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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贺词·

2024康复医学大趋势

励建安1

2023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医疗

卫生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康复医疗面对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可圈可点的事情层出不穷。

本文阐述2024年康复医学之梦，期待学科发展的新

篇章。

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和契机：历时三年的新冠

病毒感染大流行终于终结，但是新冠病毒依然存

在，并无形地影响着医疗领域。新冠病毒可以侵犯

人体的几乎所有组织和器官，并以不断变异的特征

挑战医学的应对策略。临床医学的各个学科都由

于按照组织和器官进行分科的规律，造成单一学科

难以应对的挑战。康复医学作为一个以功能为纲，

具有特殊理论和技能，涉及各类疾病的全科，将成

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及其长期问题的主力。这是我们学科的契机，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针对新冠病毒感染

后的长期问题，开展康复关联的评定、治疗和总结，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脑雾、精神心理问题、认知障碍

等）、外周神经系统疾病（运动神经关联的肢体运动障碍、末梢神经障碍等）、自主神经系统疾病（体位性心动

过速、多汗、胃肠运动障碍等）、心血管系统疾病（心肌损害、心功能下降和运动耐力下降、血管病变等）、慢性

疼痛（肌肉、骨关节等）、运动耐力衰退、慢性呼吸功能障碍等。此外，应该积极倡导合理的运动锻炼、营养和

良好心态，提升自身免疫能力，尽可能在病毒攻击的时候，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进行预防，在病毒和我们共存

时，有效抑制病毒，避免复燃或再发。

价值医疗大趋势带来的希望：国家的医疗方针已经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在这个大局之

下，强调价值医疗已经逐步成为共识。针对当前医保以疾病诊断为纲（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支付

模式在康复医疗领域的困境，长沙、南京、无锡、张家港、深圳等地已经开始进行以价值医疗为导向、功能改善

为核心的医保支付体系改革。改革的要素是：采用功能为纲的分组（function related groups，FRG）作为预付

值的计算基础，采用WHO的国际功能分类（ICF）作为疗效评价的基础工具体现价值医疗，从而既有利于医

保的总额控制，又可以激励有效医疗，遏制无效医疗。期待该方向的改革持续推进，逐步得到普遍应用和深

化，最终在国际上创立新型医保支付模式。从价值医疗的角度，这种新型的医保模式不仅对康复医学有重要

价值，也有可能成为所有医学专科的医保给付模式，从而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

医学数字化成为最强大的学科发展动力：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并迅速影响着整个社会。包括数字化工

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军事和数字化服务等。如果不主动适应和利用时代的变化，我们将追悔不已。从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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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角度，我们不是要“弯道超车”，而是要“变道超车”，数字化医疗已经开始，并正在重新定义

现有的医学体系，包括康复医学。数字化康复的关键词包括：ChatGPT、数字化健康画像、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以及康复机器人等。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基于强化学习式指令的人工智能模型，具有超强

的理解能力、自我学习和逻辑推理能力、强大的生成应用能力等。ChatGPT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康复咨询和教

育，简化康复处方制定和简化工作流程、提供决策支持，辅助远程康复和居家康复等，将成为老年人、慢病患

者、智力障碍和认知障碍患者、孤独症和失智症、抑郁症/焦虑症等患者的交流、学习和康复的有效工具，为患

者打开一个敞开心扉的窗口和一个无所不能的沟通渠道。此外，ChatGPT在医学教育和科普教育方面将发

挥十分积极的应用，甚至是革命性的发展。

数字化健康画像（digital health portrait，DHP）是人体健康状况的综合表述，其基本架构是：通过可穿戴

装备提取健康信息，通过人体物联网和4G/5G进行信息传输、形成大数据，并在人工智能分析后反馈给所有

用户和利益相关方。数字化健康画像的内涵包括：生命体征（体温/心率/呼吸/血压）、躯体功能（运动/活动/姿

势/体态）、神经功能（脑电/肌电/认知/言语/精神心理）、行为功能（日常生活/工作/社会等）和生物标志物（血

糖、血脂等）等。这些数据目前都是基于孤立的时间节点采集，无法实现个体化和全生命周期的连续数据采

集，因此难以形成符合人体生理规律的趋势判断。这也造成正常值判断的个体误差，导致临床的误诊误判。

现在我们有可能通过穿戴装备长期连续提取上述生理信息，通过人体物联网（human internet of things，

HIoT）将数字化的健康信息实时发送到云端数据库，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再将有临床价值的信息反馈到用户

（患者或其他应用人群、医务人员及所有利益相关方）。数字化健康画像将深化人体生物钟规律的科学认识、

改变健康和功能评价模式、形成个体和群体的健康指数、调整疾病诊断标准和功能评定标准，实现全人群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同时也将有利于医疗体制的改革：缩短人群与医疗服务的空间距离、促使医疗价值和

医疗质量实现连续量化评价和监控、协助卫生政策和医保政策制定、协助临床医疗方案和康复方案的制定与

调整等。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数字化健康画像对康复学科的影响，主动顺应发展潮流。

临床-康复一体化引领大康复时代：康复医学和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是医学体系的基本组成。这三个核

心成分不是时间轴上的三个段落，而是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功能环。除了各自独立的成分之外，这三个成

分有着很大的交融区域。临床康复一体化是指临床医学与康复医学互相交融的成分，是推动康复医学发展

的强劲动力，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每个临床学科的患者都有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功能障碍，因此都涉及

康复问题，特别是各类慢病，也包括急性疾病的恢复阶段。国家在积极鼓励临床-康复一体化的进程，包括多

学科团队合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和许

多疾病的早期康复介入。在药品和耗材零差价的大局之下，各个临床学科也有必要发展临床住院时期的康

复服务，形成新的医疗服务和经济增长点。重症康复、呼吸康复、心脏康复、骨科康复、神经康复、儿童康复、

老年康复、妇产康复等正在逐步形成临床-康复一体化的趋势，肿瘤康复、器官移植康复、精神康复、心理康

复、听力和视力康复等的发展动力也在迅速增长。大康复时代正在迎面走来。

康养融合和体医融合推动主动健康和积极老龄化：老龄化社会已经扑面而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运动、

营养、心理等对衰老过程的影响，树立主动健康，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积极老龄化是指主动积极地面对衰老过

程，“运动是医药”的理念需要不断深化，这是实现主动健康最重要的抓手。合理的运动、营养和心态可以增强

肌力来防治肌少症；增加心肺功能和运动耐力；增加骨质密度和关节稳定性，从而改善骨关节功能；调整内啡

肽和多巴胺的分泌量，从而改善神经功能；吃-动-心的整合有利于改善代谢能力、精神心理和行为习惯等。生

理年龄的增长不可改变，但是健康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实现逆转。40岁的年龄有着一颗

70岁的心脏是不罕见的现状，所谓“未老先衰”。而70岁的年龄有着一颗40岁的心脏也屡见不鲜，所谓“重返

青春”。老年人的医疗不是被动地等待疾病的攻击和简单地维持生命，而是要主动积极地面对，减少疾病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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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减少重病和减缓衰老进程，康复、体育和养老应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现真正的价值医疗和健康中国。

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在基层：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整个康复服务系统的建设，特别是基层

康复能力的建设，这是实现健康中国的基本前提。目前基层的康复服务面临人才、设备、政策等诸多方面的

挑战。建立合理的基层医务人员管理机制（人才、医保、经费等），积极给予康复赋能（知识和技能），适应数字

化时代对基层医疗服务模式的影响，将是基层康复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康复医疗服务的去中心化（decen-

tralization）趋势已经显现。

杂志的改革和国际化：本刊2023年度再次被评为“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第6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3年版入编期刊”。据2023年《中国科技

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本刊核心总被引频次为3638次，核心影响因子为1.371，综合评价总分为75.3分。

蝉联“保健医学类”期刊综合评价总分榜首。特别值得提出的标志性进步是，本刊继Scopus数据库收录后，

自2023年第38卷第11期起，已由EBSCO 学术数据库全文收录。EBSCO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提供学术文

献服务的专业公司之一。本刊为EBSCO学术数据库收录，意谓本刊可以借助EBSCO成熟的搜索系统，增加

被检索到的机会，提高本刊论文的国际显示度。同时，可以分享EBSCO 庞大的读者群，增加内容使用率和

被引用频次，提高期刊的学科影响力，从而为中国康复医学的信息传播提供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为此，本刊

将利用时代给我们的契机，更为关注有较强创新性的科研文章，包括有争议但是有可能影响学科发展的文

章。我们将努力开辟快捷审稿通道，促使此类文章尽快见刊，不断提升本刊效率和影响力，争取实现本刊的

国际化。我们还要不断加强审稿专家团队的建设，鼓励新一代学者积极申报并成为本刊的审稿专家，因为世

界属于新生代！我们正在积极考虑在适当的时机，遴选新一届编委，产生新的学科领导团队。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面对未来，有梦想就有追求，有追求才有希望。让我们在追梦的道路上砥砺前

行，为了康复医学事业，为了实现健康中国梦，奋斗、奋斗、再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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