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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
        科技辅助干预

自闭症的认识与干预早已日新月
异！！



三 个 疑 问

 



DSM-Ⅴ自闭症诊治的改变

• 2013年5月18日正式推出

• 争议很大

• 焦点：

     1、诊断范围

     2、症状

     3、程度

 



DSM-Ⅴ自闭症诊治的改变

• 取消其他类别诊断，统称自闭症谱系
障碍

• 合并社交障碍和语言障碍

• 新增社交沟通障碍

• 列出了支持指南

 



DSM-Ⅴ与DSMⅣ比较

内容 DSMⅣ DSM-Ⅴ

分类 AU
AS

PDD-NOS
RETT

HELLER

ASD

症状 社交障碍
语言障碍
刻板行为

社交沟通障碍
刻板行为及狭隘兴趣

其他 未列明支持指南
感觉失调未注明

限定年龄三岁前出现

明确支持指南
明确感觉失调症状

不再限定年龄

 



自闭症的定义

两大核心障碍：

         社交沟通障碍

  
          刻板行为及狭隘兴趣

原来的大部分阿斯伯格综合症不包含

在内 

 



自闭症患病率

• 逐年增长

• 全球公认的患病率为1%

• 最新报道高达1/64

• 福建约有AU人口35万，儿童约10万，0-7
岁约4万，每年新增约3500名儿童。



自闭症患病率进展

8080年代以前年代以前 8080年代年代-90-90年代年代 20002000年以来年以来

罕见
0.2%以下

不少见
0.5%以上

常见
1%

2009年关于患病率的报道:
1、美国CDC的数据显示为1/110。
2、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公布的数据为1/91。
3、英国剑桥大学调查结果显示可能高达1/64。
2012年美国CDC的数据已高达1/88



自闭症患病率

• 患病率报道不断上升，可能原因有：

     1、对ASD认识的加深是主要的因素

     2、发病率是否上升尚是未知的因素

• ASD患病率存在性别差异，男女比例约

为6:1-9:1，暂未发现患病率存在地区差异

、人种差异、人群差异等。



预       后

良好 改善 较差 很差

约占20%，
能回归主流
学校，并能
成年后自立，
找到工作回
归主流社会。

约占50%，
就读主流学
校需要帮助，
工作需要一
定的社会支
持，可以生
活自理，对
日常生活的
适应性尚可

约占20%，
就读特殊学
校需要帮助，
对日常生活
的适应需要
家人帮助，
辅助下能自
理2

约占10%，
无法生活自
理，需要照
料者长期照
顾，甚至可
能受困于其
他的并发障
碍



预后发展

A
S
D

折线型ASD

其他ASD

治疗

绝大部分

少部分
伴发癫痫或
线粒体障碍

少部分

逐渐进步

倒退

于青年期时期出现难以
解释的飞跃性进步



自闭症预后

• 国外报道超过20%预后佳

• 国内的预后报道较差

• 预后与多种因素相关

 



病    因

• 曾经错误的“冰箱母亲”理论

Bettelheim Rimland



病    因

• 目前已经明确家庭教养不是ASD的病

因

• 但家庭教养与ASD患者的预后相关性

极大



病    因

• 遗传学因素被认为是ASD的主要病因
，遗传度约为90%

• 双胞胎的研究 ：
    1、同卵双生共患率： 约90%
    2、异卵双生共患率：约10%



病     因

其他因素：

  1、关于父母亲年龄的问题

  2、关于异常妊娠的问题

  3、关于环境的问题

  4、关于免疫系统异常的问题



病    因

目前的观点认为：

1、ASD是多基因的疾病，但具体有哪

些基因与之相关尚不得而知

2、可能有环境因素参与ASD的发病过

程，但尚未发现确切的环境因素



发病机制

• 先天性发育异常假说

• 二次打击学说



先天性发育异常

相关基因异常

与神经系统功能（尤其是神经
联接）相关的蛋白质等物质生
成异常

神经系统功能
（尤其是神经联接）异常

儿童发育异常

ASD



突触前跨膜蛋白-1α基因变异

突触前跨膜蛋白生成异常

突触前膜功能异常，出现刻板行为

ASD

突触后跨膜蛋白基因变异

突触前跨膜蛋白生成异常

突触后膜功能异常，出现社交沟通障碍

突触功能异常，神经联接异
常

儿童发育异常，并表现出刻板行为、沟通障碍



二次打击学说
ASD易感遗传背

景

异常妊娠等环境有害
因素影响（二次打击）

神经系统发育异常

感知觉发育、认知功能
等神经心理学发育障碍

表现为ASD



自闭症症状的认识

行为 三大障碍 核心障碍 学习模式 高级认知模式

 



两个概念

• 症状轻重

• 功能高低



自闭症症状

• 三大障碍→二元障碍

• 感觉统合失调

• 智力情况

• 其他

 



一、社交沟通障碍

社交沟通障碍是ASD的最核心问题



    异常的语言现象

自言自语

说广告语

延迟性鹦鹉学舌和即时性鹦鹉学舌

刻板的重复语言

说怪癖语言

语音、语调或语速异常

两个语言发育高峰期

折线型语言发育现象



二、刻板行为

刻板、古怪的行为常是最容易观察到的



行为问题

• 重复刻板行为

• 冲动性行为：自伤、攻击行为

• 多动性行为：超过一半以上的儿童出现
多动

• 狭隘的兴趣



三、感觉统合失调



            感觉统合失调的基本理论

• 感觉统合失调：高级神经中枢不能有
效地整合感觉信息，从而导致儿童产
生一系列的行为问题，表现为学习、
专注力、情绪等方面的功能障碍。

• 被乱用最多的一种方法



           感觉统合失调的理论基础

• 感觉处理系统的病变均可以发生感觉
统合失调

• 以往认为感觉统合的中枢主要位于脑
干，但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端脑多个部
位参与了感觉统合的过程

• 层次学说被认为是对感统训练最有帮
助的理论基础



感觉统合失调层次表现

• 感觉发展障碍（SPD)
感觉调控紊乱

感觉过度反应

感觉反应迟钝

感觉寻求/渴望
 

感觉辨识紊乱

听觉

视觉

触觉

本体感觉

平衡感觉

味觉/嗅觉 

感觉基础运动紊乱

运用障碍

姿势障碍 



四、智力结构异常



智力状况

• 高功能ASD是指智力在70以上的ASD患者

• 以往认为ASD75%为智力低下，20%智力正常
，5%智力超常

• 但近些年来由于诊断标准的放宽，越来越多
的高功能ASD被发现

• 近年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近半的ASD儿童智力

不低下



智力状况

• 部分ASD患者有超群的天赋

• 但不管智力低还是高的，均呈现岛状
智力分布



五、其他



• 约30%存在癫痫

• 易伴发其他情绪障碍、抽动障碍、反
社会行为等情况，因此在儿童成长过
程中需要特别留意



怀疑癫痫的情况

• 出现典型的癫痫发作

• 出现严重的问题行为或问题行为加重
，如攻击、自伤或严重情绪问题等

• 在规范训练下，孩子进步不大，尤其
是曾经进步快忽然停止了进步

• 丧失曾会做的动作或认知，尤其是在
坚持训练的情况下



反社会行为+ 杀害85岁妇女事件:1994,13岁,ASD+ 劫持全日空飞机事件:1999,29岁,AS.+ 杀害主妇事件:2000,17岁,AS+ 杀害6月男童事件:2001,12,ASD+ 诱拐杀害儿童事件:2003,12岁,AS+ 杀害10岁小女孩事件:2004,18岁,ASD+ 侵入小学杀伤教师事件:2005,17,PDD-NOS+ 放火杀害家人事件：2006，16岁，PDD-NOS



反社会行为

性格孤僻、行为怪异、长期接受精神病治疗的人
77%最后被诊断为AS，23%有犯罪行为（主要是针对
他人的暴力行为）（ 1988，Tantum） 

只有2.3%AS没有出现过暴力行为(1991, Ghaziuddin)
专门收治囚犯的Broadmoor医院1.5%为AS（1994， 

Scragg）
经过连续的法医精神病测试，15-22岁出现反社会行

为的人群中3%的人符合AS标准(2001, Siponmaa)
英格兰三家特殊医院患者中2.4%为ASD，其中67.7%

为AS (1999,Hare)
9%的ASD曾有犯罪行为,其中AS高达18.9%  (2008, 

Mouridsen)



反社会行为

• 结论:ASD如若不能得到较好康复教育
,成年后犯罪率可能较普通人群高，

且犯罪方式和特点与普通人群有所不
同



自闭症特殊认知模式

• Thinking in picture

• 局部优势能力

• ToM

• EF

• WCC
 



Thinking in picture

• 视觉学习优势

• 照相机样感知模式   视频

• 结构化教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局部优势能力

• 刻板记忆能力强

• 部分存在潜在的天赋



潜能开发—星儿才艺大赛

• 基金会开展了一项潜能开发比赛，结果收到
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近百份参赛视频及
相关资料，且各种表演甚至不亚于“梦想秀”。

• 由此可见，如何有效开展潜能开发将会成为
训练的必要补充。

全部星儿才艺表演可在www.ananedu.cn看到。



ToM

• 心智解读能力，也称心理理论

• 被认为是引起自闭症社交沟通障碍的
核心原因



ToM成分

• 心智解读前能力

• 互联注意

• 情绪

• 信念

• 假想

• 心智解读高级能力 



执行功能

• 有机体对思想和行动进行有意识控制
的心理过程。

• 被认为是自闭症儿童刻板行为和缺乏
组织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执行功能成分

• 抑制能力

• 转换能力

• 记忆刷新能力

• 计划能力

• 思维流畅性



中央凝聚性薄弱

• 看点不看面

• 过分关注局部信息



Thank  you!

微信公众号：安安自闭症教育
网址：www.ananedu.cn
电话：（0531）
88270710/88272196
QQ交流群：一群100903372
二群107891779  三群107850344
邮箱：anan.ed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