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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xw届世界卫生大会上 o世界卫生组织 t|t个

成员国一致签署协议 o认可5国际残疾分类6第 u 版

k�≤�⁄�2ul o题为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k�±·̈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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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l o中文简称为5国际功能分类6 o并敦促会员国结合

本国的具体情况并特别考虑到今后可能作出的修订 o

在研究 !监测和报告中酌情使用 �≤ƒ ∀同时 o要求总干

事根据会员国提出的要求在使用 �≤ƒ方面向它们提供

支持 ∀它标志着经过多年由多国专家共同努力完成的

�≤ƒ正式在全球使用 ∀中文版作为 • ��正式发布的 y

种语种之一与其他 x种版本同时发布 ∀学习与应用

�≤ƒ对于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o与国

际接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 ΙΧΦ的意义与理论架构

�≤ƒ 的总目标是要提供一种统一和标准的语言和

框架来描述健康状况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 ∀�≤ƒ的发

展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健康以及内在功能状况的关系 o

也影响到世界各国的卫生政策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长 �µ∏±§·̄¤±§女士在 ussu年意大利举行的有关残

疾和健康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 }疾病是发展的消耗 o对

健康的投资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发展的具体投入 ∀提升

个体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群健康不仅是要降低由于疾病

和损伤造成的死亡 ∀健康也是人类的功能状态 o是个

人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完成全部生活的能力 ∀然而 o

为了改善健康 o我们需要测量健康以及由于采用一些

干预方法所带来的健康状态的变化 ∀这正是 �≤ƒ所要

发挥作用的地方 ∀它是一种通用的国际性的描述和测

量健康的框架 ∀�≤ƒ 是 • �� 在个体和人群水平上测

量健康的框架结构 ∀ /国际疾病分类0k�≤⁄l是对造成

死亡原因的疾病进行分类 o而 �≤ƒ是对健康进行分类 o

两者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广泛然而又是非常准确的工具

来认识人群健康和个体以及其所处环境如何阻碍或促

进其生活以实现最大的潜能发挥 ∀该工具对于发展中

国家超越经济状况限制 o

作者单位 }tssszz 北京市 o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 ∀作

者简介 }邱卓英kt|yu2l o男 o博士 o研究员 o• �� �≤ƒ 项目专家及中文版

项目协调人 o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康复信息理论与技术 !康复心理学 !国

际残疾分类 ∀

提高健康水平 o以及工业化国家在面临人口寿命发生

变化的时刻限制投入并提供公正和有响应的服务都是

非常重要的 ∀

�≤ƒ确实是一种全球性和通用性的工具 ∀它是经

过 ts年的国际性的努力才发展和完善的 o涉及 yx个

成员国 o并且在术语和分类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 ∀通

过广泛的测试以及跨文化的比较 o使 �≤ƒ 成为真正的

国际功能和残疾分类的标准 ∀

从健康与卫生事业的发展上 o�≤ƒ已从/疾病的结

局0分类kt|{s年版l转变为一种/健康的成份0分类 ∀

/健康的成份0确定了由什么构成健康 o而/结局0则着

重于疾病的影响或由此可能产生的其他健康状况 ∀同

时 o�≤ƒ包含了一系列用来描述个体生活背景的环境因

素 o为研究健康/决定因素0或/危险因素0提供了工具 ∀

这一新的分类系统是建立在交互作用模式基础上的 ∀

运用这种交互作用模式 o将功能和残疾作为一种交互

作用和演进的过程 o从而为研究和临床以及其他方面

提供了一种多角度方法 ∀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个体在

特定领域的功能是健康状况和背景性因素k即环境和

个人因素l间交互作用和复杂联系的结果 }干预一个方

面可能导致一个或多个方面的改变 ∀这种交互作用是

独特的 o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同时它也是双向的 o残

疾的存在可能改变健康状况本身 ∀不能简单地从一种

损伤或多种损伤去推测能力受限或活动表现的局限 ∀

从而可以较好地解释以下情况 }

#有损伤而没有能力受限k例如 }麻疯病导致毁容

但对个人的能力没有影响l ~

#活动表现和能力受限但没有显著的损伤k例如 }

由于许多疾病可能降低日常活动表现l ~

#有活动表现问题但没有损伤或能力受限k例如 }

��∂ 呈阳性的个体或患精神病后康复出院的患者在人

际交往或工作时可能会面对社会歧视l ~

#在无辅助的情况下有能力受限 o但在现实环境中

没有活动表现问题k例如 }存在活动受限的个体可以通

过社会提供的辅助技术克服活动受限状况l ∀

#同时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k例如 }肢体缺乏活动

可以引起肌肉萎缩 ~住进专门机构可能造成丧失社会

技能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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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ΙΧΦ的主要目的与应用领域

�≤ƒ是一种设计用于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多目的性

的分类体系 ∀可以实现如下目标 }

#为认识和研究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 !结果以

及它们的决定因素而提供科学的基础 ~

#为描述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而建立一种共

用的语言以便改善诸如卫生保健工作者 !研究人员 !公

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 o包括残疾人等不同使用者间

的交流 ~

#可以对不同国家 !不同卫生保健学科领域 !不同

服务及不同时间的数据进行比较 ~

#为卫生信息系统提供一种系统的编码程序 ∀

以上这些目标是相互关联的 o在应用 �≤ƒ 时也可

同时实现多重目标 ∀

�≤ƒ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 o如社会保障 !评估卫生

保健管理以及在地方 !国家和国际水平的人口调查 ∀

它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以及有关的具体分类系统

和编码方法 o用于收集相关信息 o包括预防和健康促进

在内的个人卫生保健 o以及通过消除或减轻社会障碍

及鼓励提供社会支持和便利来改进个体的社会参与 ∀

它还有助于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研究 o用以评估和制定

政策 ∀�≤ƒ的应用领域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

2 .1 统计工具  �≤ƒ 用于数据的收集和记录k如用于

人口研究和调查或用于管理信息系统l ~

2 .2 研究工具  测量与功能 !残疾和健康有关的结

果 !生活质量或环境因素 ~

2 .3 临床工具  用于需求评定 !为特定状况选择治疗

方法 !进行职业评定 !康复及其结果评估 ~

2 .4 社会政策工具  用于社会保障计划 !赔偿系统和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评估等多方面 ~

2 .5 教育工具  用于课程设计和提高社会意识及采

取社会行动 ∀

应该注意到 o尽管 �≤ƒ 原本只是作为一种健康和

与健康有关问题的分类 o但它也可以用于像保险 !社会

保障 !劳动就业 !教育 !经济 !社会政策和一般立法以及

环境改造等方面 ∀因此它已经被接受作为联合国社会

分类的一部分 o并参照和具体体现了5残疾人平等机会

标准规则6 ∀正因如此 o�≤ƒ为实施国际人权法案以及

国家法律提供了一种适当的工具 ∀为了实现上述不同

的目标 o• ��还将开发不同版本的 �≤ƒ ∀

3 ΙΧΦ术语系统

�≤ƒ在其理论架构上以及类目术语上 o建立了完备

的术语系统 ∀

术语是在语言表达中具有明确概念的称谓 o如词

汇或短语 ∀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不同的学科间 o由于对

问题的认知不同 o会有不同的术语体系 ∀�≤ƒ在总结现

有术语的基础上 o建立了自己的术语系统 o用于功能与

残疾的分类 ∀其特点如下 }

3 .1 准确定义  在 w个分类维度中 o各个具体的类目

均有操作性定义 o并且给出了各类的基本属性 !分界

k使用包括与不包括术语l !测量方法以及具体的实例 ∀

3 .2 类目使用中性词语  许多类别以及项目均使用

中性词来说明每个维度的积极与消极方面 o避免了过

去使用的对残疾人带有贬义的消极词汇 ∀

3 .3 结构与功能分离  将身体结构与功能缺损分开

处理 o以反映身体所有缺损状态 ∀

3 .4 用活动替代残疾  活动是一个中性词 o用活动取

代残疾反映了目前残疾人对自己状态的新认识 ∀该分

类还使用严重程度指标 o对限制活动的情况进行描述 ∀

3 .5 用参与代替残障  该分类系统用参与k³¤µ·¬¦¬³¤2

·¬²±l代替残障k«¤±§¬¦¤³¶l o并列举了一系列环境因素

以确定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 ∀

3 .6 在建立 �≤ƒ类目的定义时 o还具有在意义上和逻

辑上的一致性 !类目所指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可识别性 !

准确表达出概念的基本属性 ) ) ) 内涵k概念内在指什

么l和外延k它指的是何种目标或现象l o确切 !清晰 o而

且要涵盖术语 ∀选择操作性术语进行表述k如根据严

重程度 !持续时间 !相对重要性和可能的联系l !避免循

环 o即术语本身或任何同义词 o既不应该出现在定义

中 o也不应该在定义中包括一个在他处第一次使用的

术语 ∀在适当的地方 o指出可能的病因或交互作用的

因素 ∀类目符合较高等级术语的属性k如一个三级水

平的术语应该包括它所属的二级水平类目的一般特

征l o同时也与下属术语的属性相一致k如一个二级水

平术语的属性不能与在其下位的三级水平术语相矛

盾l ∀

在术语的处理上 o�≤ƒ作为一种书面的分类将被翻

译成多种文字 ∀为了保持尽可能在每种语言中对能最

好表达其内容的术语达成一致 o达到准确性 !可接受性

和整体适用性的目标 o�≤ƒ对分类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作

了定义 o这些核心概念如下 }

=良好状态>是一种通用性的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领域

的术语 o包括可以构成/美好生活0的身体 !心理和社会

状况 ∀健康领域是构成整个人类生活范畴的亚领域 ∀

=健康状况>健康状况是在�≤ƒ给定的健康领域内的功

能水平 ∀

=健康领域>健康领域指用/健康0观念来解释的生活范

围 o如 o从保健系统的目的出发 o它们可以被定义为保

健系统的基本责任 ∀�≤ƒ并未在健康和健康有关领域

之间划出固定的界限 ∀依据健康和与健康有关因素的

不同概念 o可能存在一个灰色区域并且被标记在 �≤ƒ

的领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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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有关的状况和健康有关的领域>与健康有关的

状况是在 �≤ƒ 给定的与健康有关领域内的功能水平 ∀

与健康有关的领域是与健康状况紧密相关的那些功能

范围 o它们尽管似乎不是保健系统的基本责任 o但比起

其他系统对整个良好状态贡献要大 ∀在 �≤ƒ中仅仅包

括与健康有关的那些良好状态的领域 ∀

=健康情况>是对疾病k急性或慢性l !障碍 !损伤或创伤

的一个概括性术语 ∀健康情况还包括如妊娠 !老年 !应

激 !先天性畸形或遗传变异等其他状况 ∀健康情况用

�≤⁄2ts进行编码 ∀

=功能>是对身体功能 !身体结构 !活动和参与的一个概

括性术语 ∀它表示在个体k有某种健康情况l和个体所

处的情景性因素k环境和个人因素l之间发生交互作用

的积极方面 ∀

=残疾>是对损伤 !活动受限和参与局限性的一个概括

性术语 ∀它表示在个体k有某种健康情况l和个体所处

的情景性因素k环境和个人因素l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

消极方面 ∀

=身体功能> 是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k包括心理功

能l ∀ /身体0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机体 o包括大脑 ∀

因此 o精神k或心理l功能也属于身体功能的亚类 ∀这

些功能的标准被看作为人类的统计常模 ∀

=身体结构> 是身体的解剖部位 o如器官 !肢体及其组

成成份 ∀这些结构的标准被看作为人类的统计常模 ∀

=损伤> 是身体结构或生理功能的丧失或异常 ∀生理

功能包括精神功能 ∀这里的异常严格地讲是指与所确

立的统计常模有显著的差异k即在所测量的标准常模

范围内与总体的平均值有偏差l o并仅用于此意义 ∀

=活动> 是由个体执行一项任务或行动 ∀它代表了功

能的个体方面 ∀

=活动受限> 是个体在进行活动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

活动受限根据在完成活动时的质和量或对没有达到健

康情况者期望的程度可以有从轻微到严重偏差的变化

范围 ∀

=参与>是投入到一种生活情景中 ∀它代表了功能的社

会方面 ∀

=参与局限性> 是个体投入到生活情景中可能经历到

的问题 ∀是否出现参与局限性要通过比较个体的参与

和在相同的文化或社会中无残疾个体所期望的参与来

决定 ∀

=背景性因素> 是构成个体生活的全部背景 o特别是针

对在 �≤ƒ中分类的健康状况及造成功能和残疾结果的

背景性因素 ∀有两类背景性因素 }环境因素和个人因

素 ∀

=环境因素> 组成了 �≤ƒ的一种构成成份 o它是指构成

个体生活背景的外部或外在世界的所有方面 o并对个

体的功能发生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界及其特征 !

人造自然界 !与个体有不同关系和作用的其他人员 !态

度和价值 !社会体制和服务以及政策 !规则和法律 ∀

=个人因素> 是与个体相关联的背景性因素 o如年龄 !

性别 !社会阶层 !生活经历等等 ∀当前这在 �≤ƒ中没有

进行分类 o但使用者可以在使用 �≤ƒ中结合这些因素 ∀

=有利因素> 是个人环境中的各种因素 o通过其存在或

不存在 o可以改善功能或降低残疾程度 ∀包括如无障

碍的自然环境 !可以获得相应的辅助技术 !对残疾人积

极的态度以及旨在提高全部生活领域中存在健康情况

的所有人参与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缺乏某种因素也

可能是有利的 o例如不存在歧视或消极的态度 ∀尽管

个体存在活动能力问题 o但由于改善了实际的活动表

现 o有利因素可以防止损伤或活动受限演变成参与局

限性 ∀

=障碍因素> 是个人环境中的各种因素 o通过其存在或

不存在 o限制功能的发挥和形成残疾 ∀包括如有障碍

的自然环境 !缺乏相应的辅助技术 !对残疾人消极的态

度以及没有或阻碍全部生活领域中存在健康情况的所

有人参与的服务 !体制和政策 ∀

=能力>作为一项限定值 o是显示个人在即定时刻在活

动和参与列表的功能领域中可能达到最高水平的结

构 ∀能力可以在统一或标准的环境中进行测量 o这样

反映出个体在环境中的调节能力 ∀环境因素成份可以

用来说明这种统一或标准环境的特征 ∀

=活动表现>作为一项限定值 o是描述个体在现时环境

中做了什么 o并按此种方式引到在生活情景中个体参

与方面的结构 ∀现时环境也可以用环境因素成份加以

说明 ∀

4 ΙΧΦ分类体系

�≤ƒ使用了部分 !成份 !结构 !领域和类目等分类范

畴构建其分类体系 ∀

部分是分类体系是最高的范畴 o分类中包括有两

个主要亚分类部分 }第 t部分包括功能和残疾 o第 u部

分包括背景性因素 ∀

成份是部分的构成部分 ∀在第 t部分的成份是 }

身体功能和结构以及活动和参与 ∀在第 u部分的成份

是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k其在 �≤ƒ 中没有进行分类l ∀

分类的每种成份按章或领域标题进行组织 o在其下有

共同的类目或特定的项目 ∀例如 o在身体功能分类中 o

第 t章处理所有的精神功能 ∀

结构是成份的下一级构成要素 o它通过使用限定

值及其相关的编码来定义 ∀第 t部分有四种结构 o它

们是 }身体功能的改变 !身体结构的改变 !能力和活动

表现 ∀对于第 u部分而言 o其结构是环境因素中的有

利因素或障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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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是与生理功能 !解剖结构 !行动 !任务或生活

范围有关的实际和有意义的集合 ∀在各种成份中领域

构成了不同的章和节 ∀

类目是在一种成份的领域中的分类和子分类 o即

分类的单位 ∀在每一章有二 !三或四级水平的类目 o每

一类都有简短的定义和包括及不包括术语以适当地协

助选择恰当的编码 ∀

类目有不同水平之分 o水平构成了提供类目细节

k即领域和类目的细微单位l指示的等级性序列 ∀第一

级水平包含二级水平的所有项目 o其他如此类推 ∀在

�≤ƒ中 o某人的健康状况可以编制一系列交叉在分类

不同成份的领域中的编码 ∀按照此种方式 o对于每个

人而言 o在章水平时最大编码数可以达到 vw个k{个为

身体功能 !{个为身体结构 !|个为活动表现和 |个为

能力的编码l o二级水平编码可以有 vyu个 ∀在三级和

四级水平 o共可达到 twuw个编码 o它们构成了分类的

全文版 ∀在现实生活中运用 �≤ƒ o一套 v至 t{个编码

就可以适当地描述二级水平精度k三位数字l的实例 ∀

通常情况下更详细的四级水平的版本可用于专家服务

k如康复结果 !老年病学或精神卫生l o而二级分类可用

于调查和健康结果评估 ∀

在各类目中有类目定义 o给出了健康和与健康有

关的类目的操作性定义 o这些定义描述了每一领域的

基本特性k如性质 !构成和关系l并且包含了每一类目

下包括和不包括内容的信息 ∀定义还包括通常用于评

估和调查的定位点以及调查问卷 o或者是评估工具编

码在 �≤ƒ项目中的结果 ∀例如 o视敏度功能是根据在

近距离和远距离单眼和双眼的视敏度而确定 o所以视

敏度困难的严重程度可以按照无 !轻度 !中度 !重度或

完全进行编码 ∀

类目下还有/包括0和/不包括0术语 o提供了类目

内容的指南 o但并不意味着是详尽无遗漏的 ∀在二级

类目水平 o包括项目涉及所有其中的三级水平类目 ∀

/不包括0术语应用于那些拥有与另一个术语类似含

义 !应用时可能发生困难的地方 ∀例如 o人们可能认为

类目/入厕0应包括在类目/护理身体部位0中 ∀然而 o

为了区别两者 o/入厕0不包括在类目 §xus/护理身体部

位0而应编码为 §xvs ∀

在类目下 o还有/其他特指0类目 o这主要是在每个

三级或四级水平的项目和每章的结尾设立/其他特指0

的类目k以最后编码号 {作为唯一的识别l ∀这些类目

用于对不包括在任何其他特指类目的功能方面进行编

码 ∀当使用 /其他特指0时 o使用者应在附加列表中特

指这个新项目 ∀

在类目下还包括/未特指0类目 o在每个三级或四

级水平的项目和每章的结尾设立的是 / 未特指0的类

目 o它允许对适合在本组但又没有充足信息使其分入

更特定类目的功能进行编码 ∀这种编码与紧靠其上的

二级或三级项目有同样的意义 o没有任何附加信息k对

于节而言 o/其他特指0和/未特指0类目被结合为一个

项目 o但常常以最后编码号 |作为唯一的识别l ∀

5 ΙΧΦ编码

5 .1 编码系统  �≤ƒ 运用了一种字母数字编码系统 o

字母 ¥!¶!§和 ¨代表身体功能 !身体结构 !活动和参与

以及环境因素 ∀首字母 §指明在活动和参与的成份中

的领域 ∀根据使用者的情况 o可以用 ¤或 ³替代首字

母 §以分别指明活动和参与 ∀紧接这些字母的是用章

数开头的数字k一位数l o后面是第二级水平k两位数l

以及第三级和第四级水平k各为一位数l ∀�≤ƒ的类目

是嵌入式的 o可以使意义广泛的类目包含更详细的母

类中的子类k如 }在活动和参与成份的第 w章活动中 o

分别包括了站立 !坐下 !步行 !搬运物体等类目l ∀简略

版k简版l包含两级水平 o而全文版k详版l则包含四级

水平 ∀但简略版和全文版的编码是一致的 o简略版可

以由全文版缩减而成 ∀

例如 }

¥u 感觉功能和疼痛 kt级水平类目l

¥uts 视功能 ku级水平类目l

¥utsu 视觉质量 kv级水平类目l

¥utsuu 对比感觉 kw级水平类目l

任何个体在每一水平上均可有其编码范围 o它们

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相互关联的 ∀

使用限定值是 �≤ƒ 编码的一个重要特点 ∀�≤ƒ 编

码只有在加上一个限定值后才算完整 o限定值用于显

示健康水平的程度k即问题的严重性l ∀限定值是在小

数点后的一位 !两位或多位数字 ∀使用任何编码应该

至少加上一位限定值 ∀没有限定值的编码没有意义 ∀

其中身体功能和结构的一级限定值 !活动和参与的活

动表现和能力限定值以及环境因素的一级限定值描述

在各构成成份中出现问题的大小 ∀

在 �≤ƒ三个构成成份k身体功能和结构 !活动和参

与以及环境因素l进行定量化评定时 o也使用限定值方

法 o对于不同结构下存在的损伤 !受限 !局限性或障碍

等问题 o使用下面括号中的恰当的定性词汇 o并根据相

关分类领域作出选择k¬¬¬表示二级水平的领域数l ∀

对可以使用校正值或其他标准测量的大范围的实例量

化其损伤 !能力受限 !活动表现问题或障碍 ∀例如 o当

/没有问题0或/完全问题0被确定时 o编码有直到 x h

的误差范围 ∀而/中度问题0被确定时 o编码的误差范

围可达到有完全问题者的半倍或一半程度 ∀不同领域

中的百分率要参照相应的人口百分率标准进行校正 ∀

¬¬¬qs没有问题 k无 o缺乏 o微不足道 , ,l s p 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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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轻度问题 k略有一点 o很低 , ,l x p uw h

¬¬¬qu中度问题 k中等程度 o一般 , ,l ux p w| h

¬¬¬qv重度问题 k很高 o非常 , ,l xs p |x h

¬¬¬qw完全问题 k全部 , ,l |y p tss h

¬¬¬q{未特指

¬¬¬q|不适用

在环境因素中 o一级限定值既可以用于说明环境

的积极作用 o即有利因素的程度 o也可以用于说明环境

的消极作用 o即障碍因素的程度 ∀两者均运用同样的

s p w等级量表 o但为了说明有利因素 o用 n号代替小

数点 o如 }̈ tts n u ∀环境因素可以按照两种方式进行

编码 }≠单独结合每种结构 ~或者 � 整体性的 o不参照

个体结构 ∀第一种方式有优势 o因为它可以更明确地

确定影响和属性 ∀

编码不仅可以反映个体在某一时刻的状况 o也可

以应用于多时段点 o描述一段时间的变化过程 ∀

在�≤ƒ中 o一个人的健康和与健康有关的状况可

以用包含两部分分类的编码表示 ∀所以 o每人在一位

数水平上的最大编码数可以达到 vw个k{个身体功能 !

{个身体结构 !|个活动表现和 |个能力编码l ∀同样

地 o在二级水平总的编码可达到 vyu个 ∀在更细致的

编码水平 o这些编码数可以达到 twuw个 ∀在现实生活

中运用 �≤ƒ时 o只需要 v p t{编码即可适当说明需要

二级水平k三位数l精度的实例 ∀通常情况下 o更细致

的四级水平的版本只供专家使用k如 }康复结果 !老年

病学l o而二级水平的分类则可用于调查和临床结果评

定 ∀

5 .2 限定值  �≤ƒ编码需要使用一个或多个有含义的

限定值 o例如 o显示健康水平的程度或出现问题的严重

程度 ∀限定值在小数点后使用一位 !二位或多位数进

行编码 ∀任何编码都应该伴有至少一个限定值 ∀没有

限定值的编码就没有固有的意义k在默认情况下 o世界

卫生组织把不完整的编码解释为问题的缺失 ) ) ) ¬¬¬q

ssl ∀

身体功能和结构的一级限定值 !活动和参与的活

动表现和能力限定值 o以及环境因素的一级限定值描

述了在各自成份上出现问题的程度 ∀

所有成份使用相同的通用量度进行定量化评定 ∀

有问题就意味着不同结构下存在的损伤 !受限 !局限性

或障碍 ∀列在下面括号中的恰当的定性词汇应根据相

关分类领域作出选择k¬¬¬表示二级水平的领域数l }

¬¬¬qs 没有问题 k无 o缺乏 o微不足道 , ,l s p w h

¬¬¬qt 轻度问题 k略有一点 o很低 , ,l x p uw h

¬¬¬qu 中度问题 k中等程度 o一般 , ,l ux p w| h

¬¬¬qv 重度问题 k很高 o非常 , ,l xs p |x h

¬¬¬qw 完全问题 k全部 , ,l |y p tss h

¬¬¬q{ 未特指

¬¬¬q| 不适用

对可以使用校正方法或其他标准测量的大范围的

实例量化其损伤 !能力受限 !活动表现问题或障碍 ∀例

如 o当/没有问题0或/完全问题0被特定时 o编码有直到

x h的误差范围 ∀而/中度问题0被确定时 o编码的误差

范围可达到有完全问题者的一半程度 ∀不同领域中的

百分率要参照相应的人口百分率标准进行校正 ∀为了

用一种通用的方式进行量化 o需要通过研究来发展评

估步骤 ∀

在环境因素成份的例子中 o第一级限定值也可以

用于说明环境的积极方面或有利因素的程度 ∀为说明

有利因素 o运用相同的 s p w尺度 o但用 n号代替小数

点 }如 ẗts n u ∀环境因素可以编码为 ≠与每种成份发

生联系 ~或 �与每种成份不发生联系k见下面第 v节l ∀

第一种方式有优势 o因为它可以更清楚地识别其影响

和属性 ∀

附加限定值 }对于不同的使用者而言 o对每一项目

进行编码时加上其他信息可能更适宜和有帮助 ∀如后

面所提到的 o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附加限定值 ∀

5 .3 编码规则  �≤ƒ不像 �≤⁄2ts那样对特殊的健康状

况运用单一的编码进行分类 o它不是一种/事件分类0

方法 ∀某人的功能可能受到在身体 !个体和社会水平

上的影响 o使用者应该从整体上考察分类的所有成份 o

即身体功能和结构 !活动和参与以及环境因素 ∀使用

者应根据所遇到的情况 o选择最突出的编码描述健康

状况 ∀

�≤ƒ编码强调对相关信息的编码 ∀例如 o如果某人

并非由于健康原因而决定不与其邻居建立新的联系的

话 o那么就不适合使用包括建立关系的活动的类目

§zuss ∀反之 o如果此人的决定是与健康情况有联系的

k如抑郁症l o那么就应该使用此编码 ∀

反映某人参与的感觉或对功能水平的满意度的信

息目前在 �≤ƒ中没有进行编码 ∀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以提供允许对这些信息进行编码的附加限定值 ∀

�≤ƒ编码强调了现实状况 o与以前发生过但对现在

已无意义的功能不应该进行编码 ∀

编码时要求使用者不要对身体功能的损伤 !活动

受限或参与局限性之间的联系做出推测 ∀例如 o如果

某人在到处移动时有功能受限 o但不能由此推断某人

有运动功能的损伤 ∀同样地 o仅发现某人在到处移动

时能力受限 o也不能断定其在移动时有活动表现的问

题 ∀

对于各部分与具体类目的编码还有一些要注意的

问题 o参见有关类目的编码方法 ∀

6 ΙΧΦ分类系统解说(身体功能和结构部分)

身体功能是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k包括心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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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l ∀身体结构是身体的解剖部位 o如器官 !肢体及其

组成成份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o如显

著的变异或缺失 ∀

6 .1 身体功能与结构部分分类体系  如附图所示 o

附图  身体功能与结构部分分类体系

6 .2 身体功能与结构部分分类体系的特点

6 .2 .1 身体功能和身体结构分类到两个不同的部分 ∀

这两个部分的分类被设计成相互平行的使用 ∀如 }身

体功能包括人类的基本感觉如/视功能0 o而与身体结

构相关的分类则以/眼及其相关结构0的形式出现 ∀

6 .2 .2 /身体0将人类机体作为一个整体 o包括大脑及

其功能 o即精神 o因而精神k或心理l功能包含在身体功

能之中 ∀

6 .2 .3 由于身体结构与功能是根据身体系统进行分类

的 o所以身体结构不能仅被看成是多个器官 ∀

6 .2 .4 结构的损伤可以包括解剖结构上的畸形 !缺失

或身体结构上的显著变异 ∀损伤可以根据组织或细胞

以及亚细胞或分子水平上的生物学知识进行分类 ∀然

而 o出于实用的原因 o在这些水平的分类 未被列出 ∀

根据生物学基础描述的损伤已经指导了分类 o并可能

为组织 !细胞以及亚细胞或分子水平上的分类扩展留

下空间 ∀对于医学使用者而言 o应该注意到损伤是病

理表现 o而非潜在的病理原因 ∀

6 .2 .5 损伤代表个体身体及其功能的生物学状况与通

常所确认的正常人群的标准状况之间的差异 o其定义

应由有资格从事身体和精神功能判断的人根据标准做

出 ∀

6 .2 .6 损伤可以是暂时的 o也可以是永久的 !渐进性 !

退行性或稳定的 !间断性或连续性的 ∀与正常人群标

准值的差异可能是微弱的或非常严重的 o也可以随着

时间而波动 ∀这些特征主要通过编码 !周期性加上限

定值的方式作进一步描述 ∀

6 .2 .7 损伤并不决定于病因或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o如

丧失了视觉或肢体可以是由于遗传变异的结果或是由

于受伤 ∀损伤的出现必有原因 ∀然而 o原因可能并不

足以解释所导致的损伤 ∀当存在某种损伤时 o可能有

身体功能或结构失常 o但也可能与其他各种疾病 !障碍

或生理状态有关 ∀

6 .2 .8 损伤是健康状况的组成部分或一种表述 o但不

一定表示有病或个体患病 ∀

6 .2 .9 损伤在范围上比障碍或疾病更广泛也包含更

多 ∀如丧失了一条腿是身体结构上的损伤 o但不是一

种障碍或一种疾病 ∀

6 .2 .10 损伤可能导致其他的损伤 ∀如肌力丧失可能

损害运动功能 !心脏功能可能与呼吸功能不全有关 o而

损伤的知觉可能与思维功能有关 ∀

6 .2 .11 身体功能与结构中的一些类目可能与 �≤⁄2ts

的类目重叠 o特别是有关症状和体征方面 ∀然而 o两种

分类的目的是不同的 ∀�≤⁄2ts在专门的一章中对症状

进行分类以证明有病或做辅助使用 o而 �≤ƒ 则是将症

状视为身体功能的一部分 ∀这些可用于预防或确定患

者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在 �≤ƒ 中 o身体功能和结构的

分类是想与活动和参与的类目一并使用 ∀

6 .2 .12 损伤被分类到使用了明确定义标准的适当类

目k如根据阈值水平决定存在或缺如l ∀这些标准与身

体功能和结构的标准是相同的 ∀它们是 }≠ 丧失或缺

失 ~�降低 ~≈附加或过度 ~以及 …差异 ∀一旦出现损

伤 o就可以运用 �≤ƒ 中通用的限定值来衡量其严重程

度 ∀

6 .2 .13 环境因素与身体功能相互作用 o如空气质量与

呼吸之间 !灯光与视觉间 !声音与听觉间 !分心刺激与

注意间 !土地质地与平衡间以及环境温度与体温调节

间的相互作用 ∀

6 .3 身体功能与结构分类的编码  在对身体功能与

结构进行分类编码时 o要注意以下问题 }

6 .3 .1 身体功能是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k包括心理

功能l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o如显著的

变异或缺失 ∀身体功能用一位限定值显示损伤的范围

或幅度 ∀出现一种损伤可以被规定为丧失或缺乏 !降

低 !附加或超过或者偏差 ∀

例如 }某人的偏瘫损伤可以编码为 ¥zvsu /单侧身

体肌肉的力量0 ∀

对于损伤程度可以使用通用的限定值进行量化 ∀

例如 }

¥zvsu qt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轻度损伤  k达到 x p uw h l

¥zvsu qu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中度损伤  k达到 ux p w| h l

¥zvsu qv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重度损伤  k达到 xs p |x h l

¥zvsu qw  单侧身体肌肉力量完全损伤  k达到 |y p tss h l

没有损伤k根据早先确定的阈值水平l使用/ s0做

为通用限定值 ∀

例如 }¥zvsu qs单侧身体肌肉力量没有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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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2 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确定损伤的严重性 o可以

使用/ {0 ∀例如 o如果某人的健康记录指出某人存在右

侧身体虚弱但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o那么可用下列的编

码 }

¥zvsu q{身体单侧肌肉力量的损伤 o未特指

有些情况下可能不适合运用特殊的编码 ∀例如 o

编码 ¥yxs月经功能 o不适用于某段年龄前后的妇女

k初潮前或绝经后l ∀对于这些情况 o使用 | ∀

¥yxs q|不适用月经功能

6 .3 .3 在身体功能与结构分类中要注意身体功能结构

间的相关性 ∀身体功能和身体结构的分类结构是平行

设立的 ∀当使用身体功能编码时 o使用者应该检查是

否可以运用相应的身体结构编码 ∀

例如 o身体功能包括基本人类的感觉 o如 ¥uts p

¥uu|视及其相关功能和¶uts p¶uvs眼及其相关结构都

存在结构上的相关 ∀

6 .3 .4 注意损伤间的相互联系 ∀损伤可能导致其他损

伤 ∀例如 o肌肉力量可能损害运动功能 o心脏功能可能

与呼吸功能有关 o知觉可能与思维有关 ∀

6 .3 .5 要确定身体功能损伤 ∀对于那些常常不能直接

观察到的损伤k如精神功能l o使用者可以根据对行为

的观察推断出损伤 ∀例如 o在临床中 o记忆可以通过标

准化测试加以评估 o尽管不可能实际/观察到0大脑的

功能 o但根据这些测试的结果有理由假定记忆的精神

功能被损伤 ∀

6 .3 .6 身体结构是身体的解剖部位 o如器官 !肢体及其

组成成份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o如显

著的变异或缺失 ∀身体结构使用三级限定值进行编

码 ∀一级限定值描述损伤的范围和程度 ∀二级限定值

用于显示改变的性质 o而三级限定值说明损伤的部位 ∀

三级限定值的说明如下 }

一级限定值  损伤的范围 }s 没有损伤 ~t 轻度损

伤 ~u中度损伤 ~v重度损伤 ~w完全损伤 ~{未特指 ~

|不适用

二级限定值  损伤的性质 }s 结构无变化 ~t 完全

缺失 ~u部分缺失 ~v附加部分 ~w异常维度 ~x不连贯 ~y

差异位置 ~z 结构定性改变 o包括积液 ~{ 未特指 ~| 不

适用

三级限定值  损伤的部位 }s 不止一个区域 ~t 右

侧 ~u左侧 ~v双侧 ~w前端 ~x后端 ~y近端 ~z 远端 ~{ 未

特指 ~|不适用 ∀

k收稿日期 }ussv2st2ttl

附录 1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ΙΧΦ) :身体功能主要类目

  定义 }身体功能是指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k包括心理功能l ∀损伤是身体功能或结构出现的问题 o如显著的变异或缺失 ∀

第 1章 精神功能
本章涉及大脑的功能 o既包括有意识 !能量和驱力等整体

精神功能 o又包括有记忆 !语言和计算等特殊精神功能 ∀

整体精神功能k¥tts p ¥tv|l

¥tts 意识功能

意识和警觉状态下的一般精神功能 o包括清醒和持续的觉

醒状态 ∀

包  括 }意识的状态 !持续性和特质功能 ~意识丧失 !昏迷 !

植物人状态 !神游症 !昼游状态 !附体状态 !药物诱

导下意识的改变 !谵妄 !木僵

不包括 }定向功能k¥ttwl ~能量和驱力功能k¥tvsl ~睡眠功

能k¥tvwl

¥ttw 定向功能

知道并确认与自我 !他人 !时间及周围环境关系的一般精

神功能 ∀

包  括 }时间定向 !方位定向和人物定向功能 ~自我定向和

他人定向功能 ~时间 !方位和人物定向障碍

不包括 }意识功能k¥ttsl ~注意力功能k¥twsl ~记忆功能

k¥twwl

¥ttz 智力功能

要求能理解并与包括所有认知功能及其终生发展在内的

各种精神功能构建性地结合起来的一般精神功能 ∀

包  括 }智力发育功能 ~智力障碍 o弱智 o痴呆

不包括 }记忆功能k¥twwl ~思维功能k¥tysl ~高水平认知功

能k¥tywl

¥tuu 整体心理社会功能

要求从意义和目的上理解和构建性地结合精神功能以形

成在相互性的社会交往中需要建立的人际技能的一般精

神功能 o它是在整个人生中发展的 ∀

包  括 }如在孤独症中

¥tuy 气质和人格功能

个体以特定方式对情境做出反应的构成性特质的一般精

神功能 o包括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精神特征的集合 ∀

包  括 }外向 !内向 !随和 !审慎 !精神和情绪稳定以及对经

验的开放性 !乐观 !猎奇 !自信 !可信赖性

不包括 }智力功能k¥ttzl ~能量和驱力功能k¥tvsl ~心理运

动功能k¥twzl ~情感功能k¥txul

¥t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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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包括可能导致滥用成

瘾物质l以及冲动控制的功能

不包括 }意识功能 k¥ttsl ~气质功能 k¥tuyl ~睡眠功能

k¥tvwl ~心理运动功能k¥twzl ~情绪功能k¥txul

¥tvw 睡眠功能

从个人即时所处的以生理变化为特征的环境中产生周期

性 !可逆性和选择性身体和心理解脱的一般精神功能 ∀

包  括 }睡眠量 !睡眠开始 !睡眠维持和质量的功能 o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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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周期的功能 o如失眠 !嗜眠症 !发作性睡病

不包括 }意识功能k¥ttsl ~能量和驱力功能k¥tvsl ~注意力

功能k¥twsl ~心理运动功能k¥twzl

¥tv| 其他特指和未特指的整体精神功能

特殊精神功能 k¥tws p ¥t{|l

¥tws 注意力功能

在要求的时间段内将注意力集中于外部刺激或内在经历

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保持 !转移 !分配 !共享和集中注意力以及分散注

意力的功能

不包括 }意识功能k¥ttsl ~能量和驱力功能k¥tvsl ~睡眠功

能k¥tvwl ~记忆功能k¥twwl ~心理运动功能k¥twzl ~

知觉功能k¥txyl

¥tww 记忆功能

登录和贮存信息并在需要时检索信息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短时和长时记忆 !瞬时 !近期和远期记忆功能 ~记

忆跨度 ~记忆检索 ~记忆 ~用于回忆和学习的功能 o

如命名性 !选择性和分离性遗忘症

不包括 }意识功能 k¥ttsl ~定向功能 k¥ttwl ~智力功能

k¥ttzl ~注意力功能k¥twsl ~知觉功能k¥txyl ~思维

功能k¥tysl ~高水平认知功能k¥tywl ~语言精神功

能k¥tyzl ~计算功能k¥tzul

¥twz 心理运动功能

在躯体水平控制运动和心理事件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心理运动控制功能 o如心理运动迟缓 !兴奋和激

动 !控制姿态 !紧张症 !抗拒症 !矛盾倾向 !模仿行

动 !模仿言语

不包括 }意识功能 k¥ttsl ~定向功能 k¥ttwl ~智力功能

k¥ttzl ~能量和驱力功能 k¥tvsl ~注意力功能

k¥twsl ~语言精神功能k¥tyzl ~序列复杂动作精神

功能k¥tzyl

¥txu 情感功能

与感情和心理活动中的情感成份有关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情感的适度性 !情感的调节和范围 ~感情 ~悲伤 !幸

福 !热爱 !恐惧 !愤怒 !仇恨 !紧张 !焦虑 !快乐 !悲

哀 ~情绪的易变性 ~感情单调的功能

不包括 }气质和人格功能k¥tuyl ~能量和驱力功能k¥tvsl

¥txy 知觉功能

识别和阐释感官刺激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听觉 !视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视觉空间知觉的功

能 o如幻觉或错觉

不包括 }意识功能k¥ttsl ~定向功能k¥ttwl ~注意力功能

k¥twsl ~记忆功能k¥twwl ~语言精神功能k¥tyzl ~视

及其相关功能k¥uts p ¥uu|l ~听和前庭功能k¥uvs

p ¥uw|l ~辅助感觉功能k¥uxs p ¥uz|l

¥tys 思维功能

与头脑中观念成份相关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思维步调 !形式 !控制和内容的功能 ~目标定向思

维功能 o非目标定向思维功能 ~逻辑思维功能 o如

思维压力 !观念奔逸 !思维阻断 !思维不连贯 !词不

达意 !病理性赘述 !妄想 !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

不包括 }智力功能k¥ttzl ~记忆功能k¥twwl ~心理运动功能

k¥twzl ~知觉功能k¥txyl ~高水平认知功能k¥tywl ~

特殊的语言精神功能k¥tyzl ~计算功能k¥tzul

¥tyw 高水平认知功能

特别依赖大脑额叶的特殊精神功能 o包括复杂的目标定向

行为 o如决策 !抽象思维 !安排和执行计划 !心理可塑性以

及在什么环境下决定哪些行为是适当的 ~通常称为执行功

能 ∀

包  括 }观念的抽象和组织功能 ~时间管理 !洞察力和判断

力 ~概念形成 !类化和认知可塑性

不包括 }记忆功能k¥twwl ~思维功能k¥tysl ~语言精神功能

k¥tyzl ~计算功能k¥tzul

¥tyz 语言精神功能

识别和使用一种语言中的符号 !信号和其他成份的特殊精

神功能 ∀

包  括 }口头语 !书面语或其他语言形式如手语的接受和

解码功能 ~口头语 !书面语或其他语言形式的表达

功能 ~整合语言功能 o口头和书面语 o如涉及接受 !

表达 o布洛卡失语 !韦尼克失语和传导性失语

不包括 }注意力功能k¥twsl ~记忆功能k¥twwl ~知觉功能

k¥txyl ~思维功能k¥tysl ~高水平认知功能k¥tywl ~

计算功能k¥tzul ~复杂动作精神功能k¥tzyl ~第 u

章 }感觉功能和疼痛 ~第 v章 }发声和言语功能

¥tzu 计算功能

数学符号和运算的选定 !取近似值及处理的特殊精神功

能 ∀

包  括 }加法 !减法和其他简单数学运算的功能 ~复杂数学

运算的功能

不包括 }注意力功能k¥twsl ~记忆功能k¥twwl ~思维功能

k¥tysl ~高水平认知功能k¥tywl ~语言精神功能

k¥tyzl

¥tzy 序列复杂动作精神功能

序列和协调复杂 !有目的动作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如观念失用症 !观念性动作失用症 !修饰失用症 !

动眼失用症 !言语失用症的损伤

不包括 }心理运动功能k¥twzl ~高水平认知功能k¥tywl ~第 z

章 神经肌肉骨胳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t{s 自身体验和时间体验功能

在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时间中与认识自身的身份 !身体

和位置有关的特殊精神功能 ∀

包  括 }自身体验 !体形和时间体验

¥t{|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特殊精神功能

¥t|{ 其他特指的精神功能

¥t|| 精神功能 o未特指

第 2章 感觉功能和疼痛

本章涉及感觉 !视觉 !听觉 !味觉等以及痛觉的功能 ∀

视及其相关功能k¥uts p ¥uu|l

¥uts 视功能

与感受存在的光线和感受视觉刺激的形式 !大小 !形状和

颜色等有关的感觉功能

包  括 }视敏度功能 ~视野功能 ~视觉品质 ~感受光线和色

彩 !远近视敏度 !单眼和双眼视觉功能 ~视图品质 ~

如近视 !远视 !散光 !偏盲 !色盲 !管状视 !中心和周

围盲点 !复视 !夜盲 !光适应性损伤

不包括 }知觉功能k¥txyl

¥utx 眼相邻结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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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视觉机能的眼内和周围结构的功能 ∀

包  括 }眼内肌 !眼睑 !眼外肌的功能 o包括眼的随意和跟

踪运动与注视 !泪腺 !调节 o瞳孔反射 ~如眼球震

颤 !眼干燥和眼睑下垂的损伤

不包括 }视功能k¥utsl ~第 z章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

的功能

¥uus 与眼及其相邻结构相关的感觉

眼疲劳 !干燥和痒及相关的感觉

包  括 }眼后压力 o眼内有异物 o眼紧张感觉 o眼灼烧感 o眼

刺激

不包括 }痛觉k¥u{sl

¥uu|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视及其相关功能

听和前庭功能k¥uvs p ¥uw|l

¥uvs 听功能

与感受存在的声音和辨别方位 !音调 !音量和音质有关的

感觉功能 ∀

包  括 }听 !听觉辨别 !声源定位 !单侧声音 !言语辨别的功

能 ~如聋 !听力损伤和听觉缺失的损伤

不包括 }知觉功能k¥txyl和语言精神功能k¥tyzl

¥uvx 前庭功能

内耳与位置 !平衡和运动有关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位置和位置感觉功能 ~身体和运动平衡功能

不包括 }与听和前庭功能相关的感觉k¥uwsl

¥uws 与听和前庭功能相关的感觉

头晕 !跌倒 !耳鸣和眩晕的感觉 ∀

包  括 }耳响 !耳刺激 !耳压 !与头晕或眩晕相关的恶心的

感觉

不包括 }前庭功能k¥uvxl ~痛觉k¥u{sl

¥uw|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听和前庭功能

辅助感觉功能k¥uxs p ¥uz|l

¥uxs 味觉功能

感受苦味 !甜味 !酸味和咸味品质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味觉功能 ~如味觉缺失 !味觉减弱的损伤

¥uxx 嗅觉功能

感受气味和嗅觉功能 ∀

包  括 }嗅觉功能 ~如嗅觉丧失 !嗅觉减弱的损伤

¥uys 本体感受功能

感受身体各部分相对位置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静觉和动觉功能

不包括 }前庭功能k¥uvxl ~与肌肉和运动功能有关的感觉

k¥z{sl

¥uyx 触觉功能

感受表面及其质地或品质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触摸 !触觉的功能 ~如麻木 !感觉缺失 !麻刺感 !感

觉异常和感觉过敏的损伤

不包括 }与温度和其他刺激有关的感觉功能k¥uzsl

¥uzs 与温度和其他刺激有关的感觉功能

感受温度 !振动 !压力和有害刺激的感觉功能 ∀

包  括 }感受温度 !振动 !振荡或摆动 !浅表压力 !深度压

力 !烧灼感或有害刺激的功能

不包括 }触觉功能k¥uyxl ~痛觉k¥u{sl

¥uz|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辅助感觉功能

疼痛k¥u{s p ¥u{|l

¥u{s 痛觉

对预示身体某处受到潜在或实际损害而感到不舒服的感

觉 ∀

包  括 }在身体一处或多处的全身性或局部性疼痛 !皮肤

疼痛 !刺疼 !灼疼 !钝疼 !疼痛 ~如肌疼 !痛觉缺失和

痛觉过敏的损伤

¥u{|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痛觉

¥u|{ 其他特指的感觉功能和疼痛

¥u|| 感觉功能和疼痛 o未特指

第 3章 发声和言语功能

本章涉及产生声音和言语的功能 ∀

¥vts 发声功能

由空气通过喉产生各种声音的功能 ∀

包  括 }发声和音质功能 ~发音 !声调 !响度和其他音质功

能 ~如失声 !发声困难 !声嘶 !鼻音过重 !鼻音过轻

的损伤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k¥tyzl ~构音功能k¥vusl

¥vus 构音功能

产生言语声的功能 ∀

包  括 }发音 !音素构音功能 ~痉挛 !共济失调 !松弛性构音

困难 ~口吃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k¥tyzl ~发声功能k¥vtsl

¥vvs 言语的流畅和节奏功能

产生言语流和节奏的功能 ∀

包  括 }言语的流畅 !节奏 !速度和语调功能 ~韵律和声调 ~

如口吃 !结巴 !言语急促杂乱 !迟语症和急语症的

损伤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k¥tyzl ~发音功能k¥vtsl ~构音功能

k¥vusl

¥vws 替代性发声功能

产生其他方式的发声功能 ∀

包  括 }在唱歌 !重复唱颂 !咿哑学语和哼唱中产生音符和

音调的功能 ~大哭和尖叫

不包括 }语言精神功能k¥tyzl ~发音功能k¥vtsl ~构音功能

k¥vusl ~言语的流畅和节奏功能k¥vvsl

¥v|{ 其他特指的发声和言语功能

¥v|| 发声和言语功能 o未特指

第 4章 心血管 !血液 !免疫和呼吸系统功能

本章涉及心血管系统k心脏和血管功能l !血液和免疫系统

k血液生成和免疫功能l以及呼吸系统k呼吸和运动耐受功能l

的功能 ∀

心血管系统的功能k¥wts p ¥wu|l

¥wts 心脏功能

以适当或所要求的量和压力将血液泵出流到全身的功能 ∀

包  括 }心率 !心律和心输出量功能 ~心室肌收缩力 ~心脏

瓣膜功能 ~通过肺路泵出血液的能力 ~血液回心的

能力 ~如心动过速 !心动过缓和不规则的心跳以及

心衰 !心肌病 !心肌炎 !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的损伤

不包括 }血管功能k¥wtxl ~血压功能k¥wusl ~运动耐受功能

k¥wxxl

¥wtx 血管功能

#{u#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ussv年第 |卷第 t期 ≤«¬± � � «̈¤¥¬̄ ×«̈ ²µ¼ °µ¤¦·¬¦̈ o�¤± ussv o∂²̄ | o�²qt



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功能 ∀

包  括 }动脉 !毛细血管和静脉的功能 ~血管舒缩功能 ~肺

动脉 !毛细血管和静脉功能 ~静脉瓣功能 ~如动脉

阻塞或狭窄 !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硬化 !血栓栓塞

和静脉曲张的损伤

不包括 }心脏功能k¥wtsl ~血压功能k¥wusl ~血液系统功能

k¥wvsl ~运动耐受功能k¥wxxl

¥wus 血压功能

维持动脉内血液压力的功能 ∀

包  括 }维持血压 !升高或降低血压的功能 ~如低血压 !高

血压和体位性低血压的损伤

不包括 }心脏功能k¥wtsl ~血管功能k¥wtxl ~运动耐受功能

k¥wxxl

¥wu|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血液和免疫系统功能k¥wvs p ¥wv|l

¥wvs 血液系统功能

血液生成 !氧气和代谢产物的传输及凝血方面的功能 ∀

包  括 }血液和骨髓生成功能 ~血液传输氧气功能 ~与血液

有关的脾脏功能 ~血液传输代谢产物功能 ~凝血 ~

如贫血 !血友病和其他凝血障碍的损伤

不包括 }心血管系统的功能k¥wts p ¥wu|l ~免疫系统功能

k¥wvxl ~运动耐受功能k¥wxxl

¥wvx 免疫系统功能

与身体保护性抵抗外来物质有关的功能 o包括由特异和非

特异性免疫反应引起的感染 ∀

包  括 }免疫反应k特异和非特异性l ~过敏反应 ~淋巴管和

淋巴结的功能 ~细胞介导免疫 !抗体介导免疫功

能 ~免疫化反应 ~如自身免疫 !变态反应 !淋巴结炎

和淋巴水肿的损伤

不包括 }血液系统功能k¥wvsl

¥wv|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血液和免疫系统功能

呼吸系统功能k¥wws p ¥ww|l

¥wws 呼吸功能

把空气吸入肺部 o空气和血液间进行气体交换并呼出气体

的功能 ∀

包  括 }呼吸频率 !节律和深度功能 ~如呼吸暂停 !通气过

度 !不规则呼吸 !逆向呼吸 !支气管痉挛和肺气肿

的损伤

不包括 }呼吸肌功能k¥wwxl ~辅助呼吸功能k¥wxsl ~运动耐

受功能k¥wxxl

¥wwx 呼吸肌功能

参与呼吸的肌肉的功能 ∀

包  括 }胸呼吸肌功能 ~膈肌功能 ~辅助呼吸肌功能

不包括 }呼吸功能k¥wwsl ~辅助呼吸功能k¥wxsl ~运动耐受

功能k¥wxxl

¥ww|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呼吸系统功能

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其他功能和感觉k¥wxs p ¥wy|l

¥wxs 辅助呼吸功能

与呼吸有关的辅助功能 o如咳嗽 !喷嚏和打哈欠 ∀

包  括 }吹气 !吹口哨 !口呼吸的功能

¥wxx 运动耐受功能

与呼吸和心血管能力有关的适应持续体力消耗的功能 ∀

包  括 }身体耐力 !有氧耐受力 !抵抗力和易疲劳性的功能

不包括 }心血管系统功能 k¥wts p ¥wu|l ~血液系统功能

k¥wvsl ~呼吸功能k¥wwsl ~呼吸肌功能k¥wwxl ~辅助

呼吸功能k¥wxsl

¥wys 与心血管和呼吸功能相关的感觉

如心率脱常 !心悸 !气短等感觉 ∀

包  括 }胸部发紧 !不规则心跳感 !呼吸紊乱 !空气饥 !窒

息 !张口呼吸 !喘的感觉

不包括 }痛觉k¥u{sl

¥wy|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其他功能和感

觉

¥w|{ 其他特指的心血管 !血液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功能

¥w|| 心血管 !血液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功能 o未特指

第 5章 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

本章涉及摄入 !消化和排泄以及代谢作用和内分泌腺的功

能 ∀

与消化系统有关的功能k¥xts p ¥xv|l

¥xts 摄入功能

与通过口把固体或液体摄入和加工并送至全身有关的功

能 ∀

包  括 }吸入 !咀嚼和咬 !口中控制食物 !流涎 !吞咽 !打嗝 !

反胃 !吐痰和呕吐的功能 ~如吞咽困难 !误吸食物 !

吞气症 !流涎过度 !流痰和流涎减少的损伤

不包括 }与消化系统相关的感觉k¥xvxl

¥xtx 消化功能

通过消化道输送食物 !分解食物和吸收养分的功能 ∀

包  括 }通过胃输送食物 !蠕动 ~在胃和肠中食物的分解 !

酶的产生和起作用 ~养分的吸收和接纳食物的功

能 ~如胃酸分泌过多 !吸收障碍 !不能接纳食物 !肠

运动亢进 !肠麻痹 !肠梗阻和胆汁分泌减少的损伤

不包括 }消化功能 k¥xtsl ~同化作用 k¥xusl ~排便功能

k¥xuxl ~与消化系统相关的感觉k¥xvxl

¥xus 同化作用

养分转化为身体成份的功能 ∀

包  括 }体内养分贮备功能

不包括 }消化功能k¥xtxl ~排便功能k¥xuxl ~体重维持功能

k¥xvsl ~一般代谢功能k¥xwsl

¥xux 排便功能

以粪便形式将废弃物和未消化食物排出体外的功能及有

关功能 ∀

包  括 }排便 !大便稠度 !排便次数 !大便控制 !肠胀气的功

能 ~如便秘 !腹泻 !水样便 !括约肌失能或失禁的损

伤

不包括 }消化功能k¥xtxl ~同化功能k¥xusl ~与消化系统相

关的感觉k¥xvxl

¥xvs 体重维持功能

维持适当体重的功能 o包括发育阶段体重的增加 ∀

包  括 }维持可接受体重指数k�²§¼ �¤¶¶�±§̈¬o ���l的功

能 ~如体重不足 !恶液质 !消瘦 !体重过重 !重度消

瘦以及如原发性和继发性肥胖的损伤

不包括 }同化作用k¥xusl ~一般代谢功能k¥xwsl ~内分泌腺

功能k¥xxxl

¥xvx 与消化系统相关的感觉

由于吃 !喝及有关消化功能引起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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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恶心感 !发胀感 !腹绞痛 !胃满胀感 !球状感 !胃痉

挛 !胃胀气和胃灼热的感觉

不包括 }痛觉k¥u{sl ~摄入功能k¥xtsl ~消化功能k¥xtxl ~排

便功能k¥xuxl

¥xv|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与消化系统有关的功能

与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功能k¥xws p ¥xx|l

¥xws 一般代谢功能

人体必需成份如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的调节 !相互

转化及分解成能量的功能 ∀

包  括 }代谢 !基础代谢率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肪的

代谢 !合成代谢 !分解代谢 !体内能量生成的功能 ~

代谢率升高或降低

不包括 }同化作用k¥xusl ~体重维持功能k¥xvsl ~水 !矿物质

和电解质平衡功能k¥xwxl ~体温调节功能k¥xxsl ~

内分泌腺功能k¥xxxl

¥xwx 水 !矿物质和电解质平衡功能

水 !矿物质和电解质在体内调节的功能 ∀

包  括 }水平衡 !矿物质如钙 !锌 !铁的平衡以及电解质如

钠和钾的平衡功能 ~如水潴留 !脱水 !高钙血症 !低

钙血症 !高钠血症 !低钠血症 !缺铁 !高钾血症和低

钾血症的损伤

不包括 }血液系统功能k¥wvsl ~一般代谢功能k¥xwsl ~内分

泌腺功能k¥xxxl

¥xxs 温度调节功能

体温调节的功能 ∀

包  括 }体温的维持功能 ~如体温过低 !体温过高的损伤

不包括 }一般代谢功能k¥xwsl ~内分泌腺功能k¥xxxl

¥xxx 内分泌腺功能

体内激素水平的产生和调节功能 o包括周期性变化 ∀

包  括 }激素平衡功能 ~垂体机能亢进 !垂体机能减退 !甲

状腺机能亢进 !甲状腺机能低下 !肾上腺机能亢

进 !肾上腺机能低下 !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甲状旁

腺功能低下 !性腺机能亢进 !性腺机能低下

不包括 }一般代谢功能k¥xwsl ~水 !矿物质和电解质平衡功

能k¥xwxl ~温度调节功能k¥xxsl ~性功能k¥ywsl ~月

经功能k¥yxsl

¥xx|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与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功能

¥x|{ 其他特指的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

¥x|| 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功能 o未特指

第 6章 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本章涉及排尿和生育功能 o包括性功能和生殖功能 ∀

泌尿功能k¥yts p ¥yv|l

¥yts 尿液形成功能

过滤和采集尿液的功能 ∀

包  括 }过滤 !采集尿液的功能 ~如肾机能不全 !无尿 !少

尿 !肾积水 !低张膀胱和输尿管阻塞的损伤

不包括 }排尿功能k¥yusl

¥yus 排尿功能

尿液从膀胱中排泄出去的功能 ∀

包  括 }排尿 !排尿次数 !排尿控制功能 ~如应激性膀胱 !窘

迫性膀胱 !反射性膀胱 !充盈性膀胱 !持续性尿失

禁 !滴尿 !自主膀胱 !多尿症 !尿潴留和尿急的损伤

不包括 }尿液形成功能 k¥ytsl ~与泌尿功能相关的感觉

k¥yvsl

¥yvs 与泌尿功能相关的感觉

由排尿和相关泌尿功能产生的感觉 ∀

包  括 }尿未完全排空的感觉 o膀胱充盈感

不包括 }痛觉k¥u{sl ~排尿功能k¥yusl

¥yv|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泌尿功能

生殖和生育功能k¥yws p ¥yz|l

¥yws 性功能

与性活动有关的精神和躯体功能 o包括性唤起 !准备 !高潮

和消退阶段 ∀

包  括 }性唤起 !准备 !高潮和消退阶段的功能 ~与性兴趣 !

性行为 !阴茎勃起 !阴蒂勃起 !阴道湿润 !射精 !性

高潮有关的功能 ~如阳萎 !性冷淡 !阴道痉挛 !早

泄 !持续勃起和延缓射精的损伤

不包括 }生殖功能k¥yysl ~与生殖和生育功能相关的感觉

k¥yzsl

¥yxs 月经功能

与月经周期相关的功能 o包括月经的规律性和月经的排

出 ∀

包  括 }月经的规律性和间隔 !月经的最大出血量 !初潮 !

停经的功能 ~如原发和继发性闭经 !月经过多 !月

经频繁 !倒经和经前期紧张的损伤

不包括 }性功能k¥ywsl ~生殖功能k¥yysl ~与生殖和生育功

能相关的感觉k¥yzsl ~痛觉k¥u{sl

¥yys 生殖功能

与生育力 !妊娠 !分娩和哺乳相关的功能 ∀

包  括 }男性生育力和女性生育力 !妊娠 !分娩和哺乳的功

能 ~如精子缺乏 !少精症 !自然流产 !异位妊娠 !流

产 !小胎儿 !羊水过多和早产 !延迟分娩 !乳溢 !无

乳溢和无乳的损伤

不包括 }性功能k¥ywsl ~月经功能k¥yxsl

¥yzs 与生殖和生育功能相关的感觉

由性唤起 !性交 !月经周期和有关生殖和生育功能产生的

感觉 ∀

包  括 }性交疼痛感 !痛经 !停经期间面色潮红和盗汗

不包括 }痛觉k¥u{sl ~与泌尿功能相关的感觉k¥yvsl ~性功

能k¥ywsl ~月经功能k¥yxsl ~生殖功能k¥yysl

¥yz|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生殖和生育功能

¥y|{ 其他特指的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y|| 泌尿生殖和生育功能 o未特指

第 7章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本章涉及运动和活动的功能 o包括关节 !骨骼 !反射和肌肉

的功能 ∀

关节和骨骼的功能k¥zts p ¥zu|l

¥zts 关节活动功能

关节活动的幅度和灵活性的功能 ∀

包  括 }单个或多个关节的活动 !椎 !肩 !肘 !腕 !髋 !膝 !踝 !

手及足部小关节的功能 ~全身关节活动能力 ~如关

节过度活动 !冻关节 !冻肩 !关节炎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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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 }关节稳定功能k¥ztxl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k¥zysl

¥ztx 关节稳定功能

维持关节结构完整的功能 ∀

包  括 }单关节 !多关节和全身关节稳定的功能 ~如不稳定

的肩关节 !关节脱位 !肩和髋关节脱位的损伤

不包括 }关节活动功能k¥ztsl

¥zus 骨骼活动功能

肩胛骨 !骨盆 !腕骨和跗骨活动的幅度和灵活性的功能 ∀

包  括 }如冻结肩和冻结盆的损伤

不包括 }关节活动功能k¥ztsl

¥zu|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关节和骨骼的功能

肌肉功能k¥zvs p ¥zw|l

¥zvs 肌肉力量功能

与肌肉或肌群收缩产生力量有关的功能 ∀

包  括 }与特定肌肉和肌群 !单肢体肌肉 !单侧身体肌肉 !

下半身肌肉 !四肢肌肉 !躯干和全身肌肉力量相关

的功能 ~如足和手小肌肉的力量减弱 !肌肉轻瘫 !

肌肉麻痹 !单瘫 !偏瘫 !截瘫 !四肢瘫和运动性失语

的损伤

不包括 }眼相邻结构的功能k¥utxl ~肌张力功能k¥zvxl ~肌

肉耐力功能k¥zwsl

¥zvx 肌张力功能

肌肉在静息状态下的紧张度和肌肉被动活动时抗阻力的

功能 ∀

包  括 }与独立肌肉和肌群 !单肢体肌肉 !单侧身体肌肉 !

下半身肌肉 !四肢肌肉 !躯干和全身肌肉紧张相关

的功能 ~如肌张力低下 !肌张力亢进和肌肉痉挛的

损伤

不包括 }肌肉力量功能k¥zvsl ~肌肉耐力功能k¥zwsl

¥zws 肌肉耐力功能

与在所需时段内维持肌肉收缩有关的功能 ∀

包  括 }与维持独立肌肉和肌群及全身肌肉收缩相关的功

能 ~如重症肌无力的损伤

不包括 }运动耐受功能k¥wxxl ~肌肉力量功能k¥zvsl ~肌张

力功能k¥zvxl

¥zw|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肌肉功能

运动功能k¥zxs p ¥z{|l

¥zxs 运动反射功能

由特殊刺激自主诱发肌肉不随意收缩的功能 ∀

包  括 }牵张反射 !局部自主关节反射 !由不良刺激和其他

外感受器刺激产生的反射 !逃避反射 !二头肌反

射 !桡反射 !四头肌反射 !膝反射 !踝反射的功能

¥zxx 不随意运动反应功能

由体位 !平衡和恐惧等刺激诱发大肌肉或全身不随意收缩

的功能 ∀

包  括 }姿势反应 !调整反应 !身体调节反应 !平衡反应 !支

撑反应 !防御性反应的功能

不包括 }运动反射功能k¥zxsl

¥zys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

与随意运动的控制和协调相关的功能 ∀

包  括 }简单随意运动和复杂随意运动的控制 o随意运动

的协调 o上下肢的支撑 o左右运动协调 o眼手协调 o

眼足协调的功能 ~如控制和协调问题 o如轮替运动

障碍的损伤

不包括 }肌肉力量功能k¥zvsl ~不随意运动功能k¥zyxl ~步

态功能k¥zzsl

¥zyx 不随意运动功能

肌肉或肌肉群无意识 !无目的或目的不明确的不随意收缩

的功能 ∀

包  括 }肌肉的不随意收缩 ~如震颤 !抽搐 !无意识举止 !刻

板运动 !运动持续 !舞蹈症 !手足徐动症 !声带抽

搐 !张力障碍性运动和运动障碍的损伤

不包括 }随意运动控制功能 k¥zysl ~步态功能k¥zzsl

¥zzs 步态功能

与步行 !跑步或其他全身运动相关运动类型的功能 ∀

包  括 }步行和跑步类型 ~如痉挛步态 !偏瘫步态 !截瘫步

态 !不对称步态 !跛行和强直步态的损伤

不包括 }肌肉力量功能k¥zvsl ~肌张力功能k¥zvxl ~随意运

动控制功能k¥zysl ~不随意运动功能k¥zyxl

¥z{s 与肌肉和运动功能有关的感觉

与身体肌肉或肌群及其运动相关的感觉 ∀

包  括 }肌肉僵硬 !发紧 o肌肉痉挛 !收缩和沉重感

不包括 }痛觉k¥u{sl

¥z{|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运动功能

¥z|{ 其他特指的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z|| 神经肌肉骨骼和运动有关的功能 o未特指

第 8章 皮肤和有关结构的功能

本章涉及皮肤 !指甲和毛发的功能 ∀

皮肤功能k¥{ts p ¥{w|l

¥{ts 皮肤的保护功能

皮肤保护身体免受物理 !化学和生物影响的功能 ∀

包  括 }保护免受太阳和其他射线的损伤 !光过敏 !色素沉

着 !皮质 !皮肤的隔离功能 !骨痂形成 !变硬功能 ~

如破损皮肤 !溃疡 !褥疮和皮肤变薄的损伤

不包括 }皮肤的修复功能k¥{usl ~皮肤的其他功能k¥{vsl

¥{us 皮肤的修复功能

修复皮肤破损和其他损伤的功能 ∀

包  括 }结痂 !愈合 !形成瘢痕 !瘀斑 !瘢痕瘤形成功能

不包括 }皮肤的保护功能k¥{tsl ~皮肤的其他功能k¥{vsl

¥{vs 皮肤的其他功能

除了皮肤的保护和修复功能外的其他功能 o如降温和汗腺

分泌 ∀

包  括 }排汗 !皮肤腺和导致体臭的功能

不包括 }皮肤的保护功能k¥{tsl ~皮肤的修复功能k¥{usl

¥{ws 与皮肤有关的感觉

与皮肤如瘙痒 !灼热和针刺感等有关的感觉 ∀

包  括 }如针刺感和蠕动感的损伤

不包括 }痛觉k¥u{sl

¥{w|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皮肤功能

毛发和指甲的功能k¥{xs p ¥{y|l

¥{xs 毛发的功能

毛发的功能 o如保护 !颜色和外观 ∀

包  括 }毛发的生长 !毛发的色素 !毛发的定位功能 ~如脱

发或秃头的损伤

¥{ys 指甲的功能

指甲的功能 o如保护 !搔痒和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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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指甲的生长和色素 o指甲的品质

¥{y| 其他特指或未特指的毛发和指甲的功能

¥{|{ 其他特指的皮肤和有关结构的功能

¥{|| 皮肤和有关结构的功能 o未特指

附录 2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ΙΧΦ) :身体结构主要类目

定义 }身体结构是躯体如器官 !肢体及其构成成份的解剖结构 ∀损伤是由于明显的偏差或损失造成的身体功能或结构问题 ∀

第 1章 神经系统的结构
¶tts 脑的结构

¶ttss 皮质叶的结构

¶ttsss 额叶

¶ttsst 颞叶

¶ttssu 顶叶

¶ttssv 枕叶

¶ttss{ 其他特指的皮质叶的结构

¶ttss| 皮质叶的结构 o未特指

¶ttst 中脑的结构

¶ttsu 间脑的结构

¶ttsv 基底神经节和有关结构

¶ttsw 小脑的结构

¶ttsx 脑干的结构

¶ttsxs 延髓

¶ttsxt 脑桥

¶ttsx{ 其他特指的脑干的结构

¶ttsx| 脑干的结构 o未特指

¶ttsy 颅神经的结构

¶tts{ 其他特指的脑的结构

¶tts| 脑的结构 o未特指

¶tus 脊髓和有关结构

¶tuss 脊髓的结构

¶tusss 颈部脊髓

¶tusst 胸部脊髓

¶tussu 腰骶部脊髓

¶tussv 马尾

¶tuss{ 其他特指的脊髓的结构

¶tuss| 脊髓的结构 o未特指

¶tust 脊神经

¶tus{ 其他特指的脊髓和有关结构

¶tus| 脊髓和有关结构 o未特指

¶tvs 脑膜的结构

¶tws 交感神经系统的结构

¶txs 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结构

¶t|{ 其他特指的神经系统的结构

¶t|| 神经系统的结构 o未特指

第 2章 眼 !耳和有关结构

¶uts 眼框的结构

¶uus 眼球的结构

¶uuss 结膜 !巩膜 !脉络膜

¶uust 角膜

¶uusu 虹膜

¶uusv 视网膜

¶uusw 眼球的晶状体

¶uusx 玻璃体

¶uus{ 其他特指的眼球的结构

¶uus| 眼球的结构 o未特指

¶uvs 眼周的结构

¶uvss 泪腺和有关结构

¶uvst 眼睑

¶uvsu 眉毛

¶uvsv 外眼肌

¶uvs{ 其他特指的眼周的结构

¶uvs| 眼周的结构 o未特指

¶uws 外耳的结构

¶uxs 中耳的结构

¶uxss 鼓膜

¶uxst 咽鼓管

¶uxsu 耳小骨

¶uxs{ 其他特指的中耳的结构

¶uxs| 中耳的结构 o未特指

¶uys 内耳的结构

¶uyss 耳蜗

¶uyst 前庭迷路

¶uysu 半规管

¶uysv 内耳道

¶uys{ 其他特指的内耳的结构

¶uys| 内耳的结构 o未特指

¶u|{ 其他特指的眼 !耳和有关结构

¶u|| 眼 !耳和有关结构 o未特指

第 3章 涉及发声和言语的结构

¶vts 鼻的结构

¶vtss 外鼻

¶vtst 鼻中隔

¶vtsu 鼻窝

¶vts{ 其他特指的鼻的结构

¶vts| 鼻的结构 o未特指

¶vus 口腔的结构

¶vuss 牙齿

¶vust 牙龈

¶vusu 腭的结构

¶vusus 硬腭

¶vusut 软腭

¶vusv 舌

¶vusw 唇的结构

¶vusws 上唇

¶vuswt 下唇

¶vus{ 其他特指的口腔的结构

¶vus| 口腔的结构 o未特指

¶vvs 咽的结构

¶vvss 鼻咽

¶vvst 口咽

¶vvs{ 其他特指的咽的结构

¶vvs| 咽的结构 o未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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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s 喉的结构

¶vwss 声带

¶vws{ 其他特指的喉的结构

¶vws| 喉的结构 o未特指

¶v|{ 其他特指的涉及发声和言语的结构

¶v|| 涉及发声和言语的结构 o未特指

第 4章 心血管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

¶wts 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wtss 心脏

¶wtsss 心房

¶wtsst 心室

¶wtss{ 其他特指的心脏的结构

¶wtss| 心脏的结构 o未特指

¶wtst 动脉

¶wtsu 静脉

¶wtsv 毛细血管

¶wts{ 其他特指的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wts| 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o未特指

¶wus 免疫系统的结构

¶wuss 淋巴管

¶wust 淋巴结

¶wusu 胸腺

¶wusv 脾

¶wusw 骨髓

¶wus{ 其他特指的免疫系统的结构

¶wus| 免疫系统的结构 o未特指

¶wvs 呼吸系统的结构

¶wvss 气管

¶wvst 肺

¶wvsts 支气管

¶wvstt 肺泡

¶wvst{ 其他特指的肺的结构

¶wvst| 肺的结构 o未特指

¶wvsu 胸廓

¶wvsv 呼吸肌

¶wvsvs 肋间肌

¶wvsvt 膈

¶wvsv{ 其他特指的呼吸肌

¶wvsv| 呼吸肌 o未特指

¶wvs{ 其他特指的呼吸系统的结构

¶wvs| 呼吸系统的结构 o未特指

¶w|{ 其他特指的心血管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

¶w|| 心血管 !免疫和呼吸系统的结构 o未特指

第 5章 与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

¶xts 涎腺的结构

¶xus 食道的结构

¶xvs 胃的结构

¶xws 肠的结构

¶xwss 小肠

¶xwst 大肠

¶xws{ 其他特指的肠的结构

¶xws| 肠的结构 o未特指

¶xxs 胰的结构

¶xys 肝的结构

¶xzs 胆囊和胆管的结构

¶x{s 内分泌腺的结构

¶x{ss 垂体

¶x{st 甲状腺

¶x{su 甲状旁腺

¶x{sv 肾上腺

¶x{s{ 其他特指的内分泌腺的结构

¶x{s| 内分泌腺的结构 o未特指

¶x|{ 其他特指的与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

¶x|| 与消化 !代谢和内分泌系统有关的结构 o未特指

第 6章 与泌尿和生殖系统有关的结构

¶yts 泌尿系统的结构

¶ytss 肾

¶ytst 输尿管

¶ytsu 膀胱

¶ytsv 尿道

¶yts{ 其他特指的泌尿系统的结构

¶yts| 泌尿系统的结构 o未特指

¶yus 骨盆的结构

¶yvs 生殖系统的结构

¶yvss 卵巢

¶yvst 子宫的结构

¶yvsts 宫体

¶yvstt 宫颈

¶yvstu 输卵管

¶yvst{ 其他特指的子宫的结构

¶yvst| 子宫的结构 o未特指

¶yvsu 乳房和乳头

¶yvsv 阴道和外生殖器的结构

¶yvsvs 阴蒂

¶yvsvt 大阴唇

¶yvsvu 小阴唇

¶yvsvv 阴道

¶yvsw 睾丸

¶yvsx 阴茎的结构

¶yvsxs 龟头

¶yvsxt 阴茎体

¶yvsx{ 其他特指的阴茎的结构

¶yvsx| 阴茎的结构 o未特指

¶yvsy 前列腺

¶yvs{ 其他特指的生殖系统的结构

¶yvs| 生殖系统的结构 o未特指

¶y|{ 其他特指的与泌尿和生殖系统有关的结构

¶y|| 与泌尿和生殖系统有关的结构 o未特指

第 7章 与运动有关的结构

¶zts 头颈部的结构

¶ztss 颅骨

¶ztst 面骨

¶ztsu 颈部骨

¶ztsv 头颈部关节

¶ztsw 头颈部肌肉

¶ztsx 头颈部韧带和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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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s{ 其他特指的头颈部的结构

¶zts| 头颈部的结构 o未特指

¶zus 肩部的结构

¶zuss 肩部骨

¶zust 肩部关节

¶zusu 肩部肌肉

¶zusv 肩部韧带和筋膜

¶zus{ 其他特指的肩部的结构

¶zus| 肩部的结构 o未特指

¶zvs 上肢的结构

¶zvss 上臂的结构

¶zvsss 上臂骨

¶zvsst 上臂关节

¶zvssu 上臂肌肉

¶zvssv 上臂韧带和筋膜

¶zvss{ 其他特指的上臂的结构

¶zvss| 上臂的结构 o未特指

¶zvst 前臂的结构

¶zvsts 前臂骨

¶zvstt 前臂关节

¶zvstu 前臂肌肉

¶zvstv 前臂韧带和筋膜

¶zvst{ 其他特指的前臂的结构

¶zvst| 前臂的结构 o未特指

¶zvsu 手的结构

¶zvsus 手骨

¶zvsut 手关节

¶zvsuu 手肌肉

¶zvsuv 手的韧带和筋膜

¶zvsu{ 其他特指的手的结构

¶zvsu| 手的结构 o未特指

¶zvs| 上肢的结构 o未特指

¶zws 骨盆部的结构

¶zwss 骨盆部骨

¶zwst 骨盆部关节

¶zwsu 骨盆部肌肉

¶zwsv 骨盆部韧带和筋膜

¶zws{ 其他特指的骨盆部的结构

¶zws| 骨盆部的结构 o未特指

¶zxs 下肢的结构

¶zxss 大腿的结构

¶zxsss 大腿骨

¶zxsst 大腿关节

¶zxssu 大腿肌肉

¶zxssv 大腿韧带和筋膜

¶zxss{ 其他特指的大腿的结构

¶zxss| 大腿的结构 o未特指

¶zxst 小腿的结构

¶zxsts 小腿骨

¶zxstt 小腿关节

¶zxstu 小腿肌肉

¶zxstv 小腿韧带和筋膜

¶zxst{ 其他特指的小腿的结构

¶zxst| 小腿的结构 o未特指

¶zxsu 踝和足的结构

¶zxsus 踝和足骨

¶zxsut 踝和足关节

¶zxsuu 踝和足肌肉

¶zxsuv 踝和足韧带和筋膜

¶zxsu{ 其他特指的踝和足的结构

¶zxsu| 踝和足的结构 o未特指

¶zxs{ 其他特指的下肢的结构

¶zxs| 下肢的结构 o未特指

¶zys 躯干的结构

¶zyss 脊椎

¶zysss 颈椎

¶zysst 胸椎

¶zyssu 腰椎

¶zyssv 骶椎

¶zyssw 尾椎

¶zyss{ 其他特指的脊椎的结构

¶zyss| 脊椎的结构 o未特指

¶zyst 躯干肌肉

¶zysu 躯干韧带和筋膜

¶zys{ 其他特指的躯干的结构

¶zys| 躯干的结构 o未特指

¶zzs 与运动有关的附属肌肉骨骼的结构

¶zzss 骨

¶zzst 关节

¶zzsu 肌肉

¶zzsv 关节外韧带 !筋膜 !肌外腱膜 !系带 !隔膜 !囊 o未特指

¶zzs{ 其他特指的与运动有关的附属肌肉骨骼的结构

¶zzs| 与运动有关的附属肌肉骨骼的结构 o未特指

¶z|{ 其他特指的与运动有关的结构

¶z|| 与运动有关的结构 o未特指

第 8章 皮肤和有关结构

¶{ts 各部位皮肤的结构

¶{tss 头颈部皮肤

¶{tst 肩部皮肤

¶{tsu 上肢皮肤

¶{tsv 骨盆部皮肤

¶{tsw 下肢皮肤

¶{tsx 躯干和背部皮肤

¶{ts{ 其他特指的各部位皮肤的结构

¶{ts| 各部位皮肤的结构 o未特指

¶{us 皮肤腺的结构

¶{uss 汗腺

¶{ust 皮脂腺

¶{us{ 其他特指的皮肤腺的结构

¶{us| 皮肤腺的结构 o未特指

¶{vs 甲的结构

¶{vss 指甲

¶{vst 趾甲

¶{vs{ 其他特指的甲的结构

¶{vs| 甲的结构 o未特指

¶{ws 毛发的结构

¶{|{ 其他特指的皮肤和有关结构

¶{|| 皮肤和有关结构 o未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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