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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究不同年龄段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认知与行为特点影响的差异&方法
!

选取
$*%1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于达州市中心医院及达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并确诊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
'4*

例儿童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年龄的

不同!将其分为婴幼儿组"

*

!

1+

月龄$与儿童组"

1+

月龄以上$&婴幼儿组有
$)+

例患者!儿童组有
%*$

例患者&对两组患儿分别

进行孤独症儿童心理教育评核
5

第三版测试!分为发展测试与行为测试!以评定患者的认知与行为特点!将两组患儿测试结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研究&结果
!

婴幼儿组患儿中!男童占
4*(,$2

!女童占
$&(1+2

!平均年龄"

',(4+S)(+%

$个月#儿童组患儿中!男童

占
))()42

!女童占
''(''2

!平均年龄"

)$(,1S&(*$

$个月&两组患儿中男童比例明显高于女童&婴幼儿中男童认知能力

"

V/#

$%语言理解能力"

RT

$%视觉或动作模仿能力"

VUO

$%小肌肉能力"

ZU

$%大肌肉能力"

0U

$原积分分别为"

$+(,*S%$(,+

$%

"

%,()*S%*(1&

$%"

%*(4)S1()&

$%"

$)(*&S,(+&

$%"

$'('&S,(%&

$分!女童为"

$*(%*S%1(1*

$%"

%'(%*S%*(&+

$%"

4($%S,(%&

$%

"

$'(&,S4()%

$%"

$*(,&S)(+4

$分#儿童组男童相应原积分为"

11(,*S%'($&

$%"

$4($*S$)('&

$%"

%,(1)S'(4&

$%"

''(4&S,(*%

$%

"

$4(+4S$(,1

$分!女童为"

'1(&*S%&(),

$%"

%+()*S%$($&

$%"

%%(,&S4(*+

$%"

$&(%*S&(+&

$%"

$)()1S,(&+

$分&两组患者中男

童
!V#

%

RT

%

VUO

%

ZU

%

0U

原积分明显高于该组女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婴幼儿组男童和女童
!V#

%

RT

%

VUO

%

ZU

%

0U

原积分均明显低于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婴幼儿组男童
/W

%

IR

原积分为"

%1($+S'()&

$%"

+(,%S

)($&

$分!女童为"

%%(4&S1(4)

$%"

,($%S)(4&

$分#儿童组男童相应原积分为"

%4(&'S'()4

$%"

%'(%&S,(4$

$分!女童为"

%1(+%S

,(4&

$%"

&(+%S4(*'

$分&各组患者中男童
/W

%

IR

原积分明显高于该组女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儿童组男童和女童

/W

%

IR

原积分明显高于婴幼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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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确诊年龄越大!在认知及行为特点

方面越完善!而且同年龄段女童患儿认知及行为的发展速度较男童缓慢!应在患儿早期抓住时机进行训练治疗&

关键词"年龄#

!

孤独症谱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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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特点#

!

行为特点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5&1,,

"

$*%4

$

%*5%1%+5*'

#-?9F4-648?>

N

48-68

N

-+5+G4>-DI4=>G+8<>96=><>654<+,5+6,8?6=+9D<4-C+5=>F5+,;,

7

465<F;D+,8<D4<

86$%J.(

/

%

#

5#;3(

$

#

%#$%1'3D'(

'

$

%:!<G'3?>'BK<3BF'(

/

3(GJ<-<3>BFH<B?'.(

#

;3LF.2V.B3?'.(393(GK<BF('B394.99<

/

<

#

;3LF.2

#

H'BF23()',***

#

4F'(3

%

$:;<

=

3>?@<(?.

A

4F'9G5<39?F43><

%

':;<

=

3>?@<(?.

A

!F

E

-'3?>

E

#

;3LF.24<(?<>5.-

=

'?39

#

;3LF.2

#

H'BF23()',***

#

4F'(3

&

HI,5<>65

!

"I

*

465+G4

!

679X

?

@7C9:<98DMM9C9>;9E7M;7

=

>D:DK9F>8P9<FKD7CF@;<FCF;:9CDE:D;E7M;<D@8C9>GD:<FJ:DEBE

?

9;:CJB8DE5

7C89CD>8DMM9C9>:F

=

9

=

C7J

?

E(J45=8D,

!

/:7:F@7M'4*;<D@8C9>GD:<FJ:DEBE

?

9;:CJB8DE7C89CEG9C9E9@9;:98MC7B Ĵ>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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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多发于儿童的心理发育障碍疾病#

给患儿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

)

'孤独症谱系障碍大

多是家庭遗传因素或者生存环境导致儿童神经发育出现障碍

而引发的(

$

)

'患儿一般会表现出不愿与人交流*语言功能较

低#甚至会出现智力低下的状况#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尤为

不利(

'

)

'本研究对以往不同年龄段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进

行认知与行为特点进行比较#旨在探究年龄对患儿认知行为能

力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
$*%1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达

州市中心医院及达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并确诊为孤

独症谱系障碍的
'4*

例儿童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年龄

的不同#将其分为婴幼儿组$

*

!

1+

月龄&与儿童组$

1+

月龄以

上&'婴幼儿组
$)+

例#儿童组
%*$

例'本研究患儿均满足以

下条件!$

%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提出的孤独症谱

系障碍诊断标准%$

$

&所有患者年龄都小于等于
)

岁%$

'

&排除

完全发育落后#智力低下#语言功能低下及其他由发育不良导

致的疾病'

$(/

!

方法
!

根据香港协康会提出的孤独症儿童心理教育评

核
5

第三版$

#W#5'

&对患儿进行发展能力与行为特点的测试'

#W#5'

从
$

个方面对患儿进行测试#即发展测试和行为测试'

发展测试涵盖认知能力$

V/#

&*语言理解能力$

RT

&*语言表达

能力$

WT

&*视觉或动作模仿能力$

VUO

&*小肌肉能力$

ZU

&和

大肌肉能力$

0U

&等方面#可用来评估患儿的认知能力'行为

测试则涵盖了语言类行为特征$

!VN

&*非语言类行为特征

$

!UN

&*社会互动$

IR

&及情感表达能力$

/W

&几方面#可用来

评估患儿的行为特点'根据患儿
#W#5'

测试原积分来评价孤

独症系谱障碍患儿的发展能力和行为特征'测试过程中#所有

患儿均由专业人士引导#所以患儿指导语一致#严格遵守测试

流程#并使用
#W#5'

软件分析系统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

!

观察指标
!

$

%

&患儿临床指标'统计两组患者男女比例#

年龄进行比较'$

$

&患儿认知结果'汇总两组患儿发展测试结

果#计算发展测试原积分进行比较'$

'

&患儿行为特点结果'

汇总两组患儿行为测试结果#计算行为测试原积分进行比较'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II$*(*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O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W#5'

测试原积分用协方差进行

分析#以年龄为协变量'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儿的一般资料
!

婴幼儿组中#男
%+&

例#所占百分比为

4*(,$2

%女
4&

例#所占百分比为
$&(1+2

%年龄
$,

!

14

个月#

平均$

',(4+S)(+%

&个月%儿童组患儿中#男
)+

例#所占比例为

))()42

%女
'1

例#所占比例为
''(''2

%年龄
1+

!

+'

个月#平

均$

)$(,1S&(*$

&个月'

/(/

!

不同性别及组间患儿认知测试结果比较
!

婴幼儿组与儿

童组两组患者中男童
V/#

*

RT

*

VUO

*

ZU

*

0U

原积分明显高

于该组女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婴幼儿组男童和

女童
RT

*

VUO

*

ZU

*

0U

原积分均明显低于儿童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儿
WT

原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不同性别及组间患儿行为测试结果比较
!

婴幼儿组与儿

童组两组患者中男童
/W

*

IR

原积分明显高于该组女童#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儿童组男童和女童
/W

*

IR

原积分

明显高于婴幼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儿

!VN

*

!UN

原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及组间患儿
#W#5'

发展测试结果比较%分(

OS-

&

组别 性别
( V/# WT RT VUO ZU 0U

婴幼儿组 男
%+& $+(,*S%$(,+

"

%$(44S%*(+% %,()*S%*(1&

"%

%*(4)S1()&

"%

$)(*&S,(+&

"%

$'('&S,(%&

"%

女
4& $*(%*S%1(1*

#

%$(*&S%%(%' %'(%*S%*(&+

#

4($%S,(%&

#

$'(&,S4()%

#

$*(,&S)(+4

#

儿童组 男
)+ 11(,*S%'($&

#

%'(4*S%$(4$ $4($*S$)('&

#

%,(1)S'(4&

#

''(4&S,(*%

#

$4(+4S$(,1

#

女
'1 '1(&*S%&(), %'(''S%'($& %+()*S%$($& %%(,&S4(*+ $&(%*S&(+& $1()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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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婴幼儿组女童相比#

"

!

%

*(*,

%与儿童组女童相比#

#

!

%

*(*,

%与儿童组男童相比#

%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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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及组间患儿
#W#5'

行为测试结果比较%分(

OS-

&

组别 性别
( /W !VN !UN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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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出现发育障碍综合

征#极易发生在儿童时期#若不及时防治#对儿童的终生成长会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

)

'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儿容易产

生社交生活障碍#兴趣爱好单一#行为举止重复刻板等现象(

,

)

'

医学界普遍认为在儿童时期孤独症系谱患儿的病情与患儿年

龄有一定的关系#但对于二者间的具体关系目前尚无定论(

)

)

'

本研究对于
'4*

例孤独症系谱障碍患儿进行分类比较#希望得

出年龄对于患儿认知行为及行为特点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组患儿男童比例明显高于女童#这与

前者研究一致(

4

)

'这提示#男童更易患孤独症谱系障碍#且女

童与男童的发病情况有所差异#应当分别进行研究(

4

)

'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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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后续的认知能力与行为特点比较中将男女分别进行

分析'

在对患儿认知能力的比较中#两组患者中男童
V/#

*

RT

*

VUO

*

ZU

*

0U

原积分明显高于该组女童#且婴幼儿组男童和

女童以上各指标原积分均明显低于儿童组'在对患儿行为特

点方面的研究中#本研究得出两组患儿中男童
/W

*

IR

原积分

明显高于该组女童#且儿童组男童和女童
/W

*

IR

原积分明显

高于婴幼儿组'女童各项原积分均低于男童可能与男童早期

症状较为明显#而女童早期病情不明显#易被误诊或漏诊有关#

有研究也曾提出女童的平均确诊年龄高于男童#也给予了本研

究一定的依据(

+5&

)

'而儿童组患儿各项积分都高于婴幼儿组患

儿则表明随着患儿年龄的增长#患儿认知能力也有所提高#这

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虽然存在发育障碍#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仍会有所提高#很少出现认知能力下降的情况

一致(

%*5%%

)

'同时#这些结果也提示#后期对患儿的训练治疗起

到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女童早期病情不明显#确诊较晚#因而

治疗开始较晚#在认知能力及行为特点方面均不及男童(

%$

)

'

而儿童组由于前期无症状或症状较轻#认知及社交能力也比较

好#因而认知能力与行为情况明显优于婴幼儿组患儿(

%'

)

'

由于本研究受样本选择及患儿自身情况存在差异等因素

的影响#可能与其他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需要更长

期#更全面的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确诊年龄越大#在认知及

行为特点方面越完善#而且同年龄段女童患儿认知及行为的发

展速度较男童缓慢#应在患儿早期抓住时机进行训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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