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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usst年 ts月 ut p uz日 o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

达k�̈·«̈¶§¤l召开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家族k·«̈

ƒ¤°¬̄¼ ²©�±·̈µ±¤·¬²±¤̄ ≤̄ ¤¶¶¬©¬¦¤·¬²±¶o• ��2ƒ�≤l合作中心

领导人会议 o会议要求秘书处为 ussu年的合作中心领

导人会议提交一份文件 o说明 �≤ƒ在世界健康调查项

目k·«̈ • ²µ̄§ � ¤̈̄·« ≥∏µ√̈ ¼ °µ²ªµ¤° o• �≥l中的应用情

况 ∀本报告就是应这一要求而作 ∀

2 ΩΗΣ的原理 !目标和实施

从国家和国际两个层次上来讲 o卫生政策制定者

都面临着两大挑战 }

#如何获得可用于改善人口健康状况的可靠信息 ~

#如何提高国际国内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以及在不

同国家背景下如何加快经济发展以获得改善健康所必

需的资源 ∀

国家卫生部只有在能够监控投入 !卫生系统功能

和结果的情况下 o才能对这些挑战作出反应 ∀这反过

来又要求必须拥有高质量的基础信息 o以反映卫生系

统的现行运转状况和增加投入后预期的结果 ∀尽管常

规的卫生信息系统k� ¤̈̄·«�±©²µ°¤·¬²± ≥¼¶·̈°¶o��≥l能提

供部分信息 o但还远远不够 ∀调查结果可以补充 ��≥

数据 o从而更好地监控卫生系统的职能 o建立必要的基

础信息 ∀

据此 o• ��开发了调查项目并实施了世界健康调

查k • �≥l o以汇集人口健康状况全面的基础信息 ∀

2 .1 • �≥的目标  为回应上述挑战 o• �� 为 • �≥提

出了以下目标 }

#开发一种低耗 !有效 !可靠和具有可比性的人口

健康信息调查方法 ~

译者单位 }tssszz 北京市 o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信息研究所 ∀译者简

介 }蔡飞鸣kt|yz2l o男 o主治医师 o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及文献研

究 ∀

  #建立一种监控卫生系统的事实基础 o以确定预定

目标是否实现 ~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用于调整方针 !政策和项目的

事实资料 ∀

2 .2 • �≥的实施  • �≥的实施具有如下特征 }

2 .2 .1 模块方式  • �≥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块

菜单 o各国可以从中选择合适的模块或增加新模块 ∀

• ��提供的模块包括了制定政策所必需的几个方面

的卫生数据 }

#人口的健康状况 o对健康的各个维度进行测量 ~

#危险因子 }诸如吸烟和酗酒 !空气和水污染 o及其

与健康状况的关系 ~

#卫生系统的反应性 }评价卫生系统满足人群合理

需求的程度 ~

#主要卫生服务的覆盖面 !途径和利用 }如免疫接

种 !婴幼儿疾病 !性传播疾病k≥×⁄l !爱滋病等的治疗 ~

#卫生保健的支出 }指的是家庭用于健康保健的费

用 ∀

2 .2 .2 调查方法的选择  各种调查方法都经过了前期

测试 o各国可以决定哪种方法最为可行或具有最佳的

价效比 }

#面对面家访调查 }接触随机选择的家庭 o访问该

家庭中的一位成员 ~

#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k≤²°³∏·̈µ�¶¶¬¶·̈§×¨̄ ³̈«²±̈

�±·̈µ√¬̈º o≤�×�l }在电话网覆盖范围足够广泛的地区 o

可以利用计算机系统 o通过电话进行调查 ~

#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k≤²°³∏·̈µ�¶¶¬¶·̈§ °̈ µ¶²±¤̄

�±·̈µ√¬̈º o≤�°�l }用便携式个人电脑代替纸笔进行数据

采集 ∀

2 .2 .3 样本量  调查结果只有具备人群代表性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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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提供帮助 ∀根据各国需要 o样本量可在 tsss

p tssss之间 ∀被调查者应随机抽取 ∀第一阶段工作

主要覆盖成年人kt{岁以上人口l o第二阶段可把重点

放在更年轻的人群上 ∀

2 .2 .4 可比性  • �� 的调查项目开发已经保证了调

查内容和实施方式对不同文化背景具有敏感性 ∀各项

技术都经过了预试验 o能描述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

自陈式报告以及对卫生系统服务的信任度 ∀

3 ΙΧΦ如何应用于 ΩΗΣ

�≤ƒ主要以两种方式用于 • ��健康调查 }为健康

的定义提供理论框架 o为健康状况评估调查问卷提供

整套健康和健康相关体系以及典型的测试项目集 ∀

3 .1 健康的定义  • ��健康调查把健康定义为/除身

体功能和结构的改变之外 o还包括个人得到辅助后的

能力0k在这里 o/辅助0不包括私人之间的帮助 o而狭义

地定义为那些人们可以随身携带的辅助l ∀这一定义

就是基于 �≤ƒ/活动和参与0分类中/辅助后的能力0模

式而构建的 ∀

3 .2 多维度测量健康  • �≥健康模块项目生成程序

包括两个基本步骤 }首先选择出那些全面覆盖整个健

康领域的健康维度 o其次挑选出能充分表达上述维度

的项目 ∀此外 o每一项目都对其信度 !效度和交叉人群

的可比性进行了评定 ∀

通常情况下 o调查项目的产生始于广泛的文献综

述 ∀从现存的健康评价工具中抽取全部或部分项目 o

加工项目 o使每一个问题都能够评价已公布的心理学

属性 o并显示出有可能为未来的数据横向比较研究提

供良好的机会 ∀除文献综述外 o有关维度和项目还可

经专家组讨论和定性研究k如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健

康的核心架构l加以收录 ∀

下一步是对初步汇总的调查或问卷项目草案加以

筛选 ∀选择项目的规则由调查者向专家咨询后自行决

定 o但要符合调查的总体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

设计的理论架构 o还要符合常用的心理测量标准 o这些

标准有 }清晰明确k即使受试者文化水平不高l !避免多

重问题和使用专业术语 !使用统一规范的回答方式或

用具体事物回答 !尊重自我报告 !具有表面和内在效

度 !与已知的参考测试保持共同效度 !建立在现有的知

识之上 o以及具有良好的信度k测试2再测试 !观察者内2

外 !内部一致性等l ∀对于国际健康调查而言 o较重要

的是还要加上跨人群可比性 !跨人群测量属性的稳定

性 o以及不同人群的相似性等心理测量标准 ∀

多年发展起来的 �≤ƒ o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评价工具

) ) ) • �� ⁄�≥ ��o在创建自己的功能与残疾维度项目

库时遵循了这套程序 ∀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超过

vss种评价健康 !功能和残疾 o评价生活质量的工具 o目

的是为了涵盖健康的所有领域和维度 ∀ • �� ⁄�≥ ��

涵盖了认知 !生活自理 !运动 !人际关系 !日常活动以及

社会参与及其后果 o并表明具有稳定的因子结构 o在不

同国家不同人群之间可重复 o维度内单一标准 o以及良

好的重复实验信度 ∀�≤ƒ 和 • �� ⁄�≥作为跨文化的

平台 o为调查问卷奠定了基础 ∀

• ��健康调查系统健康模块就是借鉴了这次 �≤ƒ

和 • ��⁄�≥ ��大规模的项目生成过程而开发的 ∀对

• �≥来说 o它的首要目的在于评价不同维度的健康状

况 o并由普通人群报告 ∀

• ��多国调查研究所使用的健康状况描述件包

括 ut个健康和健康相关维度的 yv个项目 ∀见表 t ∀
表 1  项目维度和项目说明

整体健康 {项 o自我评价健康和自我评价受限各 z个核心维度

视力 v项 }受试者戴眼镜吗 o近视还是远视

听力 v项 }受试者戴助听器吗 o远距离听力下降还是不能对话

理解力 u项 }烧心 !大便失禁

排泄与控制 u项 }大便有问题 o小便有问题 o控制大小便的能力

生育 u项 }夫妇想生育吗 o他们能生育吗

皮肤和畸形 u项 }询问皮损 o询问是否有胳膊 !腿 !脚的缺失 !毁

损或瘫痪 ∀

呼吸困难 v项 }休息时气短 o轻度运动时气短 o咳嗽 o喘息

疼痛和不适 u项 }多痛 o哪痛k检查表l

情感 w项 }受试者处于不同情绪状态的时间总和

睡眠 u项 }睡眠Π夜晚时间比 o睡眠问题

精力和活力 u项 }经常精力充沛 o经常感到疲倦

理解和内心活动 w项 }注意力不集中 o记忆力下降 o解决问题困

难 o学习困难

交流 u项 }理解困难 o交谈困难

运动和身体活动 w项 }站立困难 o到周围活动困难 o攀登困难 o体

格健壮

灵活和精细活动 t项 }手或指使用困难

自理 v项 }盥洗困难 o穿衣困难 o独处困难

人际关系 v项 }维持友谊困难 o与人交往 o性行为

日常行为和角色 z项 ow项为家庭活动困难 ov项为工作Π学习活

动困难

社会功能 u项 }参与公共活动和正常社会行为问题

影响 u项 }金融资源消耗及由于受试者的健康引发家庭问题

  在这项涉及 yt个国家的实验基础之上 o• �≥的健

康维度减少为 {个/核心0维度k视力 !疼痛和不适 !情

绪 !睡眠和精力 !认知 !运动 !自理 !人际交往l ∀

所有这些问题询问的都是最近 vs 天内的情况 ∀

注意的焦点在于受试者在现实环境中对每个维度的困

难体验 ∀因此 o调查的重点在于观察受试者回答问题

时的表现 ∀

• �≥健康模块中应用了健康维度和项目的选择

还有两个部分 }虚拟简介和健康状况评价 ∀

虚拟简介是对某一健康维度中的具体能力水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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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描述 o要求受试者对此进行评估 ∀简介在每一维

度都固定提供能力的给定水平 o受试者对简介中的能

力进行评估 o这样可以便于 • ��测定不同人群对这些

维度的不同理解 o以及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何在 o为这些

健康维度的跨人群数据比较提供测量方法 ∀ • �≥共

有 w套虚拟简介 o要求受试者在 x个给定的维度点上

判断困难程度 ∀这里有两个例子 }

例 t  ≈玛丽 能毫无困难地四处活动 o自如地使用四肢 ∀

她能轻松地每周散步两次 o每次 w公里 ∀您认为她有活动困难

吗 �

  没有 t   , , , , , , , , , , , , , , , , , , ,

  轻度 u   , , , , , , , , , , , , , , , , , , ,

  中度 v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度 w   , , , , , , , , , , , , , , , , , , ,

  极度Π不能 x   , , , , , , , , , , , , , , , , ,

例 u  ≈凯伦 是 t名教师 o但上个月不得不全休两周 ∀即

使现在她也感到疲惫和虚弱 o难以在教室站立太长时间 ∀同事

注意到她在批改试卷时发生了严重错误 ∀您认为她在职业和

家庭活动方面存在困难吗 �

  没有 t   , , , , , , , , , , , , , , , , , , ,

  轻度 u   , , , , , , , , , , , , , , , , , , ,

  中度 v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度 w   , , , , , , , , , , , , , , , , , , ,

  极度Π不能 x   , , , , , , , , , , , , , , , , ,

受试者除了陈述自身的健康状况外 o还被要求完

成 t项评估测试 ∀测试要求他们想像出健康状态都有

哪些 o然后把它们按最健康到最不健康进行排序 ∀这

项测试的目的在于测度受试者在陈述健康状况的价值

取向 o这将提示身体功能和活动方面对受试者经济影

响最大的健康维度 ∀ • �� 可以据此判断受试者的外

部环境与完满的健康人际关系之间的差距 o从而确定

人群中总体健康需求 o比如校正的健康寿命k� ¤̈̄·«

�§∏¶·̈§�¬©̈ ∞¬³̈¦·¤±¦¼o���∞l或校正的残疾生活年限

k⁄¬¶¤¥¬̄¬·¼ �§∏¶·̈§�¬©̈ ≠ ¤̈µ¶o⁄��≠¶l ∀

总之 o• �≥健康模块的总体架构是以 �≤ƒ为基础

建立的健康维度和单个项目 ∀从这个角度说 o• �≥建

立在 �≤ƒ所确立的方法学基础之上 o也就是说 o在内容

上符合 �≤ƒ的基本思想 ∀

4 在 ΩΗΣ中应用 ΙΧΦ的意义

在国际健康和残疾统计中使用 �≤ƒ的明显意义在

于 o它能为收集的数据提供国际间的可比性 ∀ • �≥是

讫今规模最大的国际健康调查 o它将为各国和国际研

究机构提供无限的数据资源 ∀与 �≤ƒ相联结 o以使这

些数据获得可比性 o具有相当可观的价值 ∀此外 o每个

国家将有可能从 • �≥所产生数据中获得评估人口状

况的标准 ∀这些标准将用与 �≤ƒ相一致的术语表达 o

以提高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 k收稿日期 }ussu2tt2uzl

#康复护理#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应用 ΑΤΓ 护理体会

吴小玲  张晓玲

≈关键词  骨髓移植 ~抗2×淋巴细胞球蛋白 ~护理

中图分类号 }h wzv qx o� xxz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tssy2|zztkussvlst2sstt2su

抗2×淋巴细胞球蛋白k¤±·¬2×2̄ ¼°³«²¦¼·̈ ª̄²¥∏̄¬±o

�×�l是用人胸腺细胞免疫动物 o然后收集其血清提取

制成的免疫球蛋白 o主要的临床免疫抑制作用是选择

性对抗人体 ×淋巴细胞 o在体内通过结合和调理淋巴

细胞 o由循环的单核细胞进行吞噬作用 o并固定巨噬细

胞成分 o抑制同种异体抗原对淋巴细胞的特异性刺激 o

抑制淋巴细胞的直接细胞毒性或抗体毒性作用 o使周

围淋巴细胞减少 o从而抑制人体免疫起到抗排斥作

用≈t  ∀环孢素 �应用于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k¤̄2

²̄ª̈ ±̈ ³̈µ¬³«̈µ¤̄ ¥̄²²§ ¶·̈° ¦̈¯̄ ·µ¤±¶³̄¤±·¤·¬²±o¤̄ ²̄2°�2

≥≤×l后 o虽然显著减少了移植物抗宿主病kªµ¤©·√̈ µ¶∏¶

«²¶· §¬¶̈¤¶̈ o �∂ �⁄ l 的 发 生 o 但

�∂ �⁄仍然是当今 ¤̄ ²̄2°�≥≤×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作者单位 }tss{xv北京市 o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 ∀作者简介 }吴小玲

kt|zt2l o女 o护师 o主要从事护理工作 ∀

一 ∀为了更进一步改善移植效果 o我科自 usss年 t月

至 usst年 tu月 o共有 tx例 ¤̄ ²̄2°�≥≤×患者应用 �×� o

使 �∂ �⁄的发生率降低 xs h ∀几年前 o�¤§̈±和 �¬̄̄¬̈µ

应用 �×�诱导治疗后发现 o采用短时间内应用 �×�诱

导治疗 o移植物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至少降低 xs h o

移植物存活率延长 o甚至可以延长患者的存活率 o而且

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也相对降低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本组 tx例 o其中男性 tt例 o女性 w

例 o年龄 t{ ) wt岁 o平均年龄 u|岁 ~急性非淋巴细胞

白血病 ts例 o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v例 o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 u例 ∀

1 .2 �×�的应用方法

1 .2 . 1 药物来源  采用德国 ƒµ̈¶̈ °∏¶公司生产的

�×� o为一种兔的免疫血清 ∀ �×�剂量按每日每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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