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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2008.5.12 汶川地震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

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遗留下大量的伤残人员，为

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汶川地震之前，中国

康复波澜不惊的向前发展，汶川地震发生以后，

人才的缺乏和技术的不足凸显出来。汶川地震也

为中国康复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来自

政府及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团队带着先进技术以及

项目进入灾区，以灾区为中心辐射全国，将中国

康复事业的发展推进了波澜壮阔的 10年。 

汶川地震，对中国作业治疗也提出了严峻

的考验，如何应对急剧增加的大量伤员；如何为

包含神经损伤、肌骨创伤、多发性损伤等严重复

杂病人提供作业治疗服务；如何为患者提供专

业、持续、以回归为目的的作业治疗服务成了摆

在中国作业治疗领域的巨大挑战。汶川地震发生

以后，大量来自境内外的作业治疗专业人员汇集

在四川以及地震救援定点医院为患者提供一线服

务。同时在灾区举办了一系列的培训班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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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极大的提升了一大批现有从业人员的作业治

疗技术。同时，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作业治疗

发展的核心和瓶颈问题。人才缺乏，技术不足的

本质问题是人才培养不足和教育发展滞后。为了

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大量机构开始把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放在促进中国作业治疗的教育方面，

特别是学历教育。2009 年，香港理工大学和四川

大学在香港政府的援助资金支持下，开始分专业

按照国际作业治疗师联盟准入标准培养作业治疗

本科生。经过五年的合作和努力，2014 年四川大

学通过了WFOT的教育课程认证，为四川作业治疗

学历教育推开了新篇章。与此同时，国内部分高

校也开始分作业治疗专业培养，此后，上海中医

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也顺利通过了国际认

证，愈来愈多的高校开始分专业培养，在10年后

的今天，从康复治疗培养向物理治疗、作业治疗

等分专业培养已经成为共识和趋势，作业治疗的

学历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 

值此汶川地震 10 周年之际，我们有幸邀请了

来自两岸三地的作业治疗同行，分享他们在灾后

的作业治疗服务以及作业治疗教育中的工作经

验。他们是汶川地震灾后康复的亲历者和重建

者，也是中国作业治疗发展的探路者和推动者。

OT 人用 10 年不敢停歇的努力，祭奠那些在灾难中

逝去的同胞。虽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

欣慰的是这条路的方向越来越明朗、这条路上的

同路人越来越多。 

下一个 10 年，期待中国作业治疗再创佳绩！ 

 

  

据中国康复医学会作业治疗

专委会的全国普查结果显

示，目前作业治疗服务已经

涵盖了除了西藏外的全国所

有省份。服务开展的病种也

基本涵盖了神经、肌骨、精

神等领域。 

 

从业人员总数虽然得到了快

速发展，然总人数还不足

4000 人，还有一部分是兼职

从事 OT 服务，未来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专业学历教育规

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从业

机构的服务内容还需要进一

步拓展、继续教育还有待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从业人员

服务机构还有待从综合医院

向其它服务机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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