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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疾病分类第 ts次修订本0的全名是5疾病和

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 ts次修订本6 o简称

�≤⁄2ts≈t  ∀它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编写 !修订和出版 o

是指导世界各国在收集 !整理 !汇总上报以及统计分析

居民健康状况中必须遵循的分类标准 ∀ /国际功能分

类0的全名是 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6 o简称

�≤ƒ
≈u  ∀它也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编写 !修订和出版 o

是指导世界各国收集 !整理 !汇总上报以及统计分析居

民残疾状况中必须遵循的分类标准 ∀

�≤⁄自产生至今已有 tss多年的历史 o其间经历了

ts次修订 o从最初仅用于死亡原因统计发展到涉及所

有疾病和死亡原因k包括损伤和中毒及其外部原因l的

统计分类 o近年来发展到涉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

国际分类家族0k简称 ƒ�≤l o体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各

国政府对反映居民健康状况的国际分类标准的认可和

重视 ∀

1 国际分类家族简介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国际分类家族是为了便于对

健康信息进行国际间比较 o其基本原则是所有的分类

都应符合科学性和跨学科性 o在相互使用中保持连贯

性 !一致性和恰当性 o能够对不同用户在现时或发展的

健康信息需求上作出反应 o具有明晰而可靠的编码规

则 o并与国际标准化组织k�≥�l制定的标准相统一或符

合 ∀

与健康问题有关的国际分类家族k见图 tl由两个

核心分类成员和其他分类成员共同组成 ∀�≤⁄2ts和

�≤ƒ作为两个核心分类是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 o它们之

间既有区别 o又有联系 o互不可缺 ∀

�≤⁄2ts从描述和反映影响居民健康的角度对疾病

和损伤中毒给予编码和分类 o�≤ƒ则从描述和反映残疾

人士在身体状况和社会参与的角度对各种影响给予编

码和分类 o两部分资料的汇总与综合能够更客观 !更全

面地反映各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影响健康的问题 ∀

作者单位 }tsszvs北京市 o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北

京协和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中心 ∀作者简介 }董景五

kt|xt2l o男 o研究员 o主要研究方向 }疾病分类 ∀

  其他成员均与这两个核心分类有关 o尤其是围绕

�≤⁄2ts产生和发展起来许多相关分类 ∀例如 }国际医

疗操作分类k�≤°�l !国际肿瘤分类第 v版k�≤⁄2�2vl !

国际初级保健分类第 u版k�≤°≤2ul !国际损伤外部原

因分类k�≤∞≤�l o以及细致划分各专科疾病及编码的专

科适用本 ∀另外 o国际疾病命名法k��⁄l作为描述各种

疾病法定名称的权威出版物 o为分类家族提供了疾病

用名的依据 o但由于 ��⁄目前尚未覆盖全部的疾病 o分

类家族尤其是 �≤⁄2ts又成为它最好的补充和完善 ∀

图 1  与健康问题有关的国际分类家族示意图

2 ΙΧ∆210简介

�≤⁄2ts由 v卷组成 ∀第 t卷主要包括 �≤⁄2ts全部

v位数Πw位数编码内容及其必要的注释和说明 o第 v

卷主要包括在查找疾病 !损伤 !中毒的临床表现和外部

原因时详细的内容和编码 o第 u卷则用于指导用户如

何正确使用 �≤⁄2ts第 t卷和第 v卷 o并对使用中需要

遵循的各项规则和有关问题给予详细的介绍 ∀

�≤⁄在编制和使用中都以首先满足统计需要为前

提 o但为了适应各个医学领域对疾病分类的需求 o�≤⁄

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o使其更加丰富和灵活 o使

各个医学领域在使用 �≤⁄的过程中都能找到适合的方

法 o解决本领域的特殊需求 ∀

�≤⁄2ts在分类轴心上强调/以病因为主 !解剖部位

和其他为辅0的原则 o采用 vΠw位数的/字母数字编码0

形式 o即第 t位数为英文字母 o第 u位至第 w位数为阿

拉伯数字 o从/ �ss p �||0对所有的疾病k包括损伤和中

毒及其外部原因 !与保健机构接触的理由l归成与医教

研基本相符的 ut大类疾病 o再逐渐细分成小类 !节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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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或 w位数的详细内容 ∀�≤⁄2ts在分类结构上充分

运用有限的位数来突出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和情况 o

同时采用尾部编码开放式的技巧用于包括其他所有的

疾病和情况 ∀�≤⁄2ts在编码使用上只对前 w位数有统

一要求 o对以后的扩展位数及编码排列没有限制 o从而

既可以保证各国各地汇总资料的一致性 o也允许各个

领域或局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发展 ∀�≤⁄2ts还

继续沿用了 �≤⁄2|中各种形式的编码系统和特定意义

的符号以满足卫生统计 !预防医学 !基础医学以及临床

医教研各方面的需要 ∀

在�≤⁄2ts中出现的医学诊断名称虽然不全是国

际标准医学术语 o但也是使用比较频繁 !为大多数医务

工作者认可的称呼 ∀特别是在中文版编译本中 o已尽

可能采用了我国已经出版的标准医学名词中新的译

名 ∀这些标准医学名词都是经过我国医学名词审定委

员会各专业审定组的专家学者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公

布的 ∀根据国务院授权 o这些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在

科研 !教学 !生产 !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各部门均应遵

照使用 ∀

3 ΙΧΦ简介

�≤ƒ 的前身是 / 国际损伤 !障碍和残疾分类

k�≤�⁄�l0 ∀制定分类的想法产生于上世纪 zs年代初 o

并于 t|zy年根据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出版了试行的

分类 ∀随后由世界卫生组织于 t|{s 年正式推出

�≤�⁄�o用于对残疾人士的残损 k�°³¤¬µ°̈ ±·¶l !残疾

k⁄¬¶¤¥¬̄¬·¬̈¶l和残障k�¤±§¬¦¤³¶l进行描述 !编码和分类 ∀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o该分类的应用和发展并不顺利 o直

至 �≤⁄2ts修订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o世界卫生组织才投

入更大的力量对该分类进行第 u次修订 ∀在修订过程

中 o各国的专家学者对原分类提出大量改进意见和建

议 o使此次修订彻底改变了原分类的思想和原则 o从而

产生出崭新的/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类k�≤ƒl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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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从概念

上把原分类侧重的 /疾病的结局0分类转变为现在的

/健康的成份0分类 ∀ /健康的成份0需要确定由哪些因

素构成人的健康 o而/疾病的结局0则只能反映疾病k包

括损伤中毒l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和危害 ∀

�≤ƒ对健康的成份进行了划分 o并将其归纳为两个

部分的 w种情况而加以编码≈u 
k见图 ul ∀把影响健康

状况的两部分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o并给予明确阐

述 ∀  

4 ΙΧ∆210与 ΙΧΦ的特异性和互补性

建立国际分类家族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框架 o以

便对广泛的健康问题进行描述 !交流和分析 o而各个分

类的编码就像一种标准化的语言 o使全世界不同学科

和领域得以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

�≤ƒ

第一部分 }功能和残疾

身体功能   ¥tts p ¥{||

身体结构   ¶tts p ¶{||

活动和参与  §tts p §|||

第二部分 }背景性因素
环境因素   ẗts p ẍ||

个人因素   无

图 2  ΙΧΦ健康成份的内容及编码范围

在国际分类家族中 o所有影响到健康本身的情况

k如疾病 !疾患 !损伤 !中毒及其外部原因l被 �≤⁄2ts所

编码 o而上述情况对个人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k如功

能 !残疾 !活动及社会参与能力 !环境因素等l则被 �≤ƒ

所编码 o从而为在国际背景下描述和比较各国 !各地区

人口的健康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 ∀由 �≤⁄2ts提供的

人口中疾病和死亡水平的信息以及由 �≤ƒ提供的残疾

人士中受到疾病和损伤影响的有关信息能够被很好地

结合起来作为综合指标 o用于更全面地反映和监测全

部人口的健康状况和水平 o并对那些导致疾病和死亡

的原因所起的作用进行更深入的测量和评估 o为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预防和减少疾病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

我国自 t|{z年起开始推广应用 �≤⁄2| o自 ussu年

起开始推广应用 �≤⁄2ts o完全等效采用 �≤⁄2ts编写的

/疾病分类与代码0国家标准k��Π× twv|y2usstl也已于

ussu年 y月 t日起正式实施 o这标志着我国在推广应

用 �≤⁄2ts的工作上已经走上标准化 !规范化 !法制化

的道路 ∀ussu年 v月 o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以联合

国 y种工作语言k包括中文l同时出版了 �≤ƒ的正式版

本≈u 及相应的电子出版物 o在我国推广应用 �≤ƒ 的工

作也已迫在眉睫 ∀我们希望广大的医务工作者能够通

过各种途径尽快学习和掌握有关 �≤ƒ 的内容≈v 
o为今

后在自己的业务工作中使用 �≤ƒ做好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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