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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保障与服务康复保障与服务康复保障与服务

“十二五”以来，我们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世界残疾报告》《国

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及《社区康复指南》等国际现代康复理论为
指引，开展了“以街道为阵地、家庭为依托，以专业评估转介和康复咨
询服务为纽带，将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托养、辅具、维权、无障
碍及文体等服务下沉社区，促进残疾人包容性发展”的残疾人融合康复。

““十二五十二五””以来，我们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世界残疾报告》《国以来，我们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世界残疾报告》《国

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及《社区康复指南》等国际现代康复理论为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及《社区康复指南》等国际现代康复理论为
指引，开展了指引，开展了““以街道为阵地、家庭为依托，以专业评估转介和康复咨以街道为阵地、家庭为依托，以专业评估转介和康复咨
询服务为纽带，将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托养、辅具、维权、无障询服务为纽带，将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托养、辅具、维权、无障
碍及文体等服务下沉社区，促进残疾人包容性发展碍及文体等服务下沉社区，促进残疾人包容性发展””的残疾人融合康复的残疾人融合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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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革与基础一、沿革与基础

一、沿革与基础一、沿革与基础
((一一))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1.残疾人现状1.1.残疾人现状残疾人现状

肢体残疾人：8102人肢体残疾人：肢体残疾人：81028102人人

听力残疾人：1979人听力残疾人：听力残疾人：19791979人人

智力残疾人：2761人智力残疾人：智力残疾人：27612761人人

多重残疾人：696人多重残疾人：多重残疾人：696696人人

精神残疾人：3876人精神残疾人：精神残疾人：38763876人人

视力残疾人：1210人视力残疾人：视力残疾人：12101210人人

言语残疾人：283人言语残疾人：言语残疾人：283283人人
全市全市

1890718907人人



((一一))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一、沿革与基础一、沿革与基础

各类重度残疾人9846人各类重度残疾人各类重度残疾人98469846人人

占占51.9%51.9% 全市约有51.5%居家康
复的残疾人有延缓功
能退化的服务需求。

全市约有全市约有51.5%51.5%居家康居家康
复的残疾人有延缓功复的残疾人有延缓功
能退化的服务需求。能退化的服务需求。

1.残疾人现状1.1.残疾人现状残疾人现状

一、沿革与基础一、沿革与基础
((一一))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2.康复服务能力2.2.康复服务能力康复服务能力

全市现有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
116 个类别107家

全市现有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全市现有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
116116 个类别个类别107107家家

承担全市康复服务总量承担全市康复服务总量

68%68%

全市共有残疾人康复服务
专业人才1500多人

全市共有残疾人康复服务全市共有残疾人康复服务
专业人才专业人才15001500多人多人

大专以上大专以上 73%73% 专业职称专业职称 50%50%



一、沿革与基础一、沿革与基础
((二二))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基本要义：排除后续康复中过分医疗化的
倾向或隔离,以追求康复效果最大化为目
标，在适宜康复时段介入适宜康复专业、
实施适宜康复服务,致力于完整人的回归。

基本要义基本要义：：排除后续康复中过分医疗化的排除后续康复中过分医疗化的
倾向或隔离倾向或隔离,,以追求康复效果最大化为目以追求康复效果最大化为目
标，在适宜康复时段介入适宜康复专业、标，在适宜康复时段介入适宜康复专业、
实施适宜康复服务实施适宜康复服务,,致力于完整人的回归致力于完整人的回归。。

康复康复

有效性有效性
康复康复

适宜性适宜性

康复康复

自救性自救性

一、沿革与基础一、沿革与基础
((二二))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居家康复居家康复



一、沿革与基础一、沿革与基础
((二二))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残疾人居家康复是融合康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残疾人社区康复的重要内容与延伸。居家康复在融
合康复的理念与框架内，根据服务需求配置服务资源与专
业服务，着眼于“人”的服务需求满足和生命的尊严与价
值，而不过于纠缠“残”的程度；居家康复在融合康复催
化下，致力追求康复服务的有效性和最大化。

残疾人居家康复是融合康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残疾人居家康复是融合康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残疾人社区康复的重要内容与延伸。居家康复在融分，是残疾人社区康复的重要内容与延伸。居家康复在融
合康复的理念与框架内，根据服务需求配置服务资源与专合康复的理念与框架内，根据服务需求配置服务资源与专
业服务，着眼于业服务，着眼于““人人””的服务需求满足和生命的尊严与价的服务需求满足和生命的尊严与价
值，而不过于纠缠值，而不过于纠缠““残残””的程度；居家康复在融合康复催的程度；居家康复在融合康复催
化下，致力追求康复服务的有效性和最大化。化下，致力追求康复服务的有效性和最大化。

融合融合
康复康复

居家居家
康复康复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政府民生实事政府民生实事政府民生实事 纳入残疾人服务公益
性和保障性的范畴

纳入残疾人服务公益纳入残疾人服务公益
性和保障性的范畴性和保障性的范畴

刚性原则与措施加
以推进

刚性原则与措施加刚性原则与措施加
以推进以推进

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

首先，市残联制定
实施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残疾人居家
康复的意见》，明
确服务范围、标准
与实施步骤、要
求；

首先首先，，市残联制定市残联制定
实施了《关于进一实施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残疾人居家步做好残疾人居家
康复的意见》，明康复的意见》，明
确服务范围、标准确服务范围、标准
与实施步骤、要与实施步骤、要
求；求；

其次，会同深圳市
康复医学会开展残
疾人居家康复课题
调研，以龙岗区残
疾人居家康复服务
为基数，对残疾人
居家康复现状及发
展态势进行分析研
判，提供决策性和
可行性支持；

其次其次，，会同深圳会同深圳市市
康复医学会开展残康复医学会开展残
疾人居家康复课题疾人居家康复课题
调研，以龙岗区残调研，以龙岗区残
疾人居家康复服务疾人居家康复服务
为基数，对残疾人为基数，对残疾人
居家康复现状及发居家康复现状及发
展态势进行分析研展态势进行分析研
判，提供决策性和判，提供决策性和
可行性支持可行性支持；；

再者，把残疾人居
家康复服务经费纳
入市福彩公益金年
度预算，给予居家
康复工作经费保障。

再者再者，，把残疾人居把残疾人居
家康复服务经费纳家康复服务经费纳
入市福彩公益金年入市福彩公益金年
度预算，给予居家度预算，给予居家
康复工作经费保障。康复工作经费保障。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组织专家共同研究残疾人居家康复标准、流程，
科学制定实施计划与方案；
组织专家共同研究残疾人居家康复标准、流程，组织专家共同研究残疾人居家康复标准、流程，
科学制定实施计划与方案；科学制定实施计划与方案；

组织开展残疾人居家康复专业队伍培训，邀请省
内外和香港、台湾等地康复专家学者莅深授课;
组织开展残疾人居家康复专业队伍培训，邀请省组织开展残疾人居家康复专业队伍培训，邀请省
内外和香港、台湾等地康复专家学者莅深授课内外和香港、台湾等地康复专家学者莅深授课;;

委托深圳市残疾人康复医院开办全市残疾人居家
康复专业人员业务培训；
委托深圳市残疾人康复医院开办全市残疾人居家委托深圳市残疾人康复医院开办全市残疾人居家
康复专业人员业务培训；康复专业人员业务培训；

组织康复技术指导组专家深入社区、家庭，开展
服务需求评估、康复指导和质量评测。
组织康复技术指导组专家深入社区、家庭，开展组织康复技术指导组专家深入社区、家庭，开展
服务需求评估、康复指导和质量评测。服务需求评估、康复指导和质量评测。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的身体功能训练、社
会适应能力训练以及心理能力提升，主要包括
康复、教育、就业、保障、无障碍环境、文化
生活、社会助残等服务。

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的身体功能训练、社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的身体功能训练、社

会适应能力训练以及心理能力提升，主要包括会适应能力训练以及心理能力提升，主要包括
康复、教育、就业、保障、无障碍环境、文化康复、教育、就业、保障、无障碍环境、文化
生活、社会助残等服务。生活、社会助残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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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持有深圳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第二代），年龄在6周岁以上的重度肢体
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

持有深圳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持有深圳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第二代），年龄在人证》（第二代），年龄在66周岁以上的重度肢体周岁以上的重度肢体
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

⑴⑴⑴

经过机构康复进入后续康复或稳定康复期的；经过机构康复进入后续康复或稳定康复期的；经过机构康复进入后续康复或稳定康复期的；⑵⑵⑵

回归社会前的生活适应性康复；回归社会前的生活适应性康复；回归社会前的生活适应性康复；⑶⑶⑶

延缓功能退化必要的康复；延缓功能退化必要的康复；延缓功能退化必要的康复；⑷⑷⑷

经服务需求评估适宜居家康复的。经服务需求评估适宜居家康复的。经服务需求评估适宜居家康复的。⑸⑸⑸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⑴⑴ 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类：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类：

一是深圳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评估报
告，二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表；
一是一是深圳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评估报深圳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评估报
告告，，二是二是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表；；

评测
方法

评测评测
方法方法

主要包括康复训练、社会生活适应
能力训练、环境适应训练、辅助器具应
用与训练、心理调适和赋能提高。

主要包括康复训练、社会生活适应主要包括康复训练、社会生活适应

能力训练、环境适应训练、辅助器具应能力训练、环境适应训练、辅助器具应
用与训练、心理调适和赋能提高。用与训练、心理调适和赋能提高。

服务
内容

服务服务
内容内容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⑵⑵ 精神残疾人居家康复类：精神残疾人居家康复类：

一是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二是社会功
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三是世界卫生组
织残疾评定量表（WHO-DAS Ⅱ）；

一是一是日常生活能力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ADL））；二是；二是社会功社会功
能缺陷筛选量表（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SDSS））；三是；三是世界卫生组世界卫生组
织残疾评定量表（织残疾评定量表（WHOWHO--DAS DAS ⅡⅡ）；）；

评测
方法

评测评测
方法方法

主要包括个人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家庭职能
的训练、社会技能训练、文体娱乐活动。
主要包括个人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家庭职能主要包括个人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家庭职能
的训练、社会技能训练、文体娱乐活动。的训练、社会技能训练、文体娱乐活动。

服务
内容

服务服务
内容内容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⑶⑶ 智力智力残疾人居家康复类：残疾人居家康复类：

一是深圳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评估报告，
二是深圳市居家康复评估表；

一是一是深圳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评估报告深圳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评估报告，，
二是二是深圳市居家康复评估表深圳市居家康复评估表；；

评测
方法

评测评测
方法方法

主要包括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自我照顾能力
训练、社会适应训练（文明礼仪、安全常识、
社区环境、文体活动）、简单劳动技能训练
（家务劳动、社会服务、农业生产、手工制
作）、职业康复训练。

主要包括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自我照顾能力主要包括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自我照顾能力
训练、社会适应训练（文明礼仪、安全常识、训练、社会适应训练（文明礼仪、安全常识、
社区环境、文体活动）、简单劳动技能训练社区环境、文体活动）、简单劳动技能训练
（家务劳动、社会服务、农业生产、手工制（家务劳动、社会服务、农业生产、手工制
作）、职业康复训练。作）、职业康复训练。

服务
内容

服务服务
内容内容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6.规范表单6.6.规范表单规范表单

——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

加拿大作业表现测量表（COPM）加拿大作业表现测量表加拿大作业表现测量表（（COPMCOPM））⑴⑴⑴

健康调查简表SF-36健康调查简表健康调查简表SFSF--3636⑵⑵⑵

融入社区问卷（CIQ）融入社区问卷融入社区问卷（（CIQCIQ））⑶⑶⑶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6.规范表单6.6.规范表单规范表单

——智力残疾人居家服务————智力残疾人居家智力残疾人居家服务服务

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表⑴⑴⑴

成人适应行为评定量表成人适应行为评定量成人适应行为评定量表表⑵⑵⑵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6.规范表单6.6.规范表单规范表单

——精神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精神精神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日常生活能力日常生活能力量表量表（（ADLADL））⑴⑴⑴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SDSS））⑵⑵⑵

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WHO-ADS Ⅱ)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WHO(WHO--ADS ADS ⅡⅡ))⑶⑶⑶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6.规范表单6.6.规范表单规范表单

7.细化流程7.7.细化流程细化流程

项目责任
治疗师

项目责任项目责任
治疗师治疗师

康复指导专家康复指导专家康复指导专家

治疗师治疗师治疗师

康复咨询康复咨询康复咨询

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康复治疗

就业指导就业指导就业指导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社会工作

辅具适配辅具适配辅具适配

心理辅导心理辅导心理辅导

治疗师治疗师治疗师

康复咨询员康复咨询员康复咨询员

务务

服服

闭闭

环环

市评估
转介中心

市评估市评估
转介中心转介中心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一一))主要做法主要做法

1.残联主导1.1.残联主导残联主导

2.专家指导2.2.专家指导专家指导

3.专业定位3.3.专业定位专业定位

4.划定对象4.4.划定对象划定对象

5.制定标准5.5.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6.规范表单6.6.规范表单规范表单

7.细化流程7.7.细化流程细化流程

8.规范服务8.8.规范服务规范服务

（1）建立服务档案及电子档案信息；（（11）建立服务档案及电子档案信息；）建立服务档案及电子档案信息；

（2）康复训练；（（22）康复训练；）康复训练；

（3）生活自理能力训练；（（33））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4）社会适应能力训练；（（44））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5）职业康复及职业指导；（（55）职业康复及职业指导；）职业康复及职业指导；

（6）辅助器具应用与训练；（（66）辅助器具应用与训练；）辅助器具应用与训练；

（7）家属康复知识、技能指导；（（77）家属康复知识、技能指导；）家属康复知识、技能指导；

（8）心理调适。（（88）心理调适。）心理调适。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2014年我们组织实施了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项
目，对全市570名（平均10人/街道）经评估适宜居
家康复的残疾人，以残疾人融合康复理念与框架为
基础，开展了为残疾人提供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帮
助残疾人回归家庭后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独立和生
活自理的居家康复服务。

20142014年我们组织实施了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项年我们组织实施了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项
目，对全市目，对全市570570名（平均名（平均1010人人//街道）经评估适宜居街道）经评估适宜居
家康复的残疾人，以残疾人融合康复理念与框架为家康复的残疾人，以残疾人融合康复理念与框架为
基础，开展了为残疾人提供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帮基础，开展了为残疾人提供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帮
助残疾人回归家庭后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独立和生助残疾人回归家庭后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独立和生
活自理的居家康复服务活自理的居家康复服务。。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1.对象分析1.1.对象分析对象分析

区域分布区域分布

服务对象分布服务对象分布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一是由各个社区职康中心负责并安排康复治
疗师上门服务；

一是由各个社区职康中心负责并安排康复治一是由各个社区职康中心负责并安排康复治
疗师上门服务；疗师上门服务；

二是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负责安排康复专业人
员入户服务，重点对53户个案进行服务与督导。
二是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负责安排康复专业人二是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负责安排康复专业人
员入户服务，重点对员入户服务，重点对5353户个案进行服务与督导户个案进行服务与督导。。

1.对象分析1.1.对象分析对象分析

重度肢体残疾人占58.6%重度肢体残疾人占重度肢体残疾人占58.6%58.6%

精神残疾人占18.8%精神残疾人占精神残疾人占18.8%18.8%

智力残疾人占22.6%智力残疾人占智力残疾人占22.6%22.6%

残疾结构残疾结构



⑴⑴作业治疗服务作业治疗服务227227人，其中重度肢体人，其中重度肢体112112人、人、
精神残疾人精神残疾人3535人、智力残疾人人、智力残疾人8080人，占人，占39.8%39.8%

⑵⑵职业康复服务职业康复服务103103人，其中重度肢体人，其中重度肢体3838人、人、
精神残疾人精神残疾人1818人、智力残疾人人、智力残疾人4747人，占人，占18.1%18.1%

⑶⑶延缓功能退化服务延缓功能退化服务190190人，重度肢体人，重度肢体149149人、人、
精神残疾人精神残疾人66人、智力残疾人人、智力残疾人3535人，占人，占33.3%33.3%

⑷⑷辅具适配服务辅具适配服务178178人，重度肢体人，重度肢体128128人、精人、精
神残疾人神残疾人2121人、智力残疾人人、智力残疾人2929人，占人，占31.2%31.2%

⑸⑸实施居家无障碍环境改造实施居家无障碍环境改造5757人人,,重度肢体重度肢体3636人、人、
精神残疾人精神残疾人77人、智力残疾人人、智力残疾人1414人，占人，占10%10%

⑹⑹实施后续康复实施后续康复((稳定康复稳定康复)155)155 人人,,重度肢体重度肢体5353人、人、
精神残疾人精神残疾人8787人、智力残疾人人、智力残疾人1515人，占人，占27.2%27.2%

39.8%39.8%39.8%

18.1%18.1%18.1%

27.2%27.2%27.2%31.2%31.2%31.2%

33.3%33.3%33.3%

10%10%10%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1.对象分析1.1.对象分析对象分析

2.效果检测2.2.效果检测效果检测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1.对象分析1.1.对象分析对象分析

2.效果检测2.2.效果检测效果检测

3.经费投入3.3.经费投入经费投入
按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项目设定5000元/人、服务时
间50周、每周服务2次，整体服务实施共投入经费228
万元，具体分布为：

按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项目设定按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项目设定50005000元元//人、服务时人、服务时

间间5050周、每周服务周、每周服务22次，整体服务实施共投入经费次，整体服务实施共投入经费228228
万元，具体分布为：万元，具体分布为：

行政区 福田区 罗湖区 龙岗区 南山区 盐田区 宝安区 大鹏
新区

龙华
新区

坪山
新区

光明
新区

投入
资金 372000 320000 512000 320000 80000 236000 120000 160000 80000 80000

合计 2280000元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1.对象分析1.1.对象分析对象分析

2.效果检测2.2.效果检测效果检测

3.经费投入3.3.经费投入经费投入

4.服务成效4.4.服务成效服务成效

我们抽查每个街道2-3名居家服务对象、结合服务实施督
导215次、跟踪服务378人次进行了电话回访，分别对专业
水平、服务态度、服务效果明显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

我们抽查每个街道我们抽查每个街道22--33名居家服务对象、结合服务实施督名居家服务对象、结合服务实施督
导导215215次、跟踪服务次、跟踪服务378378人次进行了电话回访，分别对专业人次进行了电话回访，分别对专业
水平、服务态度、服务效果明显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水平、服务态度、服务效果明显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

⑴专业水平满意度⑴专业水平满意度

20142014年年ADLADL各区专业水平满意度各区专业水平满意度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1.对象分析1.1.对象分析对象分析

2.效果检测2.2.效果检测效果检测

3.经费投入3.3.经费投入经费投入

4.服务成效4.4.服务成效服务成效

⑵服务态度满意度⑵服务态度满意度

20142014年年ADLADL各区服务态度满意度各区服务态度满意度



二、做法与成效二、做法与成效
((二二))成效分析成效分析

1.对象分析1.1.对象分析对象分析

2.效果检测2.2.效果检测效果检测

3.经费投入3.3.经费投入经费投入

4.服务成效4.4.服务成效服务成效

⑶服务效果满意度⑶服务效果满意度

20142014年年ADLADL各区服务效果满意度各区服务效果满意度

三、结论与思考三、结论与思考
((一一))收获与不足收获与不足

促进了我市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创新发展促进了我市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创新发展

深化和发展残疾人融合康复深化和发展残疾人融合康复并并注入新能量注入新能量

完善了残疾人机构康复、社区康复与居完善了残疾人机构康复、社区康复与居
家康复的服务链和体系建设家康复的服务链和体系建设

残疾人居残疾人居

家康复的家康复的

实践探索实践探索



三、结论与思考三、结论与思考
((一一))收获与不足收获与不足

促进了医疗卫生康复与残联康复服务的专业融合、服务
互补、资源共享的双赢发展；
促进了促进了医疗卫生康复与残联康复服务的专业融合、服务医疗卫生康复与残联康复服务的专业融合、服务
互补、资源共享的双赢发展互补、资源共享的双赢发展；；

提升了残疾人生活质量、参与社会生活能力和
家庭成员的融入；
提升了提升了残疾人生活质量、参与社会生活能力和残疾人生活质量、参与社会生活能力和
家庭成员的融入家庭成员的融入；；

培养了专业服务队伍，专业服务为满
足残疾人服务需求起到了支撑作用
培养了培养了专业服务队伍，专业服务为满专业服务队伍，专业服务为满
足残疾人服务需求起到了支撑作用足残疾人服务需求起到了支撑作用

丰富了我市康复医疗服
务系建设的内涵
丰富了丰富了我市康复医疗服我市康复医疗服
务系建设的内涵务系建设的内涵

实践探索所形成实践探索所形成
的理念、标准、的理念、标准、
流程和机制流程和机制

三、结论与思考三、结论与思考
((一一))收获与不足收获与不足

问问 题题

不不 足足
与与

残疾人居家康复以服务项目形式推进，
属权宜之计，关键是要把居家康复作
为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一种常态或形成
制度加以保障；

残疾人居家康复以服务项目形式推进，残疾人居家康复以服务项目形式推进，
属权宜之计，关键是要把居家康复作属权宜之计，关键是要把居家康复作
为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一种常态或形成为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一种常态或形成
制度加以保障；制度加以保障；

要特别关注政府购买服务对
残疾人康复服务持续性和有
效性的影响，坚持居家康复
的个性化和特殊性；

要特别关注政府购买服务对要特别关注政府购买服务对
残疾人康复服务持续性和有残疾人康复服务持续性和有
效性的影响，坚持居家康复效性的影响，坚持居家康复
的个性化和特殊性；的个性化和特殊性；

要解决好康复服务各专业间
的配合、各学科介入的节点，
坚持追求康复服务的质量与
效果的目的；

要解决好康复服务各专业间要解决好康复服务各专业间
的配合、各学科介入的节点，的配合、各学科介入的节点，
坚持追求康复服务的质量与坚持追求康复服务的质量与
效果的目的；效果的目的；

要厘清居家康复“病人”与“残疾人”
的界线，注重功能退化伴生的并发症、
后续康复期的急性治疗的反复，建立风
险防范机制，合理科学配置专业服务队
伍等等。

要厘清居家康复要厘清居家康复““病人病人””与与““残疾人残疾人””
的界线，注重功能退化伴生的并发症、的界线，注重功能退化伴生的并发症、
后续康复期的急性治疗的反复，建立风后续康复期的急性治疗的反复，建立风
险防范机制，合理科学配置专业服务队险防范机制，合理科学配置专业服务队
伍等等。伍等等。



三、结论与思考三、结论与思考
((二二))发展与展望发展与展望

加快推进ICF在残疾人服务需求和质量效果评估的应用研
究，在国家康复研究中心指导和参与下，运用ICF理论及模式和
工具及语言，构建深圳特色的残疾人评估转介服务标准，全面
提升残疾人居家康复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深圳康复服务质量品
牌。

加快推进加快推进ICFICF在残疾人服务需求和质量效果评估的应用研在残疾人服务需求和质量效果评估的应用研
究，在国家康复研究中心指导和参与下，运用究，在国家康复研究中心指导和参与下，运用ICFICF理论及模式和理论及模式和
工具及语言，构建深圳特色的残疾人评估转介服务标准，全面工具及语言，构建深圳特色的残疾人评估转介服务标准，全面
提升残疾人居家康复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深圳康复服务质量品提升残疾人居家康复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深圳康复服务质量品
牌牌。。

111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14-2015年全球残疾问题行动计划：增
进所有残疾人的健康》精神与要求，逐步有序地建立残疾人健
康档案，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居家康复中有关健康管理和服务，
引导残疾人居家康复向健康服务发展。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142014--20152015年全球残疾问题行动计划：增年全球残疾问题行动计划：增

进所有残疾人的健康》精神与要求，逐步有序地建立残疾人健进所有残疾人的健康》精神与要求，逐步有序地建立残疾人健
康档案，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居家康复中有关健康管理和服务，康档案，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居家康复中有关健康管理和服务，
引导残疾人居家康复向健康服务发展。引导残疾人居家康复向健康服务发展。

222

三、结论与思考三、结论与思考
((二二))发展与展望发展与展望

深化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细化服务项目，扩延服
务范围和品种，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深化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细化服务项目，扩延服深化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细化服务项目，扩延服

务范围和品种，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务范围和品种，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333

加快发展残疾人居家安养、居家照料、居家护理等服
务，推动残疾人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残疾人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的公平正义。

加快发展残疾人居家安养、居家照料、居家护理等服加快发展残疾人居家安养、居家照料、居家护理等服

务，推动残疾人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务，推动残疾人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残疾人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的公平正义。展成果的公平正义。

444



三、结论与思考三、结论与思考
((二二))发展与展望发展与展望

加强残疾人专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能力，打造队
伍，解决好专业服务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建立保障机制
培养人才、尊重人才、用好人才。

加强残疾人专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能力，打造队加强残疾人专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能力，打造队

伍，解决好专业服务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建立保障机制伍，解决好专业服务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建立保障机制
培养人才、尊重人才、用好人才。培养人才、尊重人才、用好人才。

555

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宣导，重视残疾预防、康复技术、
家庭辅助服务和康复知识普及与宣传，重视康复文化建设，
努力改善社会环境，汇聚服务力量，提升服务地位，发展康
复服务。

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宣导，重视残疾预防、康复技术、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宣导，重视残疾预防、康复技术、

家庭辅助服务和康复知识普及与宣传，重视康复文化建设，家庭辅助服务和康复知识普及与宣传，重视康复文化建设，
努力改善社会环境，汇聚服务力量，提升服务地位，发展康努力改善社会环境，汇聚服务力量，提升服务地位，发展康
复复服务。服务。

666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一一))居家康复的作业治疗居家康复的作业治疗

个案，刘某，发
育迟缓。个案希望
减轻家人负担，能
持筷夹取食物，实
现生活自理。主要
为其开展辅具、康
复、心理、社工等
康复服务：

个案，刘某，发个案，刘某，发

育迟缓。个案希望育迟缓。个案希望
减轻家人负担，能减轻家人负担，能
持筷夹取食物，实持筷夹取食物，实
现生活自理。主要现生活自理。主要
为其开展辅具、康为其开展辅具、康
复、心理、社工等复、心理、社工等
康复服务：康复服务：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一一))居家康复的作业治疗居家康复的作业治疗

社会生活适应能力训练社会生活适应能力训练

环境适应训练环境适应训练

辅助器具的应用与训练辅助器具的应用与训练

心理调适心理调适

赋能提高赋能提高

康复训练康复训练

通过作业治疗，通过作业治疗，减轻减轻了了家人负担，家人负担，个案个案能能

自行自行持筷夹取食物，实现生活自理持筷夹取食物，实现生活自理。。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二二))居家康复的辅具服务居家康复的辅具服务

个案，薛XX，髓侧索硬化症,全身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头部不能支
撑，言语不清，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外出活动需要两人辅助，一人助
推轮椅，一人扶住头部。
辅具中心为其开展个性化辅具适配:

个案，薛个案，薛XXXX，髓侧索硬化症，髓侧索硬化症,,全身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头部不能支全身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头部不能支
撑，言语不清，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外出活动需要两人辅助，一人助撑，言语不清，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外出活动需要两人辅助，一人助
推轮椅，一人扶住头部推轮椅，一人扶住头部。。
辅具中心为其开展辅具中心为其开展个性化个性化辅具辅具适配适配::

针对坐姿不良针对坐姿不良——适配适配定改制轮椅定改制轮椅

通过个案眼眉处的主动控制能力，让个案以眨眼的简单动作操作

鼠标的移动、单击、双击及拖曳功能。

通过通过个案个案眼眉处的主动控制能力，让眼眉处的主动控制能力，让个案个案以眨眼的简单动作操作以眨眼的简单动作操作

鼠标的移动、单击、双击及拖曳功能鼠标的移动、单击、双击及拖曳功能。。

针对交流障碍针对交流障碍——适配适配电脑辅具电脑辅具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二二))居家康复的辅具服务居家康复的辅具服务

定改制轮椅定改制轮椅适配前适配前 定改制轮椅定改制轮椅适配后适配后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二二))居家康复的辅具服务居家康复的辅具服务

以眨眼动作操作电脑以眨眼动作操作电脑，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写的信，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写的信

通过个性化的辅具适配，个案及家人感动落泪，患病十多年，
现在可以坐直了，并能与外界交流了。

通过个性化的辅具适配，个案及家人感动通过个性化的辅具适配，个案及家人感动落泪，落泪，患病患病十十多多年，年，
现在现在可以坐直了，可以坐直了，并能并能与外界交流了与外界交流了。。



我们组织我们组织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三三))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

个案，巫某，小脑共济失调症，颅神经受损，言语
障碍。个案希望减轻家人负担，实现生活自理，走出
家门融入社会。

个案，巫某，小脑共济失调症个案，巫某，小脑共济失调症，，颅神经受损，言语颅神经受损，言语
障碍。个案希望减轻家人负担，实现生活自理，走出障碍。个案希望减轻家人负担，实现生活自理，走出
家门融入社会。家门融入社会。

康复康复康复

心理心理心理

社工社工辅具辅具辅具
等专业为其实施等专业为其实施
融合康复服务融合康复服务::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三三))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

门坎门坎
坡道坡道
改造改造

居家居家
扶手扶手
安装安装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安装前安装前 安装后安装后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三三))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

浴浴
厕厕
改改
造造

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三三))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

扩宽前扩宽前 扩宽后扩宽后
门门
道道
扩扩
宽宽

训练使用的双杠训练使用的双杠



个案通过居家融合康复服务，
得到了全面康复，实现了生活
自理，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个案通过居家融合康复服务，个案通过居家融合康复服务，
得到了全面康复，实现了生活得到了全面康复，实现了生活
自理，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自理，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四、案例展示四、案例展示
((三三))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居家康复的康复训练

谢谢！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