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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上海市工伤人员康复现状及参加康复治疗的意愿情况,促进工伤人员参加康复,提高治疗积

极性。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依据松江、闵行、浦东、奉贤、嘉定、金山、青浦 7 个区 2019 年工伤鉴定核准

人数的比例,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于 2020 年 8 月至 9 月对抽取的工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 χ2 检验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工伤人员康复意愿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 860 份,回收 860 份,有效问卷 8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0%。 被调查者男性 629 人(75. 4%),女性 205 人(24. 6%);平均年龄(39. 9±7. 3)岁;缴纳工

伤保险人员 764 人(91. 6%)。 613 名工伤人员(73. 5%)表示有康复意愿;不愿意参加康复的原因与对政策和康复

知识了解不足、定点医院便利性较差有关。 沪籍(OR = 1. 671;95%CI:
 

1. 072 2. 603),3 000 5 000 元收入水平

(OR= 2. 396;95%CI:
 

1. 044 5. 502)和 10 000 元以上收入水平(OR= 3. 351;95%CI:
 

1. 372 8. 185),首诊医院接受

过住院服务(OR= 7. 122;95%CI:
 

4. 875 10. 404),部分了解(OR= 2. 153;95%CI:
 

1. 066 4. 350)和较为了解(OR=

3. 240;95%CI:
 

2. 160 4. 859)政策的工伤人员更倾向于选择康复治疗(P<0. 001)。 结论　 上海市工伤保险覆盖率

较高,但政策知晓率较低。 重视人员流动、收入水平、政策了解程度、首诊住院情况等因素,推动贯彻执行“先康复,

后鉴定”的工伤康复原则,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是促进工伤人员康复积极性的有力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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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habilitation
 

intention
 

among
 

employees
 

with
 

work
 

injury
 

in
 

Shanghai.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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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habilitation
 

intention
 

was
 

conducted
 

among
 

employees
 

with
 

work
 

injury
 

in
 

7
 

districts
 

in
 

Shanghai
 

selec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rom
 

August
 

2020
 

to
 

September
 

2021.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habilitation
 

intention
 

were
 

analyzed
 

by
 

one
 

way
 

ANOVA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86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of
 

which
 

834
 

were
 

valid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97. 0%.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re
 

were
 

629
 

men ( 75. 4%)
 

and
 

205
 

women(24. 6%)
 

with
 

an
 

average
 

age
 

of
 

39. 9±7. 3
 

years;
 

764
 

persons( 91. 6%)
 

had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613
 

persons(73. 5%)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ehabilitation.
 

The
 

reasons
 

for
 

un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ehabilitation
 

were
 

lack
 

of
 

the
 

knowledge
 

about
 

rehabilitation
 

policy
 

and
 

inconvenience
 

for
 

assigned
 

rehabilitation
 

institutions.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hanghai
 

household
 

registration(OR = 1. 671;
 

95%CI:
 

1. 072 2. 603),
 

income
 

levels
 

between
 

3 000
 

to
 

5 000
 

Yuan(OR = 2. 396;
 

95%CI:
 

1. 044 5. 502)
 

and
 

over
 

10 000
 

yuan(OR = 3. 351;
 

95%CI:
 

1. 372 8. 185) ,
 

partially
 

acquaintance
 

with
 

rehabilitation
 

policy( OR = 2. 153;
 

95%CI:
 

1. 066 4. 350)
 

or
 

relatively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OR = 3. 240;
 

95
 

%CI:
 

2. 160
4. 859) ,

 

and
 

been
 

hospitalized
 

before
 

rehabilitation(OR = 7. 122;
 

95%CI:
 

4. 875 10. 404)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ehabilitation(P< 0. 001) .
 

Conclusion 　 This
 

survey
 

indicates
 

that
 

the
 

coverage
 

rate
 

of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in
 

Shanghai
 

is
 

high,
 

while
 

the
 

policy
 

acquaintance
 

rate
 

is
 

low.
 

The
 

survey
 

also
 

reveals
 

the
 

factors
 

related
 

the
 

rehabilitation
 

in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rehabilitation
 

intention
 

among
 

employees
 

with
 

work
 

injury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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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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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policy
 

acquaint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工伤作为一个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不仅严重

影响工伤人员个人及其家庭生活,而且造成了大

量社会劳动力的丧失,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1] 。
因此,以恢复劳动者的身体功能和职业劳动能力

为主要目标的工伤康复在国内外均显得十分重

要[2] 。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于 1951 年建立,自

2003 年《工伤保险条例》 颁布后,工伤预防、工伤

康复、工伤补偿“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覆盖范围

和保障待遇逐渐完善[3] 。 上海市历经 10 年的探

索,逐步形成兼具规范性和本土化的工伤康复管

理体系[4] ,工伤康复申请人数几年内增长幅度明

显,但参加康复人数占认定总量的比例依旧较低。
以 2020 年为例,全市参加工伤康复的人数约为

1 200 人次,工伤认定数量为 4. 05 万件,康复占认

定的比例为 3. 0% [5] ,低于全国平均 10. 0%的比

例,以及国内部分省市地区的比例[6] 。 以上现状

折射出的内在原因值得深思。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伤发生风险

因素、工伤人员返岗再就业方面[7] ,关于工伤认定

之后、鉴定补偿以及工伤人员复工回归社会之前参

加康复治疗的必要性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探索研究

鲜有开展。 为了解工伤人员康复现状和参加康复治

疗的意愿情况,本研究针对全市工伤人员进行现况

调查,剖析不愿意参加康复的原因以及影响康复意

愿的因素,为促进工伤人员康复积极性、优化康复管

理体系提供研究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在本市工伤事故发生较为集中的松江、闵行、浦
东、奉贤、嘉定、金山、青浦 7 个区社会保障服务中

心,对进行康复咨询的工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每

年通过以上 7 个区申请的工伤康复占全市总量的

85%,依据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关于 7 个区工

伤鉴定核准人数的比例[8]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确定各区调查人数。

纳入标准:
 

18 周岁及以上,自愿参加,意识清楚、
表达无障碍并能完成问卷填写的人员。 排除标准:

 

存在智力或精神异常、有严重不良疾病等情况无法完

成问卷的人员。 本研究通过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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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研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件号:
 

YZ2020-075),
且问卷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参考《企

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 ( UDC658. 382
 

GB
 

6441—86)和相关文献[9-12] ,结合本市工伤情况设计

完成。 在正式问卷调查之前,进行预实验及问卷信

效度检验,完善问卷结构。 内容包括以下 3 个部分。
(1)

 

基本情况:
 

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
单位所属行业、受伤前月收入水平等;(2)

 

受伤和医

疗情况:
 

受伤类型、受伤至申请间隔、受伤地点、首
诊医院住院等;(3)

 

政策了解与康复意愿情况:
 

参

加社会保险情况、了解政策途径与程度、康复意

愿等。
调查人员为各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和本医院

工作人员,正式调查前经过统一培训。 对完成的

问卷当场检查,发现填写不清楚或不完整的问卷,
可根据其意愿继续完成。 调查结束后,对上交的

问卷逐一检查核实。 问卷调查进行全程质量控

制,对未完成、资料不全、严重偏离事实的问卷进

行剔除。
1. 3　 统计学处理

选用 EpiData
 

3. 1 软件进行双人录入数据,应用

SPSS
 

26.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和百分比表示。 采用 χ2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比较

不同组别工伤康复意愿的差异;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工伤人员对于康复意愿的

影响因素。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基本情况

2020 年 8 月—2021 年 9 月共发放调查问卷 860
份,回收 860 份,有效问卷 83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0%。 松江、闵行、嘉定、浦东、金山、青浦、奉贤 7
个区回收的问卷数分别为 98、89、148、214、63、97、
125。 研究对象中男性为 629 人( 75. 4%),女性为

205 人(24. 6%);平均年龄为(39. 9 ± 7. 3) 岁,年龄

18 60 岁,见表 1。
2. 2　 受伤和医疗情况

研究对象单一部位伤排在前 4 位的是骨关节损

伤 370 人(44. 4%),手外伤 104 人(12. 5%),颅脑损

伤 75 人(8. 9%),脊髓损伤 58 人(7. 0%);另有 147

人(17. 6%)为复合部位伤,见图 1。 受伤至工伤认

定申请间隔在 3 个月以内为 570 人(68. 3%),3 6
个月的为 150 人(18. 0%),6 个月以上的为 114 人

(13. 7%); 受 伤 地 点 在 工 作 场 所 的 为 633 人

(75. 9%),上、下班途中的为 151 人(18. 1%),出差

在外地的为 50 人(6. 0%);631 人(75. 7%) 在首诊

医院接受过住院服务。

表 1　 工伤人员基本情况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n= 834)

项目 数值

性别

　 男 629(75. 4%)

　 女 205(24. 6%)

年龄 / 岁

　 18 ~ 30 145(17. 4%)

　 31 ~ 40 271(32. 5%)

　 41 ~ 50 273(32. 7%)

　 51 ~ 60 145(17. 4%)

户籍

　 沪籍 252(30. 2%)

　 非沪籍 582(69. 8%)

学历

　 小学及以下 85(10. 2%)

　 初中 / 高中 / 中专 556(66. 7%)

　 大专及以上 193(23. 1%)

婚姻状况

　 未婚 123(14. 7%)

　 已婚 683(81. 9%)

　 离婚 / 丧偶 28(3. 4%)

单位所属行业

　 制造业 361(43. 3%)

　 建筑业 187(22. 4%)

　 餐饮业 67(8. 0%)

　 运输业 103(12. 4%)

　 服务业 116(13. 9%)

受伤前月收入 / 元

　 ≤3 000 34(4. 1%)

　 3 001 ~ 5 000 232(27. 8%)

　 5 001 ~ 10 000 358(42. 9%)

　 >10 000 210(25. 2%)

申请区县

　 松江 98(11. 8%)

　 闵行 89(10. 7%)

　 嘉定 148(17. 7%)

　 浦东 214(25. 7%)

　 金山 63(7. 6%)

　 青浦 97(11. 6%)

　 奉贤 125(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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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工伤政策了解情况

本次研究的保险范围为我国法定“五险一金”中
的医疗、工伤、养老和失业保险,参加全部保险险种的

人数为 606 人(72. 7%),没有参加保险的为 71 人

(8. 5%),另有从事建筑行业的 158 人(18. 8%)按照工

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通过政府部门办事窗口、
单位人事、亲戚朋友、医护人员、电视网络媒体这5 个渠

道了解政策的人数为 336 人(40. 3%)、205 人(24. 6%)、
137 人(16. 4%)、78 人(9. 4%)和 50 人(6. 0%),另有 28
人(3. 3%)从未听说或者不知从何了解。

图 1　 工伤人员受伤类型构成比
Fig. 1　 Proportion

 

of
 

injury
 

types

通过调查工伤人员对于以下 3 个问题的回答情

况,判定其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
 

(1)
 

目前倡导先

康复后鉴定的做法;(2)
 

工伤人员可以享受的待遇;

(3)
 

工伤康复费用的支付情况。 所有问题全部回答

正确为较为了解,全部回答错误为不了解,回答正确

1 个或 2 个问题为部分了解。 结果显示,较为了解

的人 数 为 91 人 ( 10. 9%), 部 分 了 解 为 560 人

(67. 1%),不了解为 183 人(22. 0%)。 所有问题回

答正确的人数分别为 347 人、386 人和 284 人。
2. 4　 工伤人员康复意愿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834 名工伤人员中,613 名(73. 5%)表示有康复

意愿。 613 名有康复意愿人员中,单位申请康复方式

为 71. 5%,个人或近亲属申请康复方式为 28. 5%;进
行住院康复为 79. 5%,进行门诊康复为 20. 5%。 愿意

参加康复的原因,选择比例前 4 位为“希望早日康复”
(87. 8%)、“定点医院服务质量有保证”(53. 7%)、“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52. 5%)、“经首诊医院医护

人员推荐” (11. 9%)。 无康复意愿的 221 名工伤人

员的原因,排在前 4 位的分别为“感觉康复无效果”
(78. 7%)、“尽早鉴定获得补偿” (65. 6%)、“经过康

复可能降低工伤级别影响待遇” (62. 9%)、“定点医

院较远不方便”(53. 4%),具体见图 2 和图 3。 不同

户籍、学历、月收入水平、首诊医院住院情况以及政

策了解情况对于工伤人员参加康复的意愿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 001),见表 2。

图 2　 愿意参加工伤康复的原因
Fig. 2　 Causes

 

for
 

employees
 

with
 

work
 

injury
 

being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ehabilitation

图 3　 不愿意参加工伤康复的原因
Fig. 3　 Causes

 

for
 

employees
 

with
 

work
 

injury
 

being
 

reluctant
 

to
 

participate
 

in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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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康复意愿工伤人员各特征分组的单因素分析
Tab. 2　 One

 

way
 

ANOVA
 

of
 

rehabilitation
 

selection
 

of
 

employees
 

with
 

work
 

injury

项目 有意愿 无意愿 χ2 P

总数 613(71. 2%) 221(28. 8%)
性别 0. 727 0. 394
　 男 467(74. 2%) 162(25. 8%)
　 女 146(71. 2%) 59(28. 8%)
年龄 / 岁 1. 006 0. 800
　 18~30 106(73. 1%) 39(26. 9%)
　 31~40 202(74. 5%) 69(25. 5%)
　 41~50 203(74. 4%) 70(25. 6%)
　 51~60 102(70. 3%) 43(29. 7%)
婚姻状况 2. 398 0. 301
　 未婚 86(69. 9%) 37(30. 1%)
　 已婚 509(74. 5%) 174(25. 5%)
　 离婚 18(64. 3%) 10(35. 7%)
户籍 16. 506 <0. 001
　 沪籍 209(82. 9%) 43(17. 1%)
　 非沪籍 404(69. 4%) 178(36. 0%)
学历 17. 420 <0. 001
　 小学及以下 57(67. 1%) 28(32. 9%)
　 初中 / 高中 / 中专 392(70. 5%) 164(29. 5%)
　 大专及以上 164(85. 0%) 29(15. 0%)
受伤前月收入 / 元 40. 192 <0. 001
　 ≤3 000 20(58. 8%) 14(41. 2%)
　 3 001~5 000 175(75. 4%) 57(24. 6%)
　 5 001~10 000 233(65. 1%) 125(34. 9%)
　 >10 000 185(88. 1%) 25(11. 9%)
单位所属行业 8. 679 0. 070
　 服务业 77(66. 4%) 39(33. 6%)
　 制造业 261(72. 3%) 100(27. 7%)
　 建筑业 149(79. 7%) 38(20. 3%)
　 餐饮业 46(68. 7%) 21(31. 3%)
　 运输业 80(77. 7%) 23(22. 3%)
参加保险情况 3. 171 0. 205
　 参加 1 种保险 125(79. 1%) 33(20. 9%)
　 全部参加 437(72. 1%) 169(27. 9%)
　 没有参加 51(72. 9%) 19(27. 1%)
受伤类型 0. 370 0. 543
　 单一部位伤 502(73. 1%) 185(26. 9%)
　 复合部位伤 111(75. 5%) 36(24. 5%)
受伤至申请间隔 2. 285 0. 391
　 3 个月以内 416(73. 0%) 154(27. 0%)
　 3~6 个月 117(78. 0%) 33(22. 0%)
　 6 个月以后 80(70. 2%) 34(29. 8%)
首诊医院住院情况 137. 813 <0. 001
　 是 528(83. 7%) 103(16. 3%)
　 否 85(41. 9%) 118(58. 1%)
政策了解情况 58. 996 <0. 001
　 较为了解 72(79. 1%) 19(20. 9%)
　 部分了解 447(79. 8%) 113(20. 2%)
　 不了解 94(51. 4%) 89(48. 6%)

2. 5　 工伤人员康复意愿选择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工伤人员报告是否有康复意愿为因变量(1 =
是,2 =否),户籍、学历、月收入水平、首诊医院住院

情况和政策了解情况 5 个因素为自变量,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结果显示, 沪籍 ( OR =
1. 671;95%CI:

 

1. 072 2. 603),3 000 5 000 元收入

水平 ( OR = 2. 396; 95% CI:
 

1. 044 5. 502 ) 和

10 000 元 以 上 收 入 水 平 ( OR = 3. 351; 95% CI:
 

1. 372 8. 185) ,首诊医院接受过住院服务(OR =
7. 122;95%CI:

 

4. 875 10. 404) ,部分了解(OR =
2. 153;95%CI:

 

1. 066 4. 350) 和较为了解(OR =
3. 240;95%CI:

 

2. 160 4. 859)政策是工伤人员愿

意参加康复治疗的影响因素(P<0. 001) ,见表 3。

表 3　 工伤人员康复意愿选择的 logistics 回归分析
Tab. 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of
 

rehabilitation
 

intention

变量 B SE Wald P OR(95%CI)

户籍

　 非沪籍(对照) — — — — —

　 沪籍 0. 513 0. 226 5. 146 0. 023 1. 671
(1. 072~2. 603)

学历

　 小学及以下
　 (对照) — — — — —

　 初中 / 高中 /
　 中专

-0. 082 0. 285 0. 082 0. 774 0. 921
(0. 527~1. 610)

　 大专及以上 0. 444 0. 377 1. 386 0. 239 1. 559
(0. 744~3. 265)

受伤前月收入 / 元

　 ≤3 000
　 (对照) — — — — —

　 3 001~5 000 0. 874 0. 424 4. 248 0. 039 2. 396
(1. 044~5. 502)

　 5 001~10 000 0. 261 0. 407 0. 413 0. 521 1. 299
(0. 585~2. 884)

　 >10 000 1. 209 0. 456 7. 045 0. 008 3. 351
(1. 372~8. 185)

首诊医院住院情况

　 否(对照) — — — — —

　 是 1. 963 0. 193 103. 049 <0. 001 7. 122
(4. 875~10. 404)

政策了解情况

　 不了解(对照) — — — — —

　 部分了解 0. 767 0. 359 4. 566 0. 033 2. 153
(1. 066 ~ 4. 350)

　 较为了解 1. 176 0. 207 32. 316 <0. 001 3. 240
(2. 160 ~ 4. 859)

3　 讨　 　 论

各类生产岗位尤其是重体力活及危险性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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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大部分由中青年男性来承担,致伤概率较大。
本研究中,选取的工伤人群主要来自于上海市工伤

事故发生较为集中的 7 个郊区区县,这些地区制造

业、建筑业、服务业较密集,相应行业的职工和伤害

事件发生数量相对较高[13-14] 。 且该批工伤人员与

珠三角地区类似,以 31 50 岁的男性非沪籍人员为

主,学历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受伤前月收入位于

3 000 10 000 元[15] 。 这些典型的工伤社会特征为

本市工伤预防管理提供了重要指引,分行业、针对

性地加强高危职业人群的宣教和预防工作,迫在

眉睫。
近两年来,上海政府将本市各类工程建设项目

中流动就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以

及推行“先参保、再开工”的重要举措[16] ,本研究表

明上海市整体工伤保险覆盖率超过 90%,高于部分

地区的参保率[17] 。 然而绝大多数工伤人员对于工

伤相关政策并不了解,在关于政策问题的调研中,回
答正确率均在 50%以下,其中对于“先康复后补偿”
的理念以及康复费用支付情况了解最少。 此外,超
过半数的工伤人员认为经过康复功能改善可能会降

低工伤级别从而影响待遇,普遍存在不愿意康复的

想法,对于工伤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仍未到达清

晰认知的层面。 因此,建议可借鉴德国模式,采用立

法等措施确保工伤康复的优先级,强制性地促使更

多的工伤职工参加康复治疗,以减少工伤事故及职

业病带来的不良后果,后续完成康复治疗,形成康复

闭环,让工伤职工重新获得职业劳动能力重返工作

岗位,大幅节约社会成本[18-19] 。
虽然超七成工伤人员表示愿意参加康复,仍有

三成人员不愿意参加康复,康复政策知识匮乏和康

复治疗途径较不便捷成为主因。 上海市目前有 7 家

定点医疗机构[20] ,4 家位于市中心,3 家位于市郊。
位于市中心的机构以综合性医院为主,医疗资源紧

张;位于市郊的养志康复医院康复软硬件实力强大,
但交通尚不便捷。 因此,建议改革优化的重点聚焦

在工伤人员康复的便捷性和康复医疗机构的承载能

力,优化工伤康复资源配置,平衡各区县医疗资源与

康复需求的矛盾,刻不容缓。
回归模型提示,户籍所在地、受伤前月收入水

平、政策了解程度以及首诊医院住院情况密切影响

工伤人员的康复意愿。 沪籍人士愿意参加康复的意

愿是非沪籍人士的 1. 671 倍,外来务工人员更多顾

及到家庭环境、支出成本、工作流动等因素,对要求

系统治疗、进展相对缓慢的工伤康复意愿选择带来

较大影响。 收入水平反映出收入越高则康复意愿强

烈,侧面反映出高生活水平人员对于高质量康复的

认可和需求。 政策了解程度与收入水平类似,这与

刘彦君[21]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见工伤政策认知

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康复治疗的开展。 可见政策宣教

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拓宽宣传渠道和宣传

对象,推动全社会对工伤康复的全面认识,将是以点

带面的重要途径。 首诊住院较大程度影响了康复意

愿的选择,伴随着大家对“早期康复” 认识的提升,
医院在开展临床医疗救治的同时融入床边康复,极
大地帮助工伤人员后续主动获取更为系统全面的康

复治疗[22] 。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工伤人员受

伤情影响,问卷调查过程中存在回忆偏倚;且本研究

仅为分层抽样调查,数据选择存在偏倚。 由于人力、
物力以及财力有限,工伤人员的劳动能力伤残等级、
不同工伤部位以及用人单位对于工伤人员受伤后返

岗的支持程度等因素未在本研究中涉及,可能影响

研究结果,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度探讨。
我国的工伤群体是潜在庞大的弱势群体,积极

发展工伤康复事业,恢复工伤人员的身体机能和职

业劳动能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现实意义[23-24] 。 康复政策知晓情况、首诊住

院情况、收入生活状况是工伤人员积极参加康复治

疗的主要因素。 探索工伤人员从具有康复意愿至最

终接受康复治疗的全过程支持模式尤为关键,这将

为工伤人员提供优质康复治疗服务奠定坚实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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