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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业治疗科研发展掠影

侯伟倩  郭佳宝  朱毅 

作业治疗是康复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服务对象为中心，通过有意义和目的的作业

活动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达到重返家庭和社会的目标。我国康复医学发展较晚，国

内专业性康复医院较少，多为在综合医院内开设康复医学科，但随着人们对康复治疗逐步了

解，目前对康复治疗也更加重视，绝大部分医院的康复科室已经细化出独立的作业治疗部门，

而且配备了专业的作业治疗人员开展治疗服务。临床上对作业治疗越来越重视，与之相关的

科研项目也越来越丰富，接下来主要看一下中国作业治疗的科研随着时间的发展历程。 

以“作业疗法”为关键词在知网检索相关文献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从 1982 年开

始有作业治疗方面的科研文献记录，但数量屈指可数。2000 年以后发文数量开始平稳上升，

2012 年发文数量达三十年高峰，但 2016 年发文数量有所下降，之后呈回升趋势，说明作业

治疗人员科研意识愈发强烈，已经从最初的机械性工作逐步转变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工作方

式。 

在检索文献中，绝大多数以“作业疗法”为主题，此外，“脑卒中”、“康复治疗”、“作业

治疗”、“上肢功能”、“卒中偏瘫”也占比较高，提示作业疗法的主要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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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来源期刊进行统计，排在前五位的期刊分别是《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中国组

织工程研究》、《中国康复医学杂志》、《中国康复》和《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这些杂志

都是在国内较为权威的康复杂志，作业治疗人员在得出科研成果后可以选择向上述杂志投稿，

一方面体现自己的科研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他工作者的临床问题提供治疗思路。 

知网收录的文献排名前五位学科类别分别是神经病学、临床医学、儿科学、精神病学以

及中医学，这与前面提到的主题都表明了作业疗法的主要应用及研究方向。 

中国作者分布显示，发文数量排名前四位作者均来自嘉兴市第二医院，2017 年，该医院

康复医学科由浙江省卫计委推荐上报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康复治疗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从发

文量可以看出该医院作业治疗发展较好，同时也很鼓励治疗人员进行科学探索。 

中国机构分布显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以 22 篇发文居于首位。中康主要承担我国康复医

疗、康复研究、人才培养等多领域康复工作，是我国现代康复医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我国康复的临床及科研发展方面均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此外，发文机构主要为医院，

少数为高校，体现了研究平台的重要性及便宜性，启发临床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要善于观察、

分析及总结，培养强烈的科研意识。 

基金分布显示中部及沿海地区发文数较西部多，这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文

献类型中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其次是资讯和综述，这是一个较好的现象，研究论文需要进行

原创研究，更能体现作业治疗临床工作者主动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知网在 2020 年收录的中文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发表的文献主要有综述、康复教育、

康复管理、用药研究、临床研究、成果应用及调查报告七种类型。其中临床研究文献数量最

多，研究表明作业疗法在脑卒中、脑瘫、儿童孤独症等疾病的应用中效果显著。临床中，作

业治疗师可以通过个人与社区的合作，或者通过活动调整或环境改造来提高患者的参与能力，

支持他们更好的参与到其想做的或被期望做的活动中去，实现治疗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智能康复训练系统等新型医疗器械也更多的被用于患者的康复训练，为治疗提供了更好

的效果，同时使治疗兼具趣味性。 

在 Web of Science 中以“Occupational therapy”为主题进行检索，可检索到中国有

27 篇文献被收录，国家自然基金项目（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机构资助进行的研究文献仅有 13 篇，数量都不是很可观，说明我国在作业

疗法的科研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June 2021  

40 

从 2011 年至 2019 年共有八项作业治疗相关研究取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表明

了作业治疗的重要性正逐步凸显，这与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关系密切。 

作业治疗实用新型专利的发明是临床工作者和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使用这些器械及治

疗系统有利于治疗人员更加轻松有效的进行治疗活动，同时吸引患者的兴趣，使患者更容易

接受治疗活动。 

硕博士论文中关于脑卒中后功能障碍的论文数量最多，将作业疗法与互联网、虚拟现实

技术等现代科技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一些非医学专业如机械工程、生物工程等对作业治疗

也有所关注，作业疗法与针灸结合的治疗方式也被多次研究。 

中国作业治疗科研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作业治疗人员科研意识不断增强，

学会在临床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机械地进行治疗活动。各种基金支持体现出国家对作

业治疗也越来越重视，交叉学科、新兴技术的参与也为作业治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可

以看到一些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作业治疗科学研究仍然匮乏，需要在巩固中部及沿海科研创

新的同时推进西部科研发展，加快整体科研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