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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作业治疗流程



Creek（2003）提出的11步治疗流程：

  1.接到转诊病人

  2.初步信息收集

  3.首次评估

  4.发现病患需求和问题

  5.设定治疗目标

  6.制定治疗计划

  7.实施治疗

  8.持续评估并随时修改治疗方案

  9.治疗结果评估

  10.结束治疗、出院

  11.病案回顾

         

    



第一节 交流

一、概念

    交流（communication）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医疗卫生和保健

工作中，即指医患之间的沟通。

    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指在医疗卫生保健活动中，患方和医方之

间形成的一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关系。

    广义：是指以医务人员为核心的一方的群体和以患者为核心的另

一方群体之间的关系。 

    狭义：是指行医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体关系。

    



二、交流的重要性

 （一）良好的交流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前提 

 （二）突出医生在交流中的主导作用

 （三）研究医患沟通是为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深化医患

双方利益的一致性



三、交流的技巧

  (一)语言技巧

   包括倾听、解释、安慰、鼓励、幽默

  (二)非语言技巧

   非语言类交流技巧分静态与动态两大类。非语言交流有时比语

言交流手段应用更广，更富有感染力。

   静态非语言交流技巧：包括仪表、姿势、方向、体距等。  

   动态非语言交流技巧：面部表情、目光接触、手势等。



四、注意事项

    （一）医患双方就需要遵守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想态度、行

为规范到礼仪交往的语言运用等一系列原则。

    （二）医生不能因任何原因而对患者不一视同仁，患者也必须遵守

医院所制定的各种有关的规章制度。

    （三）医生应对法律赋予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十分清楚，坚决维

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侵犯这种权益。

    （四）希望了解的内容要在交流前整理好，即预先组织谈话内容。

    （五）当交流有时间限制或是发现患者出现疲劳、混乱或强烈抵触

时要考虑终止谈话，改日继续进行。



第二节 作业文件的完成及临床推理

   一、作业文件的完成 

      作业文件主要包括患者的信息、评定资料、作业模式的选择以及

患者的意愿。



 （一）患者信息
   1.内容  
       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社会史、职业、生长发育、生活环境、

一般健康情况、社会习惯、既往史、现病史、药物治疗及其他临床
检查。 

   2.方式
     （1）查阅病历：通过阅读病历可以了解患者的病史、疾病的诊断、

治疗经过、用药或手术情况以及其他专业的检查、评定结果。
     （2）与患者面谈
       面谈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与患者面对面进行的，是一种比较直接

的获取患者信息的一种方式。
     （3）观察 
       通过询问患者哪些动作能做、哪些受限作为筛选方法，以确定

需要观察的动作。



    
（二）评定资料

       患者的功能状况和活动水平是必须着重了解的内容，对于

它的了解有助于康复医师或治疗师了解特定疾病导致的残疾特

点和残留的功能。

       评定方法主要有角色与动机的评定；日常活动及评定；个

体因素评定；骨骼及肌肉、活动能力及作业表现、社会心理因

素、认知、感觉等；文化背景及环境因素评定；生活质量评定；

社区评估。 



    
 （三）作业模式的选择
   

       作业模式主要包括人、环境、作业（PEO） 模式、人、环

境、作业与表现（PEOP） 模式、人类作业行为模式（MOHO）、

加拿大作业表现模式（CMOP)、河流（KAWA） 模式、运动控制

模式、感觉统合模式。 



    
 （四）患者的意愿
   

       患者的康复目标和期望在作业文件的完成中亦不可忽视。

主要包括患者今后所期望实现的角色；患者是否愿意参加治疗；

治疗的预期值、兴趣等。



二、临床推理
    
（一）临床推理方法
   

        1.科学性的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 用于了解条件/情

况的本质  

        2.叙述性的推理（narrative reasoning）  用于解释条件/情

况对于人们的意义 

        3.务实性的推理（pragmatic  reasoning）  用于了解实际因

素对临床治疗的影响。

        4.道德伦理上的推理（ethical reasoning）  在各方面利益

的冲突、竞争之下，用于抉择道德上得自卫行为。 



    
（二）临床推理过程
   

        1.互动性过程（interactive process）  基于双方面的交

流，沟通上的本质；以治疗师作为一个工具，在互动过程中进一

步的了解治疗对象。 

        2.条件性的过程（conditional  process）  基于以治疗

对象为中心的治疗方针，能制定个别指标给个别治疗对象；并对

于转变中的条件而作出治疗上的调整。    

   



    
（三）作业活动分析 
   

       作业治疗师对一项活动的基本组成成分以及患者能够完成

该活动应具备功能水平的一个认识过程，是治疗师必须掌握的

最基本技能。 

  



    
（三）作业活动分析 
 

 1.简单分析法

  （1）明确活动的方式

  （2）选择活动类型

  （3）分析选择活动应与训练目的、治疗目标紧密相连，

  （4）确定活动的场地

  （5）参与对象  

  （6）确定时间

 2.详细分析法

   此法较复杂，需要考虑环境、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教育

背景、趣味性、适应性、安全性、时间和经费等因素。 

  



第三节 作业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一、作业方案的制定

      作业方案的制定是作业治疗实施的核心部分。治疗方案是根据对

每个患者的动作缺陷和特定情况进行分析后制定的。

      治疗方案应包括分析资料、研究资料、长期和短期目标的制定、

治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 分析资料  

       1.确定问题  作业治疗师主要是确定患者在哪些日常生活活动中

存在能力障碍，以及与之相关的功能形态障碍。

       2.确定残存功能和能力 在康复治疗中，除进行功能或能力恢复训

练外，还需要加强患者的残存功能或能力。因此，在找出障碍点后，治

疗师还应当通过分析检查结果，确定患者哪些功能或能力仍有残留。



      3.寻找功能障碍的原因  确定哪些因素是引起某种特定障碍的主

要原因，理解症状体征与障碍之间的内在联系。

      4.寻找功能性活动障碍的原因  相关组织、器官或系统的功能损

伤最终将影响日常生活活动。一种功能障碍可影响多种日常生活活动

的完成。

      5.功能障碍的确定  在综合、归纳和总结所有资料的基础上，确

定出患者的供能障碍。 



（二）选择治疗的路径或框架  

      治疗计划根据一个或更多的作业治疗框架或特殊治疗路径来决定
哪个评定程序、治疗目标和治疗方法最适合患者。

（三）明确治疗目标  

      目标是指患者在未来某个时间里最终能达到的总体功能改善，最
终目标必须通过多个短期和长期目标的获取来实现。 

（四）选择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的选择决定了治疗目标能否实现。有时选择多种治疗方
法实现一个目标，有时一个治疗方法适用于多个治疗目标。

（五）实施治疗计划 

      当目标和治疗方法确定就可以实施计划，患者应努力按计划接受
治疗，克服存在的问题，发挥其潜在技能，随着治疗的深入在评定中
不断发现问题，治疗计划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求完整。



（六）评定及启动治疗计划  

      随着治疗计划的实施，需要经常评估治疗的效果。

（七）修改治疗计划  

      通过观察和评定可以发现患者的功能变化，包括治疗目的修改，

治疗量的调整，如活动时间、强度、难度的调整，可以说整个治疗过

程就是治疗计划不断评估、修改、实施的过程。

（八）治疗计划的再实施  

      就是对患者施以修改后的治疗计划，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恢复患者

的功能。



二、作业方案的实施

（一）原则  

   1.选择作业治疗的内容和方法需与治疗目标相一致

   2.根据患者的愿望和兴趣选择作业活动

   3.选择患者能完成80%的作业活动

   4.作业治疗在考虑局部效果时要注意对全身功能的影响

   5.作业治疗的选择需与患者所处的幻之境条件相结合



（二）治疗量的选择 

  1.作业项目的选择

      选择作业项目，应遵循作业治疗的原则，根据每个患者功能状态

和作业治疗的目标，从多种作业治疗技术中选择合适的作业项目。

  2.作业活动强度选择

      选择何种活动强度，决定了患者能否完成治疗任务。在选择时，

不仅要考虑治疗局部的活动强度，还要考虑对全身所能承受的负荷强

度。



  3.作业治疗时间和频度

      作业强度、时间、频率是构成作业治疗量的基本要素。作业治疗

中实际时间长短与休息时间如何配合，应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制定。

  4.动作与方向

      作业活动是动静结合，是直线的或是对角回旋的，可因其活动量

有所不同，动作的方向可以是单方向，可以是多方向的对角螺旋性运

动。

  5.治疗中的辅助用具

      为弥补肌力不足，可借助吊带、弹簧等助力装置辅助患者完成作

业活动。上述装置采用助力的多少，取决于患者主动用力的多少。 



学习小结

  本章重点理解交流的概念、交流的技巧；作业文件是如何完成

的、临床推理的方法及过程、作业方案的制定，作业方案实施的原

则，作业项目和作业活动强度的选择。对于作业治疗流程的概念、

Creek（2003）提出的11步治疗流程、交流的重要性、交流的注意

事项、作业文件都包括什么，作业模式的选择、作业活动分析的方

法要有一定的了解。 



复习思考题

    1.作业治疗流程的概念

    2.Creek（2003）提出的11步治疗流程

    3.交流的概念、重要性、交流的技巧、交流中的注意事项

    4.作业文件都包括什么，是如何完成的？

    5.患者信息采集的方式？

    6.临床推理的方法、临床推理的过程都包括什么？

    7.作业活动分析的方法有哪些？

    8.作业方案时如何制定的？

    9.作业方案实施的原则是什么？

   10.作业项目和作业活动强度是如何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