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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區康復中心建設—以仙霞社區為例 
王俊 1 ・丁力 2 ・賈傑 2 

1上海市長寧區仙霞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上海市示範性社區康復中心 2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隨著社會老齡化發展，慢性病和老年病的患病率越來越高，因病致殘患者越來越多，尤

其是神經系統和骨骼系統類疾病造成的肢體功能障礙，嚴重影響老年人群的生活質量。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作為醫療健康服務體系網底，承擔著居民健康守門人的職能。近年來，各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通過多種途徑開展各類康復服務，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部分居民就近獲得康復服

務的需求，但在服務功能、內容等方面，尚未形成標準化、規範化模式，距離居民需求和期

盼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發展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康復服務，可作為當前解決居民難點，滿

足居民實際需求的途徑之一。 

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關於全面推進社區醫院建設工作的通知》（國衛基層發〔2020〕12

號）、《關於印發上海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功能與建設指導標準的通知》（滬衛規〔2020〕11

號）、《關於推進本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社區康復中心建設的通知》（滬衛基層〔2021〕4 號）

等文件精神，通過打造一批示範性、高水平的社區康復中心，引領本市社區康復中心建設，

全面提升本市社區康復服務能力，更好滿足居民「家門口」獲得多種形式康復服務的需求。 

2021 年以來，本市依託「為民辦實事項目」，已完成 91家示範性社區康復中心建設，社

區康復服務覆蓋面進一步擴大。2023 年繼續依託「為民辦實事項目」，再新建 20 家示範性社

區康復中心，讓更多社區居民享受到「家門口」康復服務。 

    下面以上海市長寧區仙霞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2021 年獲上海市示範性社區康復

中心）為例介紹上海市社區康復建設情況。 

 

一、建設目標 
以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中心、服務站、村衛生室）為依託，建設標準化社區康復中心。

明確功能定位，豐富服務項目，提供病房、門診、站點、居家等多種形式社區康復服務，築

牢社區康復網底。「十四五」期間，基本實現本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康復中心全覆蓋，夯

實社區康復服務網絡，促進康復功能全面融入社區衛生基本服務，實現全市社區康復服務能

級全面提升。 

通過居民家醫簽約與「康復-公衛聯盟」模式的全週期智能化康復與健康管理為居民提供

及時、便捷、精准、高效的康復服務和健康管理提升居民的功能能力水平和生活質量，建立

以家醫簽約與「康復-公衛聯盟」模式的社區康復服務模式。主要服務內容：由家庭醫生、康

復醫師、治療師、公衛健康管理員、護士等組成的團隊，成立健康跟進監管小組，為簽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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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臨床診療、精准康復評估、個性化訓練方案、科普講座、指導訓練及全週期健康管理

等。 

 

二、中心概況及社區康復中心建設規劃 
(1) 中心概況： 

仙霞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一所綜合性一級甲等醫院，轄區面積 2.27 平方公里，覆蓋

23 個居委。中心承擔著 2.6 萬戶、8.4 萬余常住人口及 2 萬余流動人口的預防、保健、醫療、

康復、健康教育和計劃生育技術指導等功能。中心以社區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育齡婦女、

兒童、殘疾人群等為重點服務對象，開設全科、婦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咽喉科、中醫科、

針灸推拿科、康復科等科室，年門診量約 25 萬人次，開設住院床位 40 張，另設家庭病床上

門服務等項目。中心目前下設四個衛生服務站，組建 4 個家庭醫生工作室，為轄區居民提供

全方位、全週期健康管理服務。 

(2) 社區康復中心建設規劃： 

2021 年，依託為民辦實事項目，中心以建設示範性社區康復中心為抓手，引入先進康復

設備，運用中西醫適宜康復治療技術，培育打造多種形式的綜合型、全方位的康復服務。十

四五期間，中心將大力推進康復醫學科建設，引進專業人才和專業設備、拓展服務內容、培

育科研課題、孵化特色項目、聯動各方、延伸服務可及性，不斷豐富示範性社區康復中心內

涵建設，全力打造居民「家門口」康復服務平台。設置面積:中心康復業務用房總面積 843 平

方米，其中康復治療區面積達 387.6 平方米和康復病區 456 平方米，達到示範中心要求。 

 

三、強網絡、謀佈局，整合資源創效能 
仙霞以社區康復中心為核心，聯動高等院校、聯動二三級醫院、聯動專業醫療機構，打

造康復專科醫聯體。在此基礎上，探索醫養+康復服務模式，延伸康復服務可及性至衛生站點、

社會機構、個人家庭，形成整合型康復網絡。 

(1) 聯動高等院校： 

中心已掛牌成為上海體育學院社區健康聯合體單位、上海體育學院運動科學學院社區實

踐基地。雙方就體醫融合理念與服務模式達成共識，並開展合作對接。探索體醫融合在康復

醫學科的應用，圍繞運動康復，提升康復學科科研能力建設，促進社區康復中心與高等院校

之間的科研與教學協同。 

(2) 聯動二、三級醫院： 

與華山醫院、華東醫院、第六人民醫院、同仁醫院、光華中西醫結合醫院、天山中醫院、 

民航醫院等相繼建立業務合作。依託二、三級醫院專家下沈社區坐診，建立融入社區康復特

色的骨質酥鬆專病門診、骨科專病門診、心臟專病門診等，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多元、更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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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貼近需求的社區康復服務。 

(3) 聯動專業醫療機構： 

中心與上海新起點康復醫院、上海上體傷骨科醫院、上海體創診所等社會辦醫療機構形

成交流機制，進一步拓寬服務面、深化學科交流、增強協同服務能力。 

(4) 延伸服務可及性： 

中心在打造康復專科醫聯體基礎上，結合街道 15 分鐘生活圈建設，探索醫養+康復服務

模式，進一步延伸康復服務可及性。一是延伸至衛生站點，中心目前下設 4 個社區衛生服務

站，各設有家庭醫生工作室，在社區為居民開展健康管理服務。通過為站點賦能，直接把康

復服務送進社區，讓居民就近享受到便捷、專業、可及的康復服務。二是延伸至社會機構，

中心現有 2 個站點融入社區綜合為老服務中心，與轄區內 4家養老院簽訂健康服務協議，為

8所學校、15所托幼機構、1 個托育所提供健康管理，在轄區內多個樓宇開展「健康醫小時」

服務項目。下階段將把康復服務寫進服務協議、加入服務清單，進一步擴大康復服務受益面。

三是延伸至個人家庭，結合家庭病床管理和家醫上門服務開展康復治療和指導，為行動不便

和出院人員提供居家康復服務。 

 

四、強隊伍、重專業，夯實核心促發展 
(1) 引進學科帶頭人： 

中心依託緊缺專業人才引進政策，成功引進一名學科帶頭人，具備康復醫學副主任醫師、

康復醫學治療技術主任技師等高級職稱。曾獲國家專利發明 2 項，獲中國康復醫學會科學技

術二等獎 1 項，獲得省級成果獎 1 項。擔任中國康復醫學會帕金森病與運動障礙康復專業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康復醫學會社區康復工作委員會常委、康復治療專業委員會常委兼水

療主委等多項社會職務。在康復醫學領域具備較強學術影響力，在康復學科建設及教學管理

工作中具有豐富經驗。 

(2) 組建康復團隊： 

康復科主任 1 人，康復醫師（含科主任）10 人（第一執業 1 人、醫聯體多點執業 2 人、

內部培養取得處方資質 7 人），中醫類從事康復服務：6 人，康復治療師：8 人，康復護士：

9 人。 

(3) 持續擴充團隊力量： 

中心將持續培養全科醫師參加「上海市社區康復崗位系統培訓」項目，逐步實現全科醫

師取得康復處方資質全覆蓋。同時，選送護理人員參加市級培訓，擴充康復護士隊伍。針對 

康復治療師，結合中心與上海體育學院運科學院社區實踐基地建設，孵化培育新型康復治療

專業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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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設簡介和特色亮點 
(1) 建設簡介： 

1. 服務對象：腦卒中、腦損傷，骨關節損傷（「頸、肩、腰、腿痛」等）、各種運動損傷、脊

髓損傷及小兒腦癱及各種慢性病（骨質酥鬆症、糖尿病、慢阻肺、心臟病、高血壓等）

康復與健康管理等。 

2. 服務形式：提供住院、門診、站點、上門居家康復服務。 

3. 重點打造四個特色品牌：（腦損傷康復、肌骨與運動康復、老年人康復、乳腺癌康復），

提升康復康普、醫療、教學和科研能力。 

4. 服務內容：提供精准評估、制定個性化全面系統的治療方案和專業指導主動治療與管理。 

（1）精准評估： 

治療師不僅局限於主觀的局部症狀，還通過對患者的姿勢和動作、觸診和特殊動診來進

行觀察和判斷，找出身體的簿弱和不足之處，從而實現「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治療，直擊患

者的病因。 

（2）治療方案： 

根據評估結果制定個性化全面系統的治療方案，主要應用各種結構性技.  術（軟組織技

術、關節鬆動技術、肌肉能量技術、肌筋膜放鬆技術等）和神經生理和神經發育療法和智能

化運動控制訓練技術為治療基石，綜合運用各種治療手段，提高患者運動功能和能力水平。 

主要服務項目：智能化主被康復訓練、智能化助力步行訓練、上肢機器人訓練、手法治

療、徒手淋巴回流手法、壓力治療、運動治療、關節鬆動訓練、減重支持系統訓練、電動起

立床訓練、平衡訓練、偏癱肢體綜合訓練、文體訓練；低頻、中頻、微波、經顱磁治療、腦循

環治療、肌肉生物反饋治療、神經肌肉電刺激、超聲波治療、氣壓治療；作業療法、日常生

活動作訓練、徒手手功能訓練、認知知覺功能障礙訓練、輪椅技能訓練；言語治療、言語訓 

练、构音障碍训练等。 

（3）專業指導主動治療與管理： 

根據對象需要，家庭醫生將根據治療師給出的個性化康復方案，上門進行康復治療，定

期跟蹤隨訪，鼓勵培養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自我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幫助患者重新回歸家

庭、社會，提升其生活質量。 

(2) 特色亮點 

1. 創新性打造全週期精准社區康復新模式：全程健康監管，早期康復介入。中心成立康復- 

公衛聯盟，依託聯盟優勢，對社區居民進行全程健康跟蹤監管，並成立監管小組，制定

精准診療方案及流程。每周通過健康管理系統對發病居民進行篩查，進行電話問診及指

導，主動對接有康復需求的目標人群盡早落實相應康復診療（居家指導、站點、門診、

住院）。在科普宣教、學科共建、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等方面全面協作，共同探索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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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社區康復的健康管理新模式，制定個性化的衛生服務和倡導健康生活方式，提升社

區醫院綜合服務能力。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協同創新，共同發展，讓看病少走彎路，

保持健康，終身受益。 

1. 為社區居民開展精准專病康復服務。依託社區 65歲以上老年人健康體檢，成立身體功能

篩查評估小組，制定康復需求篩查問卷和專業評估量表，完善篩查評估流程，對居民進

行全面身體功能綜合評估。組建專病專項康復團隊，對評估結果進行跟蹤反饋，提供精

准康復服務，讓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門口」的專業康復服務，使一大批患有頸肩腰腿舊

疾的居民得到了有效治療，得到居民的廣泛好評。 

2. 實現康復技術下沈社區，讓居民在「家門口」享受到三級醫院的康復服務。中心特聘請

華山醫院康復醫學科賈傑教授團隊（中國康復醫學會社區康復工作委員會主委）和上海

上體傷骨科醫院王雪強博士團隊為技術顧問，為社區居民進行專業診療，重點提升社區

康復技術規範、培養技術人才、學術科研、科普宣教等。讓居民在「家門口」享受到全

面、全程、友善、有效的社區康復服務，使康復需求在社區就能更便捷易行，更精准高

效的滿足，得到了廣大居民更多認可和信賴。 

3. 專業科普宣教，讓看病少走彎路。開展多種形式的社區、居家康復健康教育講座、義診、

體驗等，提高社區康復的知曉率和使用率，提高大家主動運動的健康意識，形成關愛健

康的良好氛圍，助力真正實現康復在基層的美好願景。 

 

六、建設成果 
(1) 工作成效 

1. 對象肯定：提升了中心康復治療師的專業技術能力，為患者提供了更全面更精准的康復

服務，提高了療效得到了廣大患者的認可和好評，提升了中心的康復知名度。目前門診

肌骨運動康復治療需要提前預約才能準時接受康復治療服務。 

2. 開展新技術 2 項：壓力治療和徒手淋巴回流手法，提升了中心康復治療師的專業技術能

力，為患者提供了更全面更精准的康復服務，提高了療效得到了廣大患者的認可和好評，

提升了中心的康復知名度。 

3. 已初步組建完成康復服務架構：「科主任-技術組長-組員」，已組建形成 2 個專業技術小

組（肌骨運動康復組和神經康復組），分別由 2 個組長帶領組員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4. 共同培育社區康復專業人才：在賈傑教授團隊和王雪強教授團隊的幫助下，完善規範診

療體系和服務流程，提升康復服務能力；培訓提升康復治療師 6名的技術能力。 

(2) 科普宣教報道： 

學習強國 2 篇，上海長寧 4篇，短視頻 4篇，公眾號各種康復推文 48篇。 

(3) 不斷提升學術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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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已申請獲批區級課題 1 項。 

(4) 獲獎： 

收到錦旗 17 面，表揚信 5封；獲長寧區 2023 年技能大師工作室項目建設（全週期精准

社區康復服務工作室）和獲 2022 年上海市長寧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記功。 

 

七、展望 
期望通過不斷實踐探索逐步形成體系，打造智能化社區康復服務管理平台，實現全程管

理，提供智慧遠程服務和線下服務相結合，將運動處方通過信息管理平台做到及時、方便、

安全、有效的服務，可採手環管理（靶心率、血氧等）或可視化管理，為確保社區康復服務

的一致性。不斷加強培訓交流，並組織同行制定各項標準（技術、人才、建設運營等）向全

區、全市、全國推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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