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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康复医学会近期即将举行第六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正值学会刚刚跨过“而立”之年的里程碑，

抚今追昔，深感学会成长之路值得回顾，一路走来，

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成绩值得珍惜，经验值得总结。

创会之初：致力于推动学科之轫建

1983年4月，在国家卫生部的关怀和支持下，中

国康复医学研究会（筹）在石家庄成立，陈仲武任理

事长，傅大为、张侃任副理事长；1986年1月，中国康

复医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正式产生，顾英奇当选

理事长，傅大为、耿德章、卓大宏为副理事长，陈仲武

任名誉理事长；1988年 9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学会

正式改名为中国康复医学会。同年，会址从石家庄

迁至北京。

学会的建立对我国康复医学作为一个新学科的

兴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诚如近代国际著名

医学大师W.Osler所言，一个新学科的建设，有赖于

成立该专科的学会，开展专科学术活动、出版专科杂

志。中国康复医学会在创会之初，即已及时成立三

个专业委员会，即康复医学教育、中医中西医结合康

复医学、康复工程三个专业委员会；又于 1986 年 2

月，创办《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为此，现代康复医学

之父、美国腊施克教授曾来信祝贺；杂志初为双月

刊，2003年改为月刊。学会先后创办或接管的期刊

还有《中国脊柱脊髓杂志》、《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

志》、《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

文版）》、《中国伤残医学杂志》、《中国实用医药杂

志》、《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等。1984年 12月在石

家庄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康复医学学术会议，带动了

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随后全国综合性的、专委会

的、地方的康复医学学术会议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

现，促进了新学科的普及、提高和成长。

学会作为专业人士与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在

争取政策支持学科发展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学

会（通过其负责人）的倡导下，1984年卫生部发文要

求高等医学院校在本科开设《康复医学》课程；1989

年卫生部决定把康复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医院分级管

理制度内，以上决策有力地促进了康复医学学科的

普及和建设。

队伍培育：学会工作的重要基石

专业队伍的力量从专业能力来说在于其精湛

的技术水平与时俱进，得益于持续、高效的继续教

育。学会是本会会员乃至学科专业人士继续教育

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中国康复医学会从成立之

初到现在，一直努力通过以下途径开展本学科专业

队伍的继续教育。

1. 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举行专题培训班、讲

座和学习班。1983年，邀请美国康复专家H Heller-

stein等教授到石家庄为全国康复医学讲习班授课，

1985年邀请日本上田敏教授等在全国康复医学师

资培训班授课。

2. 学会配合卫生部，确定全国性康复医学继续

教育培训基地或培训中心（如早期确定的中山医科

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河北省人民医院、辽宁汤岗子

理疗医院，以及稍后确定的天津听力障碍康复中心，

佳木斯大学医学院儿童脑瘫康复中心等）。

3. 由学会的一些专业委员会举办亚专科性质

的专题培训班、研修班、讲座等，形式多样，比较活

跃，由国内外专家主讲，颇受欢迎。

此外，学会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即已大力关注

我国康复医师的专科培养制度和康复治疗师的专业

学历教育制度的建设，配合国家卫生和教育部门以

及与中国医师协会等联手协作，到本世纪初，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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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的进展和成绩，为促进我国康复专业人才的

教育和培训走上正轨做出了贡献。

内涵建设：学会常态性的任务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专科学会，学会的内涵建设

是一种基本的、常态性的建设，包括学会下属各专业

委员会的建设；推动康复医疗机构规范性建设；推动

和指导学术交流的开展及水平的提高；培育学会所

属杂志成为精品期刊；职业道德和学风的建设，倡导

科学诚信，抵制学术不端；在学科和专业的建设发

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向政府建言献策；遇重大自然灾

害，组织康复救援；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最后，还包括

围绕完成上述任务逐步加强学会自身能力建设。

在专业委员会的建设方面，随着学科的拓展和

深入，学会的专委会数目逐渐增加，现共设有 22个

专委会，涵盖教育、中西医结合、康复工程，以及临床

康复的主要专科如神经科康复、老年康复、儿科康

复、骨科及创伤康复、心脏康复、康复护理等领域的

专委会，成为推动康复医疗亚专科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康复医疗规范性建设和康复队伍建设方面，

近十多年来，学会先后协助国家卫生部门进行调查

研究，提出了一批有关康复医疗机构和专业队伍建

设与管理的规范化标准、方案和指导性文件，如：《康

复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的实施办法和技术标准》、

《“十二·五”时期康复医疗工作指导意见》、《综合医

院康复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康复医院基本标

准》、《常用康复治疗技术操作规范》（2012 年版）、

《康复医疗服务示范医院评审标准》、《康复治疗师管

理办法》、《康复治疗师培训大纲》、《康复医疗机构质

量控制标准》、《康复专科医师执业范围》、《关于我国

康复治疗技术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分析》、

《物理治疗与作业治疗教学指南》等，体现了学会的

建言献策、促进专业发展的作用。

在组织对自然灾害进行康复救援方面，学会在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受卫生部委托制定

地震伤员康复工作方案和相关技术标准，巡回指导

地震伤员早期康复，举办康复技术培训班，协助卫生

部组织了9个省市康复救援队奔赴灾区展开康复救

援工作，成绩显著，荣获“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称号。

在抵制学术不端方面，2005年，学会以参加该

年 ISPRM期刊主编国际论坛为契机，通过专题文章

向国内专业工作者传达了有关抵制学术不端的精

神，学会系统的学术生态建设自此步入常态化。

在学会自身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我会多

年来一直注意遵循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

科协等上级部门发布的有关指示的原则和精神，包

括对学会（含属下专委会）活动以及自律等方面的

要求，进行自我监督和行风建设。

在加强学会自身能力的建设中，我会还注意到

了加强与国内兄弟康复医学学会的联系和协会，近

年来，我会在与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分会、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

等兄弟学会的学术和会务协作中也有很大进步。

国际交流：与世界同步前进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通过地区的和

国际间紧密合作交流而取得的。康复医学及其密切

相关学科，其专业学术组织以及有代表性的专家学

者，已经组成网络。中国康复医学会也正是在扩大

学会间的这种专业网络的交流合作取得不断进步

的。

学会创建伊始，我会即与国际康复医学会（IR-

MA）开展了交流与合作。1986年 2月，傅大为副会

长率团赴马尼拉参加第五届国际康复医学会学术大

会，同年，陈仲武、卓大宏被聘为 IRMA的中国委员；

1987年，我会邀请时任 IRMA会长T Reyes来华访

问商讨两会合作事宜，此后，1990、1994、1997 年我

会分别组团参加第六、七、八届 IRMA学术大会，进

行学术交流。

与此同时，学会又派出了几批专题考察团到国

外考察康复医学，吸取先进经验，如1989年9月由殷

大奎率团赴日本考察康复医学事业管理；1991年由

曲镭率团赴日本考察老年康复。

从2001起，我会正式加入新组建的国际物理医

学与康复医学学会（ISPRM），作为团体会员并与时

任 ISPRM会长 J Melvin教授商讨拟订了详细的两

会在学术交流、人员培训、学会建设等方面的合作计

划，Melvin和另一位会长 J DeLisa教授曾多次来中

国讲授发展康复医学学科的经验，甚有裨益。此后，

每届 ISPRM 大会，我会都组团参加且人数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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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显示出对国际交流的关心和热情，也展示了我国

康复医学事业的日益进步和壮大。

在双边协作方面，我会与挪威协力会（NMA）合

作，推进我国国内康复治疗师专业教育的改革和规

范化建设，进展良好。在我会主持下，并取得WFOT

（世界作业治疗师联盟）、WCPT（世界物理治疗师联

合会）的协助，于2013年编订出版了《物理治疗与作

业治疗教学指南》。

此外，我会许多专业委员会在组织学术年会或

举行专题研讨时，重视与对口合作的国际专科学会

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派出著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

或做专题报告。

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康复医学事业共荣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兴起，由此而带动了我国

康复医学事业正以“康复大国”的面貌初现于世界。

中国康复医学会积极主动争取为组织国际康复医学

学术活动多做贡献，我会与中华医学会协力，成功争

取到 2013年在北京主办第七次国际物理医学与康

复医学学术大会。初次以主办者身份走上国际康复

医学大舞台，大会获得圆满成功，得到国际同行的好

评。

此外，我国康复医学专家的努力和成就得到了

国际康复医学界的认可和赞扬，在国际学会中受到

重视和重用。2014 年 6 月励建安教授荣任 ISPRM

主席，2014年10月励建安教授当选为美国医学科学

院外籍院士。

胸怀万里志，更上一层楼。藉此中国康复医学

会新的领导层即将产生之际，我们衷心祝愿在学会

新一届领导的带领下，全体会员同志共同努力，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在学会从“而立”迈向学术“不惑”的

新的十年中，满怀信心，再创辉煌。

励建安教授当选2014年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当地时间2014年10月20日，美国医学科学院在华盛顿宣布新

增70名院士和10名外籍院士名单，其中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

复医学中心主任励建安教授入选该院新一批外籍院士。

励建安教授在获得院士殊荣后接受采访时说：“获得美国医学科学

院的外籍院士是我国康复医学影响力和地位提高的标志，作为获此殊

荣的中国人，我为祖国康复医学人而感到荣耀。”

美国医学科学院是美国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四大学术机构（美国国

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医学科学院、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之

一。入选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被认为是健康和医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

一，旨在鼓励那些在健康和医学领域取得杰出专业成就的个人。美国

医学科学院每年在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中，

选出70名新任院士、10名新任外籍院士。院士实行终身制，主要负责向

美国政府提供咨询、预防等方面的建议，以及从事与全球健康有关的事

务。

美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70年，迄今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包括外

籍院士）总数为20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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