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港合作共贏  踐行全面康復 

—探索以職業康復為特色的工傷康復運作模式 

 
上海市養志康復醫院（上海市陽光康復中心） 王燕  馮燁 
 

2011 年 9 月 15 日，香港職業治療學院（學院）與上海市養志康復醫院（醫院）簽訂合作

協定。雙方的合作目標，旨在整體提升陽光康復中心的康復服務水準，建立具有規模的、符合

上海實情的、以職業社會康復為特色的工傷康復服務體系，力爭成為國家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工傷康復示範基地。滬港的三年合作，踐行了全面康復，取得了豐碩成果，達到了預期目標。 
 

一、 引入國際先進理念和經驗，搭建工傷康復團隊構架 
 
三年來在學院的指導幫助下，醫院構建了由分管院長領導，工傷康復管理辦公室統籌管理

的團隊服務框架，並組建了專業化的工傷康復服務團隊。 
 

 

 

 

服務團隊成員從 2011 年的 23 人，到 2012 年的 44 人，再到 2013 年的 71 人，目

前已達到 85 人，包括醫生 19 人（含輔具適配師 1 人）、護士 30 人 、治療師 30 人 、

心理諮詢師 2 人、社工 4 人，其中參與職業康復的人員有 17 人。隊伍日益壯大。 



 
  
二、建成一流的室內、外職業康復訓練場所和模擬工作站 

在學院的幫助下，醫院調整了作業治療大廳的佈局，設計並定制了國際一流的室內外工

作強化訓練場地、職業康復模擬工作站和手功能訓練室，完成了戶外康復訓練場地的改造，

建成康復專用的輪椅訓練通道、晾衣訓練區、康復花園、康復建築園、康復種植園等。用於

工傷康復的場地占 4500 平方米,其中室內職業康復訓練區域 650 平方米。現有的 15 個工作站

可模擬 60 餘種非專業技術類工種，能對工傷人員的工作能力以及體能強化進行全面的評估

和訓練。 



 
 
另外，學院引進職業社會康復訓練的先進經驗，指導並推動開展了復工準備小組、工

廠探訪、生活重整小組、傷殘適應小組、社會融合活動、中途之家等職業社會康復服務專

案。使得醫院成為上海市 5 家工傷康復定點機構中唯一一所能夠開展職業社會康復的醫院。 
 

 
 
三、建立手功能訓練室，引進支具和壓力衣製作技術 

三年中，學院的老師們給予醫院相關的技術支援，幫助設計改建了手功能訓練室，分別開

設了支具和壓力衣製作區。醫院作業治療師多次接受手外傷功能訓練、支具製作和壓力衣製作

等技術的專項培訓，為成功開展手功能訓練、支具製作和壓力衣製作打下了堅實的基礎，填補

了醫院空白。 



 

 

四、引導部分 PT 向 OT 轉型，培育了一支優秀的作業治療師團隊 
學院通過集體培訓、操作實訓、團隊座談、視訊會議、赴港進修等多種形式來提高醫

院的作業治療師的技能，並培養了一批技術骨幹。醫院現有作業治療師 14 名，其中參與

工傷康復工作的治療師 9 人，主要負責工傷職業社會康復的治療師 3 人；具有研究生學歷

的作業治療師有 2 人，本科生學歷 12 人。如今我院作業治療師隊伍的不斷擴展和優化與

學院的培養和合作是分不開的。 
 

五、醫院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日漸顯現 
 三年來，醫院收治的工傷康復人數逐年遞增，從 2011 年 3 月至 2014 年 7 月，上海

市 5 家定點機構共出院工傷人員 788 人次，醫院占 630 人次，承擔著上海市 80%的收治任

務，成為上海市工傷康復的主力軍。 
 



 
 
隨著收治住院工傷康復人數的增加，醫院於 2011 年 10 月啟用了工傷住院康復大樓並專

門成立了工傷康復病區。從 2011 年只有一個工傷康復病區，到 2012 年開設二個病區，

再到 2014 年新增工傷康復三病區即職業社會康復特色病區（簡稱職康病區）。目前，醫

院核定床位 300 張，可展開工傷康復床位 164 張，其中職業康復床位 36 張。 
 

 
 
醫院收治的 630 人中，涵蓋了 9 個常見的工傷病種，以骨折和手外傷為主，分別為 222 人（36.3%）

和 131 人（21.4%）；從性別來看，多數為男性，占 75%；從年齡來看，以 20-50 歲之間的中青

年為主，占 83.78%；從戶籍來看，以非上海市戶籍的外來務工人員為主，占 69.03%；工傷人員

的平均住院日為 79 天；目前在床工傷人員 100 人；床位使用率達 98.35%；工傷康復治療有效率

達 100%；住院工傷康復人員返崗率為 45.69%，經職業康復人員返崗率達 91.26%；經濟效益和

社會效益不斷提升。 



六、開展了視頻教學、Team 會議和疑難病例討論會 
 

 
七、優化了作業治療臨床評估及治療記錄表格 
 
八、形成了個案管理員雙軌制，由作業治療師和社工共同擔任，協助醫生達到個案管理目的 
 
九、順利通過國家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對工傷康復工作的實地評估 
      
十、編寫了《工傷職業社會康復運作手冊》和《工傷康復首五十例》兩本書。 
 

 
十一、建立了香港職業治療學院教學基地 
 
十二、編撰了《工作能力強化訓練圖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