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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确定基于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ＩＣＦ)康复组合的临床结局评估工具入选条目ꎮ
方法　 根据 ＩＣＦ 康复组合条目池ꎬ邀请了 １５ 位国内专家进行 ３ 轮 Ｄｅｌｐｈｉ 法专家共识会议ꎬ根据专家意见选择

重要性程度高的条目构建以 ＩＣＦ 为基础的基于功能的临床结局评价工具ꎬ并通过分析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系

数、协调程度来检验该工具的可靠性ꎮ 结果　 １５ 位专家参与本研究的专家共识会议ꎬ通过 ３ 轮专家共识会议ꎬ
最终选定评估工具由 ＩＣＦ 条目中的 １７ 条组成ꎬ包括身体功能 ８ 项(ｂ１３０ 精气神 /能量与驱力、ｂ１３４ 睡眠、ｂ１５２
情感、ｂ２８０ 痛感、ｂ４５５ 运动耐受功能、ｂ６２０ 排尿、ｂ７１０ 关节活动功能、ｂ７３０ 肌肉力量功能)、一般任务和要求 １
项(ｄ２３０ 执行日常事务)、活动功能 ３ 项(ｄ４１０ 改变身体的基本姿势、ｄ４５０ 步行、ｄ４６５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个
人自理 ４ 项(ｄ５１０ 盥洗自身、ｄ５３０ 如厕、ｄ５４０ 穿脱、ｄ５５０ 吃)、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 １ 项(ｄ７１０ 基本人际交

往)ꎮ ３ 轮专家积极系数均为 １００％ꎬ权威系数 ０.８１ꎬ最终结果数据的变异系数范围 ０.０５ ~ ０.４１ꎮ 结论 　 应用

Ｄｅｌｐｈｉ 法构建了以功能为基础的临床结局评价工具ꎬ为临床医疗质量控制和医保给付提供新方向ꎮ
【关键词】 　 结局评价ꎻ　 功能ꎻ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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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卫生领域采用死亡率和发病率作为医疗结局
的关键指标ꎬ然而大部分疾病并非以死亡和治愈作为
临床结局ꎬ且无法反映大部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中间
过程[１]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的变化ꎬ患者的功
能重建和维持成为新的医疗重心ꎮ 为此ꎬ世界卫生组
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ＷＨＯ)提出了第三临床
结局指标ꎬ即功能[２]ꎮ 功能的改善或者恶化可以连续
量化地反映医疗的作用ꎬ从而动态反映医疗质量ꎻ以功
能为轴心的医疗结局评价体系对临床科室至关重要ꎬ
它有助于彰显医疗服务价值ꎬ并为医疗质量控制和医
保给付提供参考量度ꎮ

２００１ 年 ＷＨＯ 颁布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ꎬ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ＩＣＦ) [３]ꎬ ＩＣＦ 是国际疾病分类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ＩＣＤ)的姊妹篇ꎻＩＣＤ 反映疾病
的病理和病理生理ꎬ用于疾病诊断ꎻＩＣＦ 反映动态变化
的功能状况[４]ꎮ ＩＣＦ 的临床应用分为 ３ 个层次ꎬ分别
是 ＩＣＦ 通用组合、ＩＣＦ 康复组合和以疾病为纲的 ＩＣＦ
核心组合[５]ꎮ 前期已有大量相关研究[６￣１１] 证明ꎬＩＣＦ
作为评估工具在临床功能评估中具有良好的信度、效
度和可行性ꎬＩＣＦ 有可能成为临床医疗质量控制和医
保给付的新标准ꎮ

ＩＣＦ 研究中心发布的 ＩＣＦ 康复组合[６ꎬ１２] 共包含 ３０
个类目(其中 ７ 项为 ＩＣＦ 通用组合类目)ꎮ 通用组合
与康复组合可普适性地描述不同背景人群的功能情
况ꎬ可用于医疗管理、医保政策制定和医疗质量监控ꎻ
但康复组合为适用各种背景而涉及多个功能领域ꎬ包
含身体功能、活动功能、个人自理功能、人际交往功能、
工作与就业、社区社会与公民生活等多个方面ꎬ且目前
仍未完全转换为临床实践[６ꎬ１２]ꎮ 在医疗系统ꎬ尤其是
住院治疗背景下ꎬ部分 ＩＣＦ 康复组合的条目并不适用ꎬ
需要对以 ＩＣＦ 康复组合为基础的临床结局评价工具的
评估内容进行遴选ꎬ以适应临床功能评估的特性ꎮ 因
此ꎬ本研究通过专家共识应用 Ｄｅｌｐｈｉ 法初步确定基于
ＩＣＦ 康复组合的临床结局评估工具ꎬ旨在为后续评估
工具的验证及推广应用提供基础依据ꎮ

资料与方法

一、专家选择
邀请临床科室医学专家、护理学专家和医政管理

人员参加专家共识会ꎬ最终选取 １５ 位专家参与了本次
专家共识会ꎮ 专家入选标准:①从事临床科室医学工
作ꎻ②从事护理相关工作ꎻ③医政管理人员ꎻ④副高级
以上职称或工作年限≥５ 年ꎻ⑤具有 ＩＣＦ 使用经验ꎮ

二、建立条目池
在前期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建立条目池ꎮ 研究小组

通过参考 ＩＣＦ 通用组合、ＩＣＦ 康复组合建立以 ＩＣＦ 为
基础的临床结局评估工具条目池[９ꎬ１３]ꎮ

三、制订初始问卷
经课题组讨论与结合前期研究ꎬ制订专家共识会

议初始问卷ꎬ问卷包括 ３ 部分内容:①问卷说明ꎬ即致
专家信、研究背景资料和填表说明ꎻ②问卷正文ꎬ即评
估工具条目的评价表ꎬ使用 ５ 级评分法对条目池中条
目的重要性(分为很重要、重要、一般重要、不太重要、
不重要五个等级ꎬ分别赋予 ５、４、３、２、１ 分) 进行评
估[１４]ꎬ并在第一轮调查中附有增加条目ꎬ专家可提出
自己认为适合但未被包含在问卷的条目ꎬ以收集开放
式建议ꎻ③专家信息ꎬ包括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单位、
专业等一般资料ꎬ此外还附有专家对所咨询项目判断
依据的调查表和熟悉程度的调查表ꎬ以计算和判断专
家的权威系数ꎮ 问卷在专家共识会议现场发放ꎬ现场
收回ꎮ

四、Ｄｅｌｐｈｉ 法的专家共识过程
应用 Ｄｅｌｐｈｉ 法ꎬ通过三轮面对面专家共识会议确

定基于 ＩＣＦ 康复组合的临床结局评估工具所纳入的条
目ꎮ ＩＣＦ 条目选择的建议包括:①建议删除住院期间
和医疗目标不相关的条目ꎻ②建议删除临床上无法量
化评估的条目ꎻ③功能维度类似的条目保留具有代表
性的条目ꎻ④建议保留住院期间会出现功能变化的
条目ꎮ

五、统计学方法
将统计收集的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ꎬ计算专家的

积极系数、权威系数、重要性及适合性均值、协调程度ꎮ
①专家积极系数———用问卷的回收率表示ꎬ为有效回
收的问卷总数 /发放的问卷总数×１００％ꎻ②专家权威系
数———用专家对问卷内容的判断依据及熟悉程度表
示ꎬ为(判断依据＋熟悉程度) / ２ꎬ专家权威系数≥０.７０
即具有较好的权威性[１５]ꎻ③重要性均值———指所有回
收问卷对各条目的重要性评分的均值ꎬ分值越大表明
重要性越高ꎬ一般均值≥３.５ 分表示可以接受ꎻ④协调
程度———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来表示ꎬ公式为 ＣＶ＝σ / Ｍꎬ式中 ＣＶ 指该指标的变异系
数ꎬσ 指该指标的标准差ꎬＭ 指该指标的均值ꎻ变异系
数越小ꎬ表明对该条目专家评价的一致性越高ꎬ≤０.３
认为该指标协调程度可以接受[１４ꎬ１６]ꎮ

结　 　 果

一、专家基本信息
１５ 位参会专家均为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工作年限

≥５ 年、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ꎬ符合专家入选标准ꎬ其
平均工作年限为(２９.００±１０.３７)年ꎬ学历分别为本科
(ｎ＝ ５ꎬ３３.３３％)、硕士(ｎ＝ ４ꎬ２６.６７％)和博士( ｎ＝ 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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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ꎬ职称为正高(ｎ＝ １１ꎬ７３.３３％)和副高(ｎ＝ ４ꎬ
２６.６７％)ꎬ专业领域分别为临床医师(ｎ＝ ９ꎬ６０.００％)、
护理人员(ｎ＝ ４ꎬ２６.６７％)、康复治疗师(ｎ＝ １ꎬ６.６７％)
和医政管理人员(ｎ＝ １ꎬ６.６７％)ꎮ

二、确定条目
１.第一轮调查:发送问卷 １５ 份ꎬ回收 １５ 份ꎬ专家

积极系数为 １００％ꎮ
在确定条目的第一轮调查中ꎬ其中 １０ 条 ＩＣＦ 条目

重要性均值在 ３ 分以下予以删除ꎬ５ 条 ＩＣＦ 条目重要

性均值在 ３.０~３.５ 分ꎬ剩余条目均值均≥３.５ 分ꎮ 而在
均值≥３.５ 分的条目中ꎬｄ５３０ 如厕变异系数大于 ０.３ꎮ
具体数据详见表 １ꎮ

２.第二轮调查:第二轮问卷由第一轮调查中条目
重要性评估数据的均值≥３.０ 分的条目组成ꎬ如条目
的重要性均值≥３.０ 分且<３.５ 分ꎬ或变异系数大于０.３ꎬ
将在本轮中重点被讨论ꎮ 发送问卷 １５ 份ꎬ回收 １５ 份ꎬ
专家积极系数为 １００％ꎮ

在确定条目的第二轮调查中ꎬ其中２条 ＩＣＦ条目

表 １　 确定条目的第一轮调查数据

各功能维度的 ＩＣＦ 条目　 　 重要性评估各分值频数(人)
５ ４ ３ ２ １ 均值(分) 变异系数

身体功能

　 ｂ１３０ 精气神 / 能量与驱力 １０ ４ ０ ０ １ ４.４６ ０.２３
　 ｂ１３４ 睡眠 ８ ５ １ １ ０ ４.３３ ０.２０
　 ｂ１５２ 情感 ４ ６ ５ ０ ０ ３.９３ ０.２０
　 ｂ２８０ 痛觉 １２ ２ １ ０ ０ ４.７３ ０.１２
　 ｂ４５５ 运动耐受功能 １１ ３ ０ １ ０ ４.６０ ０.１８
　 ｂ６２０ 排尿 １０ ４ ０ ０ １ ４.４６ ０.２３
　 ｂ６４０ 性功能 ０ ０ ６ １ ８ １.８６ａ ０.５３
　 ｂ７１０ 关节活动功能 ３ １ ７ ２ ２ ３.０６ｂ ０.４１
　 ｂ７３０ 肌肉力量功能 ５ ８ ０ ２ ０ ４.０６ ０.２３
一般任务和要求

　 ｄ２３０ 执行日常事务 ７ ３ ３ ２ ０ ４.００ ０.２８
　 ｄ２４０ 控制应激和其他生理需求 １ ３ ５ ２ ４ ２.６６ａ ０.４８
活动

　 ｄ４１０ 改变身体的基本姿势 １０ ３ ０ ２ ０ ４.４０ ０.２４
　 ｄ４１５ 保持一种身体姿势 ２ １ ２ ４ ６ ２.２６ａ ０.６３
　 ｄ４２０ 移动自身 １ ４ ３ １ ６ ２.５３ａ ０.５７
　 ｄ４５０ 步行 １４ １ ０ ０ ０ ４.９３ ０.０５
　 ｄ４５５ 非步行移动 ３ １ ２ ３ ６ ２.４６ａ ０.６４
　 ｄ４６５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５ ３ １ ３ ３ ３.２６ｂ ０.４９
　 ｄ４７０ 利用交通工具 ０ １ １ ３ １０ １.５３ａ ０.５９
个人自理

　 ｄ５１０ 盥洗自身 １０ ２ ２ ０ １ ４.３３ ０.２７
　 ｄ５２０ 护理身体各部 ６ ２ １ ５ １ ３.４６ｂ ０.４３
　 ｄ５３０ 如厕 １１ １ １ ０ ２ ４.２６ ０.３３
　 ｄ５４０ 穿脱 １１ ２ １ ０ １ ４.４６ ０.２５
　 ｄ５５０ 吃 １０ ４ ０ ０ １ ４.４６ ０.２３
　 ｄ５７０ 照顾个人健康 １ ５ ５ １ ３ ３.００ｂ ０.４１
家庭生活

　 ｄ６４０ 做家务 ６ ０ ５ １ ３ ３.３３ｂ ０.４７
　 ｄ６６０ 帮助别人 ３ ２ ２ ５ ３ ２.８０ａ ０.５２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ｄ７１０ 基本人际交往 ５ ４ ４ ２ ０ ３.８０ ０.２８
　 ｄ７７０ 亲密关系 ２ １ ２ ６ ４ ２.４０ａ ０.５６
主要生活领域

　 ｄ８５０ 有报酬的就业 ０ ３ ０ ２ １０ １.７３ａ ０.７０
社区社交与公民生活

　 ｄ９２０ 娱乐和休闲 ３ ４ １ ２ ５ ２.８６ａ ０.５７

　 　 注:无补充条目ꎻａ表示均值<３.０ 分ꎬｂ表示均值在 ３.０~３.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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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均值在 ３ 分以下予以删除ꎬ３ 条 ＩＣＦ 条目的
重要性均值在 ３.０ ~ ３.５ 分ꎬ剩余条目的均值均≥３.５
分ꎻ而且上述 ５ 条条目的变异系数均>０.３ꎮ 具体数据
详见表 ２ꎮ

３.第三轮调查:第三轮问卷由第二轮调查中条目
重要性评估结果均值≥３.０ 分的条目组成ꎬ如条目的
重要性均值≥３.０ 分且<３.５ 分ꎬ或变异系数>０.３ꎬ将在
本轮中重点被讨论ꎮ 发送问卷 １４ 份ꎬ回收 １４ 份ꎬ专家
积极系数为 １００％ꎮ

在确定条目的第三轮调查中ꎬ其中 １ 条 ＩＣＦ 条目
的重要性均值<３.５ 分ꎬ２ 条 ＩＣＦ 条目的重要性均值≥
３.５ 分ꎬ但条目的变异系数均>０.３ꎻ其余 ＩＣＦ 条目的重
要性均值均≥３.５ 分ꎬ变异系数≤０.３ꎮ 具体数据详见
表 ３ꎮ

三、专家权威系数
本次专家共识会议专家对条目内容的熟悉程度平

均值为 ０.７４ꎬ判断依据平均值为 ０.８８ꎬ最后计算出权威
系数 ０.８１ꎬ表示本次专家共识会议结果具有较强的权
威性ꎮ

讨　 　 论

本研究为建立以 ＩＣＦ 康复组合为基础的临床结局
评价体系的第一阶段ꎬ旨在应用 Ｄｅｌｐｈｉ 法通过专家共
识初步确定基于 ＩＣＦ 的临床结局评估工具ꎮ 临床各科
室疾病有各自的复杂性和独特性ꎬ本研究目的在于选
择条目构建尽可能有效、可行、强调功能的临床结局评
估工具ꎮ

研究组以 ＩＣＦ 康复组合为基础建立临床结局评估
工具条目池(共 ３０ 条条目ꎬ见表 １)ꎬ通过三轮调查ꎬ条
目池中均值≥３.５ 分且变异系数≤０.３ 的 １５ 条条目达
成共识ꎻ另有 ２ 条条目(ｂ７１０、ｄ４６５)的均值≥３.５ 分但
变异系数>０.３ꎬ经研究小组讨论ꎬ保留这 ２ 个条目ꎬ在
后期进行临床验证ꎮ 最终ꎬ评估工具所包含的条目为
ｂ１３０ 能量与驱力、ｂ１３４ 睡眠、ｂ１５２ 情感、ｂ２８０ 痛觉、
ｂ４５５ 运动耐受功能、ｂ６２０ 排尿、ｂ７１０ 关节活动功能、
ｂ７３０ 肌肉力量功能、ｄ２３０ 执行日常事务、ｄ４１０ 改变身
体的基本姿势、ｄ４５０ 步行、ｄ４６５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ｄ５１０盥洗自身、ｄ５３０如厕、ｄ５４０穿脱、ｄ５５０吃、ｄ７１０

表 ２　 确定条目的第二轮调查数据

各功能维度的 ＩＣＦ 条目　 　 重要性评估各分值频数(人)
５ ４ ３ ２ １ 均值(分) 变异系数

身体功能

　 ｂ１３０ 精气神 / 能量与驱力 １３ ２ ０ ０ ０ ４.８６ ０.０７
　 ｂ１３４ 睡眠 １２ ２ １ ０ ０ ４.７３ ０.１２
　 ｂ１５２ 情感 ８ ７ ０ ０ ０ ４.５３ ０.１１
　 ｂ２８０ 痛觉 １２ ２ １ ０ ０ ４.７３ ０.１２
　 ｂ４５５ 运动耐受功能 ９ ５ １ ０ ０ ４.５３ ０.１４
　 ｂ６２０ 排尿 １３ １ １ ０ ０ ４.８０ ０.１１
　 ｂ７１０ 关节活动功能 ２ ５ ４ ２ ２ ３.２０ａ ０.３９
　 ｂ７３０ 肌肉力量功能 ６ ８ １ ０ ０ ４.３３ ０.１４
一般任务和要求

　 ｄ２３０ 执行日常事务 ８ ４ ３ ０ ０ ４.３３ ０.１８
活动

　 ｄ４１０ 改变身体的基本姿势 １０ ４ １ ０ ０ ４.６０ ０.１３
　 ｄ４５０ 步行 １４ １ ０ ０ ０ ４.９３ ０.０５
　 ｄ４６５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３ ６ ０ ４ ２ ３.２６ａ ０.４４
个人自理

　 ｄ５１０ 盥洗自身 １２ ３ ０ ０ ０ ４.８０ ０.０８
　 ｄ５２０ 护理身体各部 ３ ６ ０ ３ ３ ３.１４ａ ０.４９
　 ｄ５３０ 如厕 １０ ５ ０ ０ ０ ４.６６ ０.１０
　 ｄ５４０ 穿脱 １２ ２ ０ ０ １ ４.６０ ０.２２
　 ｄ５５０ 吃 １３ １ １ ０ ０ ４.８０ ０.１１
　 ｄ５７０ 照顾个人健康 ２ ４ ２ ５ ２ ２.９３ｂ ０.４５
家庭生活

　 ｄ６４０ 做家务 ０ ０ ３ ６ ６ １.８０ｂ ０.４３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ｄ７１０ 基本人际交往 ５ ８ ０ ２ ０ ４.０６ ０.２３

　 　 注:ａ表示均值在 ３.０~３.５ 分ꎬ ｂ表示均值<３.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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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确定条目的第三轮调查数据

各功能维度的 ＩＣＦ 条目　 　 重要性评估各分值频数(人)
５ ４ ３ ２ １ 均值(分) 变异系数

身体功能

　 ｂ１３０ 精气神 / 能量与驱力 １２ ２ ０ ０ ０ ４.８５ ０.０７
　 ｂ１３４ 睡眠 １２ １ １ ０ ０ ４.７８ ０.１２
　 ｂ１５２ 情感 ８ ６ ０ ０ ０ ４.５７ ０.１１
　 ｂ２８０ 痛觉 １２ ２ ０ ０ ０ ４.８５ ０.０７
　 ｂ４５５ 运动耐受功能 ９ ４ １ ０ ０ ４.５７ ０.１４
　 ｂ６２０ 排尿 １３ １ ０ ０ ０ ４.９２ ０.０５
　 ｂ７１０ 关节活动功能 ４ ４ ３ １ ２ ３.５０ ０.４０
　 ｂ７３０ 肌肉力量功能 ６ ７ １ ０ ０ ４.３５ ０.１４
一般任务和要求

　 ｄ２３０ 执行日常事务 ８ ３ ３ ０ ０ ４.３５ ０.１９
活动

　 ｄ４１０ 改变身体的基本姿势 ９ ４ １ ０ ０ ４.５７ ０.１４
　 ｄ４５０ 步行 １３ １ ０ ０ ０ ４.９２ ０.０５
　 ｄ４６５ 利用设备到处移动 ５ ５ ０ ２ ２ ３.６４ ０.４１
个人自理

　 ｄ５１０ 盥洗自身 １１ ３ ０ ０ ０ ４.７８ ０.０８
　 ｄ５２０ 护理身体各部 ５ ３ １ ２ ３ ３.３５ａ ０.４９
　 ｄ５３０ 如厕 ９ ５ ０ ０ ０ ４.６４ ０.１０
　 ｄ５４０ 穿脱 １１ ２ ０ ０ １ ４.５７ ０.２３
　 ｄ５５０ 吃 １３ １ ０ ０ ０ ４.９２ ０.０５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ｄ７１０ 基本人际交往 ５ ８ １ ０ ０ ４.２８ ０.１４

　 　 注:ａ表示均值<３.５ 分

基本人际交往ꎮ
最终确定的 １７ 条条目中ꎬ有 ８ 项属于“ｂ 身体功

能”维度ꎬ９ 项条目属于“ｄ 活动与参与”维度ꎮ 删除身

体功能维度中的条目 ｂ６４０ 和“ｄ２ 一般任务和要求”中
的条目 ｄ２４０ꎬ其所涉及内容在住院医疗背景下难以进

行评估ꎬ且和住院期间的医疗目标不相关ꎮ 在“ｄ４ 活

动” 中保留 ｄ４１０、ｄ４５０、ｄ４６５ꎬ删除条目 ｄ４１５、 ｄ４２０、
ｄ４５５、ｄ４７０ꎬ这几个条目与保留条目存在维度上的重

叠ꎻ在“ｄ５ 个人自理”中保留 ｄ５１０、ｄ５３０、ｄ５４０、ｄ５５０ꎬ
删除 ｄ５２０、ｄ５７０ꎬ删除在医疗背景下相关性较差的条

目定义及描述较为宽泛的条目ꎻ维度“ｄ６ 家庭生活”、
“ｄ７ 人际交往”、“ｄ８ 主要生活领域”以及“ｄ９ 社区社

交与公民生活”所包含的条目更适合社区随访评估ꎬ
不适合作为临床结局评价指标ꎮ 经专家讨论ꎬ保留

ｄ７１０ 基本人际交往ꎬ该条目可基本覆盖患者与他人相

关活动ꎬ可最小程度地评估相关功能ꎮ 此次专家共识

保留了大量的“ｄ 活动与参与”条目和部分“ｂ 身体功

能”条目ꎬ说明临床疾病往往对日常生活功能和患者

精神心理状态有重大影响[１７￣１９]ꎮ
本研究未包含 ＩＣＦ 中的“ ｅ 环境因素”与“ ｓ 身体

结构”条目ꎬ考虑到住院期间身体结构和环境相关因

素往往难以改变[２０￣２２]ꎬ且身体结构与身体功能相关ꎬ
对于以功能评价为主的临床结局评价而言ꎬ身体功能

更为重要[２３]ꎮ 相较于常规临床结局评价体系重视死

亡率、治愈率及器质性问题而言ꎬ本次专家共识确定的
以 ＩＣＦ 康复组合为基础的评估工具更注重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２４￣２５]ꎬ有望成为一个全面的、基于功能

的评估工具ꎬ涵盖临床科室对住院患者的主要干预
目标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应用 Ｄｅｌｐｈｉ 法构建了以 ＩＣＦ 康
复组合为基础的临床结局评价工具ꎬ该评价工具最终

包含了 １７ 条 ＩＣＦ 条目ꎬ结果具有较强的专家权威性和
可靠性ꎬ为临床医疗质量控制和医保给付提供了新方

向ꎮ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ꎬ尽管 １５ 位专家均有较
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 ＩＣＦ 使用经验ꎬ但大多来自康

复专业ꎬ使得本评估工具可能不够全面ꎻ后期有待于在
本次专家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临床结局评估工具

的构建ꎬ通过多中心、大样本量的临床应用研究进一步
完成该评估工具的验证ꎬ并逐步完善该评估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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