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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健醫學的真義 

                        

台大醫院復健部   張權維醫師           

  什麼是復健醫學? 

   「復健」，英文名稱為 Rehabilitation，在香港稱為「復康」，在中國

大陸又普遍稱為「康復」，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廣義的復健，包含的範

圍非常廣泛，風災水災受損後的復原，橋樑受損後的重建，家園的重建，

社會的重整，心靈的改革等都是復健的範疇，而「復健醫學」只是復健的

一部份，在醫學領域中，疾病發生後告一個穩定的段落，可能留下後遺症

或造成身心的障礙，如何讓病人剩下來好的部份與殘留功能發揮到最好的

程度，讓他能夠回到家庭，回到社會，回到工作，讓他能獨立自主的生活，

這就是復健醫學的實質意義。 

   

 復健醫學的發展 

    在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復健醫學算是較慢發展的一門專業，目前在醫

學領域中，除了預防醫學 (常被稱為第一醫學) 與治療醫學 (常被稱為第

二醫學) 外，復健醫學已逐漸成為另一個醫療的模式，所以復健醫學又可

稱為第三醫學。最早的復健醫學概念起源於 1910年代，美國陸軍的軍事

基地醫院為了傷患官兵設置重健單位開始復健工作，而復健醫學的成長主

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戰後的大量傷兵殘障問題，必須投入醫療與各

項復健的工作，緊接著在 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更多的大量傷

兵殘障，如何鼓勵這些病患不要臥床太久，如何廣泛的實施殘障的醫療照

顧，如何幫助這些殘障病人重新回到社會，回到工作，造成了復健醫療的

大量需求，同時也由於這方面的蓬勃發展，也帶動了整個復健醫學教育與

醫療相關工作的茁壯發展。世界各地也在 1960-70年代起紛紛設置復健醫

療機構並在教育體系中培養復健專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

言治療師、心理復健師、義肢支架裝具師和社會工作等專業人員。 

            另一方面復健醫學的發展也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壽命的延長、慢性

疾病的增加、殘障照顧的重視、社會福利的推展以及經濟的發達等，逐漸

受到重視與推展，在復健醫療需求的逐漸增加之下，目前在全世界大多數

的先進國家都設有復健醫療機構，且大多數國家的高等教育也大都設有復

健專業人員的培植訓練機構，一個國家的先進與否，可由其對社會福利的

重視程度得知，而社會福利的進步與否又與復健醫療的水準有相當密切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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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健團隊與整體醫療 

    復健醫療是一個團隊工作，除了復健科醫師外，醫療團隊的成員尚包

括護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復健師、義肢支架

裝具師、社會工作人員與就業輔導員等，每種人員都有其專職的角色與工

作，互相之間不能代替，所以必須分工合作、互助、互相尊重，共同為同

一目標而努力，復健醫療團隊的成員雖然學經歷背景各有不同，但其專業

與知識必須受到尊重與信任，在病人的醫療過程中，整體的復健治療與全

方位的復健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對於疾病如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

關節炎等的醫療，對於環境適應、心智狀況、體能狀況以及家庭問題、經

濟問題等都需作全方位的評估，在醫師的主導下，有病人及家屬的參與，

以及復健治療師和其他專業人員的合作，才能決定復健的目標與達成完整

的復健醫療。 

    以台灣地區常見的腦中風疾病為例，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病人會留下

明顯的後遺症，如半身癱瘓、語言障礙等，腦中風病人在復健醫療的過程

中需要一個團隊人員的合作，醫師除了對於疾病如高血壓、心臟病、糖尿

病、關節炎等的治療外，需要負責病人整體復健醫療的規劃，護士則協助

醫療的照顧，而物理治療師負責加強病人的整體活動能力，如肌力的增

強、關節活動度的增加和走路能力等，職能治療師則強調於動作與功能訓

練，如進食、穿衣、盥洗等日常生活能力，病人如有語言或吞嚥障礙，則

需要語言治療師訓練其溝通能力及吞嚥功能，而許多腦中風病人常有肢體

障礙或是腦部受損引起的心理障礙，或智能與認知能力失常，都需要心理

復健師的協助，在防止肢體的變形與姿勢的校正上，也需要義肢支架裝具

師的協助，社會工作人員與就業輔導員則對於病人的家庭、生活、工作及

經濟狀況等給於適當的輔導與協助，團隊成員之間的協調合作才能使病人

的復健醫療達到最好的程度與最完整的目標。 

  殘障的定義與分類 

    在復健醫學中，「殘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名詞，它也代表著各種不

同的意義，在國際的定義中殘障又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個層次是「失

常」，它的意義是身體器官或精神失去一部份，造成不完整的意思，第二

個層次是「失能」，它強調於身體與精神失去功能，使活動受到限制，而

第三個層次是「殘障」，在意義上它代表是一個障礙，在生活活動上造成

不方便，或是無法在社會上扮演一個稱職的角色，廣義而言，殘障可以指

身體的殘障，也可指精神上的殘障，社會的殘障和文化的殘障等不同意義。 

    殘障的分類在各國各有不同的規範，國內在早年對於殘障的分類只限

於肢體殘障、視覺殘障、聽覺殘障和智能殘障等主要項目，自民國七十四

年頒佈殘障福利法之後，殘障的範圍逐漸擴大涵蓋包括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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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平衡機能障礙者，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慢性精神病患者，多

重障礙者，植物人，癡呆症者，自閉症者，顏面損傷者，及持續性癲癇等

十六項，都列入殘障手冊的請領範圍，也享有國家訂定的各項補助及福利

優惠，受到政府的福利與照顧。 

     在復健醫學的領域中，非常強調於對整個人的醫療，而非只有醫

「病」，整體的醫療包含的層面除了疾病的醫治，還包括心理、社會、家

庭、工作與環境的適應等，殘障者在高度文明的國家社會裡，有生而平等

的基本人權，有就學、就醫、就業、就養的權利，國家有義務提供無障礙

的生活環境給殘障者，目前國內在內政部的主導下，公共建築與公共場所

必須設置無障礙設施，如斜坡道、扶手、低位電話、電梯橫按鍵、洗手間

扶手、導盲磚、殘障停車位等硬體設備，以及指標、動線、服務、說明、

方便性等軟體設施，提供殘障者一個無障礙的社會生活環境。 

    

 復健醫學的未來展望 

    復健醫學的發展雖然只有短短的數十年，但復健醫療確實對於病人、

家屬、社會、國家都有正面的價值，復健醫療的好壞與推展也可作為國家

社會福利與進步的指標，在復健醫學的領域中除了較具成熟的神經疾病復

健、骨關節風濕疾病復健、心肺疾病復健、兒童復健外，仍有許多領域有

待開發，例如老人復健、疼痛復健、語言復健、吞嚥復健、燒傷復健、職

業病復健，以及其他專業領域如腦傷復健、腦中風復健、脊髓損傷復健、

物理醫學、運動醫學、電學診斷、醫學工程與生物力學等，尚有許多發展

的空間，未來的復健醫學將朝著醫學的專業領域去發展，並且秉著復健團

隊的精神與整體醫療建立全方位的醫療服務，相信在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福

利的重視下，將來一定有更前瞻性的發展，在醫學領域上佔一席之地。          

          

 對復健的詮釋 

          醫學為生命添增歲月，復健為歲月增加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