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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康复医学》

前言

《实用康复医学》是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实用系列专业参考书。康复医学是功能医学，是提高生存质
量的学科，康复医学早已成为卫生部规定的13个临床一级学科，康复理念也逐渐深入临床医学家心中
。2008年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更使人们体验到康复医学的迫切需要。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积极部署加
强康复救援，建立省市县三级康复服务网络。国家规定2015年“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对我们
提出了学科和技术要求。为临床提供实用的康复医学理论和技能，为广大伤病者服务是本书编写的宗
旨。本书约请全国专家教授70余人共同撰写，历时数年完成。各章节编写者都是我国知名的临床医学
和康复医学专家，在该方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相信对复杂的临床工作有很好的
参考作用。本书若存在不足之处，望同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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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康复医学》

内容概要

《实用康复医学》是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实用系列专业参考书。康复医学是功能医学，是提高生存质
量的学科，康复医学早已成为卫生部规定的13个临床一级学科，康复理念也逐渐深入临床医学家心中
。2008年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更使人们体验到康复医学的迫切需要。卫生部等政府部门，积极部署加
强康复救援，建立省市县三级康复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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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康复护理五、政府在社区康复管理中的作用第二节 职业问题一、概述二、社会问题第六章 康
复医学教育第一节 康复医学教育工作内容一、康复医学专业教材二、康复医学教育基地三、康复医学
教育的模式四、康复医学教育评估与管理五、康复科普教育与宣传第二节 康复治疗师的培养一、康复
治疗师的培养目标二、康复治疗师的教学计划第三节 康复医师和高级人才的培养第七章 康复医学管
理第一节 概述一、标准化管理的概念二、管理是学科发挥正常功能的保证三、康复管理的作用还表现
在实现组织目标上第二节 管理制度建设一、建立康复医学科的相关服务流程二、建立康复医学科患者
和家属的权利制度三、建立康复医学科患者的评估制度四、康复医学科患者的服务形式五、建立患者
和家属的康复医学教育制度六、建立康复医学科的质量管理制度第三节 可用于康复质量管理资料的分
析方法一、综合评价分析二、患者管理分析三、康复医学科持续质量改进第四节 康复医学科各类管理
制度一、建立康复医学科各类人员的权限二、建立康复治疗设备与安全管理制度三、建立康复医学从
业人员的资格和继续教育制度四、康复治疗师的管理五、康复医疗结果的管理与评估第五节 国内外相
关医院质量管理体系一、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三、OHSAS18000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四、EN46001：1996、ISO13485：2003质量体系五、美国医院管理评审标准第八章 残疾与
康复政策法规第一节 联合国关于残疾与康复的决议、政策、法规第二节 国内政策法规一、中国立法
关注残疾人二、残疾人与教育三、中国残疾人事业第九章 信息技术在康复医学中的应用第一节 信息
技术在康复评定中的应用一、步态分析系统二、表面肌电测试系统三、等速肌力测试系统第二节 信息
技术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一、电脑在物理治疗中的应用二、电脑在作业治疗中的应用三、电脑在言语
治疗中的应用四、电脑在义肢矫形器制作中的应用第三节 虚拟技术在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第四节 视频
游戏在康复医学中的应用一、视频游戏在康复医学应用中的方式二、视频游戏在康复医学应用中存在
的问题三、视频游戏康复医学应用的展望第五节 因特网在康复医学中的应用一、INTERNET在康复医
学信息资源交流中的应用二、INTERNET在远程康复医学中的应用第二篇 康复评定第一章 康复医学的
临床评定第一节 概述一、康复评定特征二、康复流程第二节 病史一、主诉二、现病史三、功能史四
、既往史五、系统回顾六、个人史与家族史第二章 电诊断第一节 肌电图检查一、肌电图检查的基本
原理二、肌电图检查仪器设备三、肌电图的基本参数四、肌电图的检查步骤五、几种不同状态时的正
常及异常肌电图六、计算机辅助诊断肌电图七、表面肌电图八、肌电图检查的临床意义第二节 神经传
导速度测定一、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测定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测定三、不同病变类型的神经传导速度
检查结果四、应用神经传导速度测定的注意事项五、应用范围及常见异常类型第三节 神经反射检查一
、F波检测二、H反射三、瞬目反射四、阴部神经反射五、自主神经反射——交感神经皮肤反射第四节
诱发电位一、躯体感觉诱发电位二、视觉诱发电位三、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四、运动诱发电位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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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康复医学》

相关电位——P300电位六、诱发电位临床应用概述第五节 低频电诊断一、直流一感应电诊断二、强度
一时间曲线检查第三章 肌肉的功能检查第一节 肌肉的概述一、肌肉的形态和构造二、肌的起止和作
用三、肌肉的收缩第二节 肌力检查一、徒手肌力检查及肌力分级二、器械肌力检查三、主要肌群的徒
手肌力检查四、肌力检查的注意事项第三节 肌张力检查一、概述二、肌张力的分类三、肌张力分级第
四章 神经心理功能评定第一节 神经心理学概述第二节 脑损害患者常见的神经心理障碍一、失认二、
失用三、记忆障碍四、视空间功能障碍五、失语六、失算七、思维障碍第三节 神经心理功能评定一、
神经心理功能评定的意义二、影响神经心理功能评定的主要因素三、神经心理功能测验的选择四、神
经心理功能测验结果的解释第四节 神经心理功能评定常用的测验一、神经心理功能评定的成套测验二
、记忆测验三、智力测验四、情绪测验五、人格测验第五章 心脏与血管功能评定第一节 病史采集与
体格检查一、病史采集二、体格检查第二节 心脏与心血管疾病的影像学诊断一、X线透视和摄片二
、CT三、磁共振四、超声心动图五、核医学检查六、心导管术第三节 心脏负荷性试验一、运动负荷
试验二、药物负荷试验三、6分钟步行试验第四节 心电活动的评估一、动态心电图二、心室晚电位三
、T波电交替第六章 交流障碍评定第一节 交流障碍的基本概念一、概念二、交流障碍常见病因第二节 
康复医疗临床常见的交流障碍一、构音障碍二、言语失用三、语言障碍四、其他言语语言障碍第三节 
交流障碍评定的相关理论基础一、交流障碍评定的概念二、交流障碍评定的目的三、交流障碍评定的
实施程序四、交流障碍评定的形式五、交流障碍评定的维度及分类六、语言评定的策略第四节 言语语
言功能的评定方法一、言语功能的评定二、口语理解或接收性语言的评定三、口语表达的评定四、其
他相关能力评定第五节 临床常用的交流障碍评定方法一、构音障碍评定的方法二、言语失用评定的方
法三、失语症评定的方法四、实用性交流能力评定的方法五、语言功能检测注意事项第七章 呼吸系统
功能评定第一节 呼吸系统功能的基础知识一、肺通气功能二、肺换气功能三、气体代谢功能第二节 
肺通气功能评定的方法与临床意义一、常用的几种通气功能检测方法二、通气功能临床判定标准第三
节 肺换气功能的评定方法及临床意义一、肺弥散功能检测方法及临床意义二、通气血流比例的测定及
其临床意义第四节 血气分析的评定方法及临床意义一、血气分析检测方法二、血气分析临床意义第五
节 呼出气体的评定方法及临床意义一、评定方法二、评估指标及临床意义第六节 呼吸系统主观症状
的评定第三篇 康复处理方法第四篇 临床康复第五篇 临床特殊问题康复处理第六篇 康复医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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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职业能力训练信息技术作为一项发展迅速的技术，迅速渗透各行业，熟悉电脑操作是许多职业
的首要条件，能够进行简单的电脑编程在就业中处非常有利的地位。残疾者可以将电脑作为训练工具
，为与电脑操作相关的再就业进行准备。为了适应不同残疾者电脑训练和操作的需要，目前已经开发
特殊的残疾人键盘、语音输入或控制方式、其他替代输入方式等。（四）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1.智能
化家用电器的使用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家用电器采用计算机自动化处理技术，残疾人可以通
过这些设备轻易完成各种日常生活的基本动作。如应用电脑化的冰箱储存食物，电脑化的微波炉烹饪
食物等。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电脑化的家电可以联网，如联网的冰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超
级市场联系食物的采购，微波炉从网上下载食谱等，极大方便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2.环境控制系统
的使用  环境控制系统能使得各种残疾患者利用自身的残存功能和身体动作，转换为各种电器信号和
其他控制信号，自如地操作各种独立生活辅助器具，并参与社会生活。3.工作联系电脑化通过电脑或
可视电话对部下发出指令，还可直接与贸易伙伴进行网上谈判，并可以通过电脑银行取得货款，达成
交易。此外，他还可以通过信息传递辅助系统和电脑的互联网络，随时与家人和朋友联系和交谈，并
可以及时了解并掌握世界最新的商业情报和贸易行情，这样，现代医学和康复技术虽然不能完全恢复
该患者的四肢功能，但是，依靠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环境控制系统帮助，同样可以过着与健全人一样的
生活，完全融人了现代社会生活之中。三、电脑在言语治疗中的应用（一）言语训练软件利用言语治
疗软件进行的言语治疗，可以脱离治疗师，让患者跟着电脑的提示进行，患者最大程度地参与，激发
治疗的兴趣，易于实施，使得言语治疗更规范，提高治疗效果。现国内有学者已经制作有针对聋儿发
声的训练软件，软件提供有多个声控的动画游戏，帮助儿童进行多方面的实时发声训练，训练内容包
括：音调、响度、声音感知和元音识别等，儿童发音后，立刻得到动画形式的反馈，治疗过程采用交
互及游戏的形式进行，在儿童治疗的过程中，通过软件，治疗师可以从电脑中获取有关发音状况的特
征图和统计报告。国外也有许多用于言语治疗的软件，如Aphasia Tutor、Parrots等就是针对脑损伤后言
语功能障碍评定和治疗的软件，它可以根据言语功能障碍的程度选择不同难易程度的训练模块，使治
疗具有针对性，所有的治疗软件都可以通过网络升级，不断扩充治疗的模块。（二）言语训练反馈系
统利用特定的语音处理技术，将语音信号转化为不同形式的图像，在电脑上显示出来。患者可根据图
像判断发音的准确程度，并不断纠正发音。如患者只需对着接驳电脑的传声器发音，电脑便会将声音
的音量、声调和节奏等模式特征以波长的方式显示出来。当图像在电脑上显示时，患者便可模仿正确
的模式，矫正发音。（三）计算机辅助失语症诊断和治疗系统任何一个患者接受专业言语评估时都要
经过多层次的模糊识别，最后达到相对较准确的功能评估。目前国内研制的计算机辅助语言障碍诊治
仪就是建立在这种智能模拟的基础上的计算机产品。它的诊断流程采用W.Royce提出的瀑布模型，这
一模型把软件的设计分成多个阶段，主要阶段有：系统分析、软件项目计划、需求分析、软件设计、
编码、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计算机辅助语言障碍诊治仪诊断筛选系统包含听检查、视检查、语音检
查、口语表达4部分共65道检测题，各部分检测题按由易到难顺序依次呈现。其中听检查有图匹配、听
指图、听指数字、听指字、听指是否；视检查有视图匹配、视执行；语音检查为自动检测；口语表达
有人工辅助评分和自动检测，内容包括复述、记忆、命名、朗读、自发语、非语言声音。根据以上项
目，系统按设定程序运行，将实际得分换算成各功能亚项的直方图输出。计算机辅助语言障碍诊治仪
康复系统由诊断结果、康复内容、康复建议三大部分构成。康复训练与诊断检查有机地结合，对每个
患者每项诊断，可通过康复建议实现康复个体化，可做到为每个患者度身制订康复训练计划，实行语
言障碍全方位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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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康复医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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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在贵网上购买图书，感觉非常好，价格合理，服务到位，快捷方便，希望以后常登陆贵网
选购自己需要的图书。
2、书很不错 从印刷到内容 都很好
3、坏的，可能是书太厚的原因，书壳与正文的粘合部没粘好，开口，分开了，感觉壳都要脱落了，
，，，烦！！希望公司发贺时多查验一下
4、还行，就是有点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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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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