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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功能评定方法选择指南》

编制说明

1.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

（1）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平衡是人体保持姿势与体位，完成各项日常生活活动的基本保证。当

各种原因导致维持姿势稳定的感觉系统、运动系统或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

伤时，平衡功能便会受到损害。我国约 80%的脑卒中患者、绝大多数脊髓

损伤患者、骨关节疾患患者伴有平衡功能障碍。

平衡功能的评定是运动功能评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平衡康复计

划的重要步骤。目前临床应用的平衡功能评定的方法和手段众多，但方法

选择针对性不强、操作不规范会导致评定结果出现偏差，无法准确反应患

者平衡功能障碍问题，失去对平衡功能障碍治疗指导意义；在利用仪器进

行定量测试时，操作流程和参数解读缺乏规范。制定平衡功能评定的规范

标准是保证患者安全、准确反映结果、提高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

优化培训流程、规范康复医学发展的关键。

（2）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文件精

神,落实中国残联等六部门制定的《"十四五"残疾人康复实施方案》中有

关"制定、完善康复服务标准、规范"的工作要求,增加康复服务标准有效

供给,发挥团体标准在行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推动残疾人康复服务

高质量发展,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康复医院、中国康复科学所、山东

省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浙江康复医疗中心、辽宁省锦州市中医医院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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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积极响应、认真研究，确定了《平衡功能评定方法选择指南》团体标

准的编制。

本标准由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提出，经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组织专家评

审和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研究同意，《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立项计划编号为 CARD202309。

（3）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桂芸、赵舒羽负责标准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的起

草，公维军、郑飞雪等负责标准全过程管理，刘迎春、高明明、何泽佳等

参与标准研讨和对标准内容的补充。

2.主要工作过程

（1）启动阶段

2022 年 2 月底，中国残联康复部要求报送 2022 年拟编制标准，同时，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启动中心标准化建设工作。作为中心重点科室，康复评

定科迅速组织人员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与相关专家进行研讨，确立项目

目标，拟订项目实施计划，收集和整理国际国内社区康复工作资料，并于

2022 年 3月至 9月召开三次研讨会，确定了标准提纲和工作计划。

（2）标准草案稿编制阶段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月，标准编写工作组主要起草人按收集的各

类资料及调研结果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所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和格式起草了工作组讨论稿。期间，工作组召开了

三次研讨会讨论初稿的内容，并进行修改。同时，初稿还征求了协会及部

分一线工作者的意见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并按照意见将服务规范改为工

作指南，于 11月提交协会准备立项评审工作。

2023 年 11 月 27 日，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批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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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立项审查会，组织行业专家对标准进行立项审查。会后，标准编写工

作组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逐条分析和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

说明。

3、标准编制原则、依据和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标准编制中，规范性

要素的选择遵循标准化对象原则、文件使用者原则、目的导向原则，文件

的表述遵循一致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易用性原则。

本标准是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康复评定专业委

员会、北京康复医院等众多专业人员多年临床工作理论及实践总结的基础

上制定的。主要依据有：①参与平衡功能评定的相关教材的编写；②承担

平衡功能评定的相关高质量研究及报道；③完成大量不同病种患者及健康

人群平衡功能评定的临床工作。

该指南确定了不同患者人群平衡功能评定的评定方法、服务原则、服

务内容、服务过程。适用于我国从事康复评定的机构和人员。主要技术内

容如下：

1）术语和定义，包括平衡功能、康复、康复评定等。

2）服务原则，包括个体化、安全性、早期评定、定期评定、客观评

定、评定禁忌证等原则。

3）服务内容，包括平衡功能的定性评定、半定量评定、定量评定中

不同方法的的适用对象、评定设备、评定过程、结果解读、注意事项等。

4）服务支持，包括场地和设施条件、人员条件等。

4、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和行业发展的作用

本标准主要内容涉及的医疗机构和企业约有 8.3 万家，标准发布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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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使用本标准的医疗机构和企业约有 8.3 万家。包括：各级医院等医疗单

位+残疾人康复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预计覆盖：各类残障人群

约 8500 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约 4000 万、65 岁以上老年人 2.1 亿（来源：

国家统计局）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弥补康复评定的相关标准空白，为开展康复评定

工作的相关机构和专业服务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保证平衡功能评定操作规

范、过程安全、结果准确，提高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优化培训

流程，规范康复医学发展。

5．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程度的说明，以及国内、外同类产

品或标准的对比情况

无。

6、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所涉及的相关标准是现行有效版本，引用的文件都能查阅，所

以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是协调的。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制定完成后，将积极进行推广和使用指导，一方面依托中国残

疾人康复协会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国家继续教育项目，推动本标准的推广

和临床应用；另一方面依托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和北京康复医

院实习、进修代教工作，推动本标准成为一线临床评定的行业参考。此外，

依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指导中心残疾人社会服务

等平台，积极宣传本标准的正确使用；同时邀请行业内的社区康复国际国

内专家，通过论坛、培训等形式进一步推进平衡功能评定方法选择指南的

实际应用和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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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无涉及专利，及专利的披露情况。

11、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平衡功能评定方法选择指南》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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