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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部分医疗机构作业治疗(OT)服务开展现状。方法 选取2023年11月至

2024年4月 广 州 市 区 青 年 OT师73名,采 用 问 卷 调 查 其 现 状、主 要 工 作 领 域 和 服 务 内 容、培 训 情 况 等。
结果 在工作压力方面,69名受访者表示有压力或压力较大,仅有4名表示轻松无压力。在单位OT服务供给

与需求方面,58名受访者认为供给小于需求,6名认为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9名认为供给大于需求。在OT实

践模式方面,人-环境-作业模式占86.30%(63/73),人-环境-作业-作业表现模式占39.73%(29/73)。在OT服

务形式方面,患者主动就医占95.89%(70/73)。在主要OT服务领域方面,前4位分别是神经、肌肉骨骼、老

年、儿童发育障碍。所在单位开展OT培训情况如下:每月小于2次占20.55%(15/73),每月大于或等于2次

占54.79%(40/73),每 年1次 占15.07%(11/73),每 季 度1次 占9.59%(7/73)。73名 受 访 者 中,42名

(57.53%)表示在临床工作中同时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31名(42.47%)表示不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结论 广

州市区OT服务发展迅速,有关单位也在逐渐加强OT治疗师的培训,但青年OT治疗师服务领域局限、社区

OT及精神心理疾患OT发展不足、康复治疗分工不够明确、医患沟通与合作仍需加强等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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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y(OT)
 

services
 

in
 

som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Guangzhou.Methods A
 

total
 

of
 

73
 

young
 

OT
 

therapists
 

in
 

Guangzhou
 

urban
 

ar-
ea

 

from
 

November
 

2023
 

to
 

April
 

2024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ir
 

current
 

situation,main
 

work
 

fields,
service

 

contents,training
 

conditions,etc.
 

by
 

questionnaire.Results Regarding
 

work
 

pressure,69
 

respondents
 

reported
 

feeling
 

stressed
 

or
 

experiencing
 

significant
 

pressure,while
 

only
 

four
 

reported
 

feeling
 

relaxed
 

and
 

without
 

pressure.In
 

terms
 

of
 

OT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58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supply
 

was
 

less
 

than
 

the
 

demand,six
 

believed
 

the
 

supply
 

and
 

demand
 

were
 

roughly
 

balanced,and
 

nine
 

believed
 

that
 

the
 

supply
 

exceeded
 

the
 

demand.In
 

terms
 

of
 

OT
 

practice
 

models,the
 

person-environment-occupation
 

model
 

was
 

used
 

by
 

86.30%(63/73),and
 

the
 

person-environment-occupation-performance
 

model
 

was
 

used
 

by
 

39.73%(29/73).In
 

terms
 

of
 

OT
 

service
 

formats,95.89%(70/73)
 

of
 

patients
 

initiated
 

medical
 

visits.The
 

main
 

OT
 

service
 

areas
 

were
 

as
 

follows:neurology,musculoskeletal,geriatrics,and
 

pediatr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were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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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e
 

OT
 

training
 

situation
 

in
 

the
 

respondents'
 

institutions
 

was
 

as
 

follows:less
 

than
 

two
 

sessions
 

per
 

month
 

for
 

20.55%(15/73),two
 

or
 

more
 

sessions
 

per
 

month
 

for
 

54.79%(40/73),once
 

per
 

year
 

for
 

15.07%
(11/73),and

 

once
 

per
 

quarter
 

for
 

9.59%(7/73).Among
 

the
 

73
 

respondents,42(57.53%)
 

reported
 

engag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longside
 

clinical
 

work,while
 

31(42.47%)
 

did
 

not.Conclusion OT
 

services
 

are
 

develo-
ping

 

rapidly
 

in
 

Guangzhou,and
 

relevant
 

institutions
 

are
 

gradually
 

strengthening
 

training
 

for
 

OT
 

therapist.
However,issues

 

such
 

as
 

limited
 

service
 

areas
 

for
 

young
 

OT
 

therapist,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OT
 

and
 

OT
 

for
 

mental
 

health
 

disorders,unclear
 

division
 

of
 

labor
 

in
 

rehabilitation
 

therapy,and
 

the
 

need
 

for
 

im-
provement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till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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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治疗(OT)自20世纪80年代随现代康复医

学的引入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1]。OT以康复

对象为中心,通过有选择的作业活动和(或)适当的环

境干预来改善躯体、心理和社会功能,促进活动和参

与,提高生活质量[2-3]。然而,老龄社会的加速到来及

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服务要求提高等,对 OT从业

人员的数量、服务质量、服务范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4-5]。目前,OT存在从业人员短缺、服务机构短缺、
服务内容简单、OT理念和临床思维需要提高等问

题[2,4,6-7],OT师作为康复医疗队伍的重要力量,其数

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康复医疗的

发展情况[8],而青年OT人才作为未来行业的中坚力

量之一,也能对该地区OT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

用。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OT服务开展可能存

在的问题,特以广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广州市部分

医疗机构青年OT师的服务现状及OT开展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2023年11
月至2024年4月广州市青年OT师73名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1)工作机构为广州市内开展作业治

疗的公立医疗机构、经卫生部门批准设立的非公立专

科机构、残联、民政福利机构或高校;(2)从事作业治

疗服务工作1年以上的在岗人员;(3)自愿参与本研

究。排除标准:(1)已离职、转业或从事OT相关工作不

足1年;(2)问卷填写不完整或数据存在矛盾。本调查

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GYWY-L2023-54)。
1.2 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查阅相关参考文献[7,9-10]、
咨询国内相关 OT专家后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以选

择和问答为主要方式,共31题,涵盖3个方面:(1)青
年OT师现状及OT服务供需情况,包括人员基本信

息、从业压力、服务供需情况等信息;(2)OT实践模

式、服务形式、主要工作领域和服务内容;(3)OT培

训、科学研究开展情况及建议。由调查者通过微信问

卷在广州市内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3
份,回收有效问卷73份,有效回收率100.00%。
1.3 统计学处理 将数据导入Excel2013软件进行

整理分析,使用SPSS23.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  果

2.1 青年OT师现状及OT服务供需情况 73名受

访者中,女54名,男19名;年龄21~34岁;公立医疗

机构从业人员52名,其中综合医院40名,康复医院5
名,妇幼保健院1名,中医院2名,精神卫生院2名,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名;高校从业人员11名,残联、
民政福利机构等其他单位从业人员10名。在工作压

力方面,69名受访者表示有压力或压力较大,仅有4
名表示轻松无压力。在单位 OT服务供给与需求方

面,58名认为供给小于需求,6名认为供给与需求基

本平衡,9名认为供给大于需求。
2.2 OT实践模式、服务形式、主要工作领域和服务

内容 在 OT实践模式应用方面,人-环境-作业模式

(PEO)应用最广[86.30%(63/73)],其他模式依次为

人-环境-作业-作业表现模式[39.73%(29/73)]、加拿

大作业表现模式[26.03%(19/73)]、人类作业模式

[19.18%(14/73)]、河川模式[4.11%(3/73)]。在

OT服务形式方面,患者主动就医占主导[95.89%
(70/73)],上门服务(居家、社区OT)仅占4.11%(3/
73)。在主要OT服务领域方面,前4位分别是神经、
肌肉骨骼、老年、儿童发育障碍,较少开展精神心理、
职业(工伤)相关、烧伤,早期 OT介入主要应用于神

经系统疾病、肌肉骨骼、老年心肺疾病和儿童相关疾

病。在OT服务内容方面,常规开展的内容包括手功

能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治疗性作业活动、认
知康复,较少开展心理康复、职业康复、感觉统合治

疗、音乐治疗、压力治疗、矫形器与假肢干预、环境改

造与辅具制作。在特色 OT活动开展方面,93.15%
(68/73)的受访者表示未开展过有当地特色的OT活

动,仅6.85%(5/73)开展过相关活动(如国际 OT日

活动和打麻将、唱粤语歌和粤剧等),组织开展的特色

OT活动相对较少,人们对OT的了解也相对较少。
2.3 OT培训、科学研究开展情况及建议 所在单位

开展 OT培训情况如下:每月小于2次占20.55%
(15/73),每月大于或等于2次占54.79%(40/73),每
年1次占15.07%(11/73),每季度1次占9.59%(7/
73)。73名受访者中,42名(57.53%)表示在临床工

作中同时也进行科学技术研究,31名(42.47%)表示

不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其中未开展科学研究的原因

是:(1)临床工作繁重,无闲置时间从事科研;(2)科研

基础薄弱,相关经验不足;(3)没有参与研究的渠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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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课题;(4)单位条件不允许。受访者对于发展

OT的建议主要是:开展更多具有OT特色且与物理

治疗等区分的治疗服务,明确OT师的岗位和职业划

分,希望单位能更多地关注 OT的发展,加快 OT融

入社区康复服务。
3 讨  论

3.1 青年OT从业人员服务领域存在局限 康复的

最终目标是帮助患者重返家庭和社会,提高生活质量

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而 OT通过有目的及有选

择性的治疗手段、辅助器具的运用和环境的改造等,
能够有效帮助患者提高生活独立性,是患者回归家庭

和社会的重要桥梁[10]。本调查结果显示,青年OT从

业人员工作单位以综合医院为主,而精神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民政福利机构等从业人员偏少,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11],与社会需求相差甚远,仍需

加强,与闫彦宁等[10]在2017年针对内地从事 OT人

员的调查结果一致。本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广州市关

于OT的供需平衡失调较突出,79.45%(58/73)受访

者表示所在单位OT服务需求大于供给,其原因是单

位经济条件有限,没有足够的人手和设备提供服务,
服务者工作量大、压力大,同时患者康复意识增强、需
求增加。目前,康复机构技术人员配置不足,无法满

足社会需求[12],社会应该重视OT的发展,加大投入,
增加OT资源的供给,让更多患者享受康复服务,同
时缓解OT人员压力,提高服务质量,允许从业者有

条件进行科学研究,推动康复事业发展。
3.2 OT服务未融入社区康复服务中 本调查结果

显示,OT服务形式以患者就医为主,上门服务仅占

4.11%。目前,广州市区的社区康复开展项目比较

少,局限于中医推拿、针灸和理疗,OT和物理治疗较

少开展,且社区OT从业者偏少。社区开展OT康复

可以缓解公立医疗机构的压力,病情稳定、状态良好

的患者可以在附近社区进行长期康复治疗。同时,社
区康复更有条件实现上门服务和居家康复指导,老年

患者躯体功能差,不方便转移。社区OT上门服务可

以让更多身体条件受限的老年患者受益,这也是社区

康复长期发展的需要[6]。
3.3 OT实践模式以PEO模式为主,OT内容比较

局限 OT实践模式为OT师在临床康复中对患者的

评估和治疗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循证依据,是重要的评

估和治疗工具[13]。PEO模式通过人、环境、作业3个

方面的变量对患者进行评估,并指导临床康复治疗计

划,突显了以患者为中心的 OT内涵,符合以人为本

的核心理念[9]。广州市区大部分 OT服务集中在神

经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疾病方面,而精神心理康复开

展的相对较少[13]。由于康复周期长、见效不明显、肢
体残疾和疼痛等原因会让患者产生消极心理,如果不

及时给予正确的心理指导,患者的康复效果则大大降

低。目前,OT康复大多偏向于躯体功能康复,往往忽

略患者消极情绪。OT服务者应该在治疗过程中及时

给予心理干预,帮助患者调整情绪,恢复信心,提高康

复积极性。
3.4 OT活动或宣传存在的不足 目前,OT从业人

员已经遍及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在我国已经

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和普及[10]。广州市区也大力开

展了OT服务,但是人们对 OT的了解不足,在就医

过程中接受康复治疗时也只认为 OT仅是手功能训

练。人们了解OT的渠道有限,仅限于就医时OT师

的解析和医院公众号,医院很少举办具有当地特色的

OT活动(调查中仅有6.85%的受访者举办过相关活

动)。医院和OT团队应多制作宣传小视频、举办有

地方特色的OT活动或宣传,让OT服务走进大众视

野,让人们认识到OT的重要性。
3.5 康复治疗分工不够明确 国外康复治疗师种类

齐全、分工明确,包括物理治疗师、OT师、言语治疗

师、假肢矫形师等。在广州,超过60%治疗师未进行

亚专科分类,在已分类的治疗师中以物理治疗师最

多,而 OT 师、言 语 治 疗 师、假 肢 矫 形 师 等 相 对 较

少[14]。目前,高校逐渐开始按照治疗师的国际培养方

式(即物理治疗师、OT师、言语治疗师)对康复治疗学

学生进行专业培养[15]。近年来,许多医疗机构逐步推

进物理治疗、OT、言语治疗的专业化服务,但是大部

分还是以康复大方向为主,依然存在OT与物理治疗

界限不清、分工不明确等问题。
3.6 医患沟通与合作仍需加强 对于早期康复患

者,综合性医院多是进行日常活动的训练,患者往往

认为OT过于简单或没有训练的意义而拒绝接受治

疗[16]。OT服务者需要积极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

交流,清楚患者及家属的需求。OT师是指导者,患者

是训练及执行者,家属是监督者,三者之间达到良好

的沟通可以实现康复效果的最大化。在实施 OT的

过程中要注意作业强度、时间、频率等治疗量,并处理

好角色定位,强调服务对象为“活动的主体”,治疗师

为“帮助者”“促进者”[17]。
综上所述,广州市区 OT服务发展迅速,有关单

位也在逐渐加强OT师的培训,但青年OT师服务领

域局限、社区 OT及精神心理疾患 OT发展不足、康
复治疗分工不够明确、医患沟通与合作仍需加强等问

题仍然存在。本次调查样本量偏少,关于OT新技术

应用、下肢相关疾病的 OT开展现状等内容未纳入,
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以期为医疗机构提供更

全面、更精准的OT服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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