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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贺词·

智慧康复新纪元之梦并不遥远
励建安1

2020年注定是人类和自然界相处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一年。

2020年人类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是社会制度、医疗体系和领导力

的大考。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

用挚爱护苍生，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1]。

国家迅速控制了疫情，率先在全球实现经济复苏，全国实现脱贫，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国的5G技术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云

医疗、云教育、云会议、云办公、云管理、云金融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中

国的康复医学在这场大潮中加速成长。

2020年《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在全体编委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在全

国康复医学同道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健康发展，保持国内领先地位。

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20版）》（图

1），本刊影响力指数为 609.770，在“临床医学综合”学科类目中（收录期刊

123种）排名第三，在本专科内排名第一。复合影响因子为 1.948，期刊综合

影响因子为 1.558，较上一年度增长幅度为 11.84%；统计年前两年发表文献

在统计年的被引频次为997，较上一年度增长幅度为11.27%；统计年前两年

发表的文献在统计年及其前两年的下载量为13.28万次，较上一年度增长幅

度为28.81%；基金论文比为0.66，较上一年度增长幅度为6.45%[3]。

本刊的收稿量、发文量和基金论文的数量继续增加，录用量保持了合理

的比例（表1），提示广大作者和读者对本刊的认可，保证了本刊的学术质量。

根据本刊关键词检索的论文下载次数和文章数量，本学科研究热点包括：康复临床领域的神经康复（脑卒中、脊髓损伤

等）、骨关节康复、呼吸康复、儿童康复、肿瘤康复、脑高级功能康复、ICF的临床应用和加速康复外科等；康复治疗技术领域的

神经调控技术、运动分析和训练技术、物理因子治疗、康复机器人等；以及康复治疗师培训等。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康复医学走向新的跨越式发展的一年。在“健康中国”大政方针的引领下，我们

期待着原有焦点领域研究和实践的深化，也期盼着智慧康复新领域的突破。

1 康复医学在“健康中国”战略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文件都提出要强调体医融合和康养（医养）融合，取消药品和耗材的加成，着力改变医院收入结构和分

级诊疗制度，证明了国家要将“医疗为中心”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的决心[4]。在此背景下，建立以WHO国际功能分类编码

（ICF）为基础的功能评价体系，实现以功能为轴心的医疗思维和医疗保险思维，建立整个临床医学领域 ICF的评价体系，改革

医疗给付模式，推进临床-康复一体化进程，促进康复医疗和运动治疗在养老产业中的应用，将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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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2020年稿件处理情况

年份

2018
2019
2020

收稿量（篇数）

2782
3102
3109

发稿量（篇数）

322
309
320

录用量（篇数）

356
285
283

退稿量（篇数，退稿率）

2315（83.2%）
2706（87.2%）
2517（81.0%）

基金量（篇数，年平均基金率）

1000（36.91%）
1145（36.9%）
125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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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健康体系建设进入新格局[2]

人体信息不仅包括传统的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

吸、血压），还包括第五临床生命体征-有氧运动[7]，以及生

化指标（血糖、血脂、电解质等）的连续无创采集。信息采

集的方式不仅包括多种可穿戴装备，也包括最新发展的非

接触式多模态体征监护和智能多模态行为感知设备[8-9]。

人体信息物联网的建立将完善现有的人体正常标准，实现

远程和无时间缝隙的动态人体信息监测（个体和群体），揭

示人体生物钟模式，对于疾病预防监控模式、远程和居家

医疗与康复模式、医疗护理和照护模式、医保和健康保险

模式、医疗质量控制和分级诊疗模式等都将产生重大和深

远的影响。以新型APP模式为基础的远程居家康复装备

已经在新冠肺炎出院患者的康复方面取得积极的结

果[10—11]。

3 康复机器人在康复医学领域正在进入全面应用阶段

康复机器人是指具有有助于功能恢复或重建的智能

化装备。机器人必须能模拟人的功能、自动化操作、自我

反馈和学习能力，以及自适应能力[2，12—16]。康复机器人将

在人体行动（运动）、言语、进食、排泄、生活自理、感知和

认知、交流和社会适应等8个功能维度发挥作用。

（1）行动机器人：辅助或者训练患者行动能力的机器

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外骨骼机器人将向着柔性动能传

动（软体机器人）、单关节组合模式、新型运动意图识别和

基于传感器的运动模式智能化自适应调整（随心所欲）。

适用于截瘫、偏瘫、衰弱、骨关节障碍、行动障碍的儿童与

老人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研发，并逐步进入市场。

（2）言语机器人：根据患者的发音和语言特征，以及微表情变化，确定其构音障碍和/或失语症类型，并进行相应言语/构音

训练的机器人。

（3）辅助进食机器人。可以根据患者的意愿或者医嘱，选择合适的食物并驱动机器人手臂或者传替带将食物传送到患者

口边，方便进食的机器人。

（4）大小便处理机器人。自动判断大小便动作，并将收纳器与患者臀部在排泄时瞬时封闭，收纳大小便，并进行会阴部冲

洗、烘干的机器人。这将是康复护理和长期照护的关键技术之一。

（5）洗澡机器人。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或者医嘱，自动清洗患者身体并烘干的机器人，从而改变长期照护的模式。

（6）交流机器人。可以识别患者语言（包括方言），并进行相应的对话和交流的机器人。将广泛用于患者宣教、医患沟通、

老人的情感互动、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的医疗等。

4 脑科学

各种类型的脑功能基础与临床研究、神经调控装备的研究以及脑机接口的研究，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并对脑科学关联的

康复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内容不仅涉及脑损伤（脑卒中/脑外伤等）康复，还包括老年失智症、儿童自闭症和多动症、精神/

心理疾病等康复[17—20]。

5 菌群移植

国内外的专家共识一致认为，肠道菌群是人体免疫力的主要来源，与脑功能和其他人体功能的损害与康复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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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指标统计表 

  

一、影响力指数(CI) 
他引TC 他引JIF 

CI值 影响力指数（CI）学科排序 
本刊数值 学科最大值 学科最小值 本刊数值 学科最大值 学科最小值 

3202 8443 30 1.022 2.044 0.036 609.770 3/123 

二、载文量、可被引文献量（篇）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载文量 可被引文献量 可被引文献比 载文量 可被引文献量 可被引文献比 载文量 可被引文献量 可被引文献比 

336 305 0.91 345 317 0.92 334 323 0.97 

三、被引频次（本刊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2019年度的被引频次） 
本刊发表文献  

被各种来源文献引用频次 

2019年发表文献 2018年发表文献 2017年发表文献 历年发表文献 

被引频次 他引频次 被引频次 他引频次 被引频次 他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 

复合引用 68 62 421 386 826 769 6618 

1、期刊综合统计源文献引用 62 56 337 302 660 603 4471 

2、博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引用 4 4 10 10 229 

3、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文献引用 4 4 80 80 151 151 1870 

4、会议论文统计源文献引用 2 2 5 5 48 

技术研究型统计源期刊引用 59 53 327 292 637 580 4288 

四、影响因子（JIF） 
影响因子种类 即年指标 影响因子 他引影响因子 5年影响因子 他引5年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复合JIF 0.223 1.948 1.805 2.124 1.993 6/123 

期刊综合JIF 0.203 1.558 1.414 1.622 1.491 5/123 

技术研究类JIF 0.193 1.506 1.363 1.565 1.435 5/99 

五、其他参考指标 
基金论文比 平均引文数 引用半衰期 引用期刊数 被引半衰期 被引期刊数他引总引比 互引指数WEB即年下载率 WEB下载量/万次 量效指数 

0.66 27 6.5 608 4.5 884 0.95 67/37 102 25.81 3.044 

注： 1、各项指标定义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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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前基础医学与康复医学最紧密的结合点之一[21]。可以预期“十四五”期间，菌群移植将进入临床实用阶段，并在康复医

学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6 国家康复医疗体系建设深入发展

国家康复医学质控中心的工作取得突出进步[22—23]。最近国家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印发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

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和水平[24]。提出

“到 2025年，依托现有资源布局建设一批中医康复中心，三级中医医院和二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医学)科的比例分别达到

85%、70%，康复医院全部设置传统康复治疗室，鼓励其他提供康复服务的医疗机构普遍能够提供中医药康复服务。”可以预见，

在“十四五”期间，国家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将覆盖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医疗机构。康复医院和社区康复以及居家康复将极大

地提升康复医学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并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发挥突出的作用。

7 本刊“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

（1）实现纸质刊与电子刊同期发行。杂志从纸质刊走向新媒体是出版界不可逆转的趋势，本刊的电子刊必须克服所有困

难，实现大目标。

（2）本学科英文刊是我国康复医学领域走向世界的标志，需要在学会的支持下，尽快完成技术准备，进入运行阶段。

（3）杂志组稿和审稿机制改革，主动加强定向组稿，促使更多高质量的文章投稿本刊，缩短发表周期，提升刊出论文的质量。

关于我们学科的未来，我有很多美好的梦想。合理的梦想是社会和科技进步的前提。只要我们积极行动，锐意创新，不畏

艰难险阻，梦想终将不断地实现。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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