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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明治疗成功，功能及心理恢复不属于院内医疗 

范围，这是制约我国烧伤康复快速发展的根本因素。 

此外，儿童福利管理缺乏规范统筹的协调机制和专 

项资金项目，很多康复项 目尚未列入医保收费目录 

中，收费标准过于低廉欠统一规范。医院康复建设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品种单调，专用儿童康复治疗 

的仪器几乎是空白 。康复治疗要靠康复医师、康 

复治疗师和康复护士来共同实施，但许多医学院校 

目前还没有开设康复课程，导致专科人才严重缺乏。 

由于发展缓慢，原本有限的烧伤康复人员不断流失， 

十分可惜。 

目前各 医院均在 推行临床路径管理 ，目的是进 

一 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实施符合成本-效 

益的最佳治疗和护理模式，降低医疗成本和住院费 

用。而康复治疗周期较长，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不同 

于通常意义上的疾病治疗，因此《临床路径管理指 

导原则(试行)》中有不适应现状之处。 

随机对照试验(RCT)是 目前国际公认的最高水 

平的临床研究方法，其结论对临床措施的改进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我国关于儿童烧伤康复的 

研究太少，尤其是高水平的 RCT临床研究还是空 

白。有限的论文多为本单位的临床经验总结，其科 

学性有待提高。 

3 发展方向 

更新观念，提倡“儿童优先”。随着我国社会的 

发展与进步，烧伤儿童康复事业虽然取得一些成绩， 

但受多方面条件制约仍面临诸多问题。我们应响应 

国际社会的倡导，以“儿童优先”和“满足儿童最大 

利益”为指导思想，在立法、制定政策和规划工作 

时，对烧伤儿童的利益和需求予以优 先考虑。 医药 

卫生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和医疗保险业务的发展，为 

康复医学的发展 带来 良好机遇。2010年卫 生部 已 

经发文，明确将以治疗性康复为 目的的9项医疗康 

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康复治疗也将逐步 

纳入商业保险理赔范畴。希望烧伤康复也尽快纳入 

其 中。 

指南是一切 医疗行为正规化操作的依据 ，对 医 

学健康发展十分必要。以往我国缺乏烧伤康复指 

南，可喜的是最近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 

研究所牵头，组织我国著名专家共同制订烧伤康复 

诊治指南，相信出台后将对我国烧伤康复事业的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同时，应组织有科 

研基础和条件的单位进行周密设计安排，实施真正 

意义上的RCT临床研究，取得科学性和可信度高的 

循证医学康复研 究数据 。 

在儿童烧伤康复治疗中建议注意 以下原则： 

(1)主动参与。任何功能或技能的获得都需要主动 

参与，利用儿童好动的特性，调动其好奇心和主动参 

与意识，将康复治疗以游戏的形式融入 日常生活之 

中。(2)烧伤儿童的全面康复将直接影响其终生的 

生活质量 。应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积极参与家 

庭、学校和社会活动，包括医疗康复、教育康复、职业 

康复、社会康复等。(3)与教育衔接。康复的目的 

是为烧伤儿童提供各种与其他健康儿童同样的机 

会，使其真正融入社会健康成长。要做好康复与教 

育的衔接，使烧伤儿童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为成年 

自立打 下基础。(4)医院一社 区．家庭一体化。烧伤 

康复是一个系统工程，周期漫长且涉及医师、技师、 

医保、教育、心理等方方面面，成立“医院一社区．家庭 

一 体化”治疗单元显得尤为重要。三方相互联系、 

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使儿童康复达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 

儿童是祖 国的希望和未来 ，相信只要我 国烧伤 

医学界同仁提高认识，共同努力，儿童烧伤康复事业 

会有更加美好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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