维的临床测量工具的原

则［１１，５９］。该原则也证实了如何通过调整不同的项目功能，在不

同国家应用这个分数。因此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功能状

况的信息。

６ 总结

本文试图说明ＩＣＦ类目可以作为功能评定的基石，并且更

具体地说是基于ＩＣＦ的实用工具和国际标准如ＩＣＦ核心分类

集以及开发临床和自我报告的测量工具。我们通过将现有的测

量工具与ＩＣＦ类目相匹配，也说明了如何将ＩＣＦ作为参考标

准，反之亦然，包括将通过临床试验或患者导向的测量工具获得

的信息定量转换为ＩＣＦ限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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