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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目前尚无治疗

>?%核心症状的药物& 在内在遗传因素不可调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环境参数在神经发育方

面发挥的作用& 该文对丰富环境在>?%患儿中的作用及应用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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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FG.7,7HI6GJF,D.7;JDIJ$>?%#

是以社会交往缺陷)兴趣狭隘)行为刻板)感觉异常

为核心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 >?%从行为

学定义为儿童早期发病的脑发育障碍性疾病$发病

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遗传)基因)环境因素相关&

在内在遗传因素不可调控的情况下$环境参数成为

神经发育和神经功能障碍修复方面关注的热点& 丰

富环境"I<L.J;<,I<G-/I<J.6N,I<G$**#作为一种非

药物干预方法$已应用于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基于

该理论发展的情景式运动训练作为>?%早期干预方

式的康复方法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本文以 **理

论为出发点$探究环境参数及情景式运动训练在神经

发育及>?%康复治疗过程中的相关作用机制和行为

水平影响&

:56;<概述

>?%简称孤独症$是一类从行为学定义的)复杂

的)于儿童早期发病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通常被

认为是一种不同病因所致相关疾病的集合$核心症

状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兴趣狭隘)行为重复刻板及

感知觉异常$多数患儿有 # 种以上共患病'#+3(

& >?%

诊断缺乏客观的生物学标志$是一种症状学疾病'((

&

其表现具有异质性$早期有五种行为"简称*五不+

行为#!不"少#看)不"少#指)不"少#应)不"少#说)

不当行为& >?%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慢性疾病$症状

贯穿患者的一生':(

& 以往研究调查>?%的患病率为

#S&E!&

3

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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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年刘贤等'B(的一项 UIG-

分析显示$我国儿童>?%患病率为 #:S(E!&

3

& #&#&年

一项对广州市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病种及病因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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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研究中$占最高位的病种为 >?%

'4(

& 近年来$

>?%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成为全球患病数增速最快的

疾病之一$这与>?%诊断标准的改变)公众对>?%认

知能力提高)各种生物因素)社会文化及环境因素改

变等有一定关系''$!&(

& 目前 >?%尚无法治愈$患儿

成年后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其父母在压力)焦虑及

抑郁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健康儿童的父母'!!(

& 目前$

对于>?%的治疗采取教育)康复训练为主$药物为辅

的治疗手段& 药物治疗主要针对其共患病的治疗$对

其核心症状无效''(

%一线治疗为早期行为干预$基于早

开始)科学性)系统性)个体化)家庭化及社区化的原

则$预防尚未出现的症状而缓解已经出现的症状'!&(

&

=5>>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及机制

=?:5儿童神经系统特点与影响因素5胎儿的中枢

神经系统由胚胎时期的神经管发育而成$从原肠胚

期背侧的上皮样细胞开始$经历神经诱导)神经细胞

增殖迁移和分化)突触连接的产生以及神经回路建

立等复杂过程塑造了正常神经发育的基本结构和功

能& 神经系统并不是静态的$在生命早期具有强大

的可塑性$适当的环境刺激可以改变其增殖分化过

程形成精确的神经回路结构$即使在脑损伤的情况

下$也可利用可塑性潜力来恢复其功能$进而产生一

系列生理和行为的变化'!#+!3(

& 因此$遗传和环境因

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5**背景与概述"**的概念最初由一名国外

学者提出$他发现在家里自由活动的老鼠比在实验室

中饲养的老鼠具有更好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 **

是一种实验范式$通过丰富的外部刺激以及个体的行

为改变$刺激其大脑神经元系统$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即基因C环境的相互作用改变动物生命周期中大脑

的结构和功能'!#$!((

& 研究显示$**构建需通过 ' 个

方面实现!"!#**饲养的动物包含更大的居住空间$

配备额外的物体"形状)大小)纹理)功能等不同#&

"##笼中放置物品的类型及位置周期性改变& "'#笼

中动物被集体饲养促进其社会互动& 环境设置的复

杂性及新颖性至关重要$它们与环境的参与是积极主

动的%并且环境的构建需建立在动物的自然行为之

上$不能盲目追求环境刺激$将刺激演变为应激'!#$!:(

&

实验证明$**可以减少动物的刻板行为$增加动机$

使其行为更加接近自然'!#(

& **的概念提出后$很快

被用于环境对脑功能影响的研究'!A(

&

=?@5**对>?%的影响机制"研究证明$**对正常

大脑的神经发育及神经系统疾病修复至关重要$通过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结构)功能)生化变化)促进

神经发生等过程$进而改善动物的行为'!'(

& 其影响

机制可分为 # 个方面!"!#短期变化$也称为分子效

应$通过基因表达的选择性变化增加不同脑区的神经

营养因子进而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长期变化$也

称为细胞效应$产生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基因表达的改

变'!B(

& 神经营养因子合成主要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

中$从根本上支持和调节神经的生长及分化& 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OJ-.<+DIJ.LID <IFJ;GJ;HN.6K-6G;J$V%RW#

是一种属于神经营养因子家族的蛋白质$在大脑发

育)损伤后再生和认知表现等突触可塑性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通过与酪氨酸受体激酶V结合后激活多条

下游通路协同作用诱导神经元分化和存活'!'$!4+#&(

&

海马体是一个参与学习和记忆)调节动机行为)情绪

状态和对压力作出反应的关键结构& **会影响海马

体的长期可塑性$导致与记忆学习相关的突触素和

V%RW蛋白的表达水平增加'#!+##(

%也可通过增加海马

体背侧和腹侧之间的%R>甲基化差异)海马体体积

及树突形态复杂性等方面提高海马体依赖的学习和

记忆任务等方面的表现'!4$#'+#3(

& 另外$海马体还可通

过改变其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表达水平对下丘脑C垂

体C肾上腺轴起到中枢负反馈调节作用$进而改变认

知功能的发育& 中枢神经系统髓鞘化受到各种神经

胶质细胞的调节$包括少突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和

星形胶质细胞& 少突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保

髓细胞$小胶质细胞在髓磷脂损伤和修复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星形胶质细胞通过与少突胶质细胞的直接相

互作用$促进髓鞘的形成和再生& 有研究表明$**可

促进星形胶质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的髓磷脂提供大

量的脂质$并通过分泌不同模式的分子来控制少突胶

质细胞的发育和髓鞘形成$**干预和自愿运动可促

进少突胶质细胞分化和髓鞘形成能力$社会隔离负调

控髓鞘形成$进而对认知功能的改善有着深远的影

响'!'$!:$#((

& 还可通过改变突触生长及传递)脑容量)

基因表达)神经递质释放及抑制神经炎症$在解剖水

平引起皮层厚度和重量增加以及神经元形态改变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A(

&

=?A5**对>?%的作用"**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和

基因表达改变诱发广泛的大脑变化'#B(

$进而引起一

系列代谢和行为健康& 有研究表明$**可引起代谢

功能的改变$通过神经营养因子的调节引起脂肪组织

交感神经张力的增加$表现出肥胖减少$瘦质量增加$

血糖控制改善$循环瘦素减少'#4(

& 在行为方面$**

可引起焦虑水平下降$增加社会关系'#4+'&(

$减少相应

的限制性重复行为'#B$'!(

$自我调节)感觉调节能力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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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灵活性进一步得到改善'#B$'#(

& 这些大多聚焦于

动物实验研究$对于>?%患儿的临床研究较少$但对

于其未来干预治疗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已被证

明是一种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较好手段$如重度抑郁

症)阿尔茨海默病)癫痫)帕金森病)多动障碍)注意力

缺陷及脑瘫患儿的运动认知等'!#+!'$#A(

& 也有研究表

明$**效果应考虑一些变量$如早期开始时间)持续

时间和>?%动物模型的遗传诱导& 环境的丰富度及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缺乏特异性)个体的差异性导致

**临床疗效并不稳定'!'(

$对于刻板行为$在应用**

方案后$社会缺陷有可能被逆转'!((

& 因此$**通过

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任何一种影

响因素都不应被孤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才能使实验

者有更好的行为表现& 根据目前动物及临床研究$结

合儿童发育特点和规律推断$**可以作为一种早期

教育手段$促进儿童运动和认知发育)提供多感官刺

激以及丰富社会交流$促进>?%患儿的康复治疗&

@5情景式运动训练概述及其在6;<中的作用及应

用进展

@?:5情景式运动训练概述及其情景设置5情景式

运动训练是一种新型的以神经病理学为中心$融合

神经发育学的相关理论$在儿童早期干预过程中提

升康复训练质量和效率的康复方法& 其核心思想是

为儿童提供适宜运动发展的环境$并对相应的情景

环节进行针对性设计引发儿童的兴趣$促使儿童在

特定环境中进行有目的活动$使其技能在自然环境

中得到强化'''+'((

$是 **理论的临床实践及应用进

展& 情景式运动训练依据 ' 个原则进行个体化训

练$即*环境丰富)游戏)目标活动+

'':(

& 情景式运动

训练的主要内容!在正式进行情景训练前$对患儿进

行全面化)系统化的基线评估$为差异性训练打下基

础%制定个体化的情景训练方案和相应的目标行为

及技能$且目标要具体)适当$结合患儿之间的差异

性更能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对参与干预的康复老

师)家长及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培训$了解当前目标及

创造机会和练习技能的时机$在康复过程中进行有

目的的干预并进行相应的数据跟踪''3$'A(

& 对于虚

拟场景的创设!通过不同区域的设置进行患儿相应

行为的锻炼$树下乐园区通过语言听觉康复训练仪

刺激患儿语言)听觉进行感知训练%生活区进行最基

本认知自理能力训练%游戏区通过积木)拼图)橡皮

泥等进行训练认知)情感训练$通过不同体积)重量

的球进行走)跑)蹲)全身运动训练%动物园区通过多

种动物模型进行相应蹲)走)投)跑)认知)情感训练%

攀爬区通过台阶)石头)滑梯进行攀岩)力量)全身运

动协调性训练%吊环区进行上肢力量与全身运动协

调性训练等''B+'4(

& 情景式运动训练最大的特点在

于为>?%提供丰富的情景$打造更加适合患儿运动

发挥的空间$通过科学合理的游戏设置促进>?%儿

童完成康复工作的目标''3+'((

&

@?=5情景式运动训练在>?%中的作用及应用进展

关于环境因素对儿童神经运动发育的可塑性研究国

外已有相关报道& 有研究发现$基于 **原则下的

早期干预对具有脑性瘫痪高危因素儿童的运动功能

有积极的治疗作用''#(

& 陈艳娟等'''(对运动发育迟

缓患儿进行情景式运动训练$观察组的粗大运动功

能量表"[J;77U;G;JWF<6G.;< UI-7FJI?6-/I$[UWU+BB#

中的 %区及 *区)\I-O;D0运动发育量表的大运动

及精细运动评分)VIJ=平衡量表评分较对照组明显

提高& 还有研究也印证情景式运动训练对患儿的运

动发育有一定的康复作用''3+'((

& 陈毅克等''4(采用

以近亲属为主导的情景式训练对神经发育迟缓患儿

心理)智能及运动功能的影响研究显示$干预 A 个月

后以近亲属为主导的情景训练能改善神经发育迟缓

患儿智力发育情况与心理功能$还能提高患儿运动

功能$改善患儿近亲属心理状态$减轻近亲属压力$

提高近亲属满意度$应用价值较高& 曾敏慧等'':(采

用个体化情景式运动训练对晚期早产儿生长发育的

影响研究显示$对晚期早产儿进行个体化情景式运

动训练的早期干预能更好地促进其体格及体智能发

育& 宋春兰等''A(采用自然情景教学治疗儿童孤独

症的临床评价研究显示$相比单纯常规干预$自然情

景教学辅助常规干预可以明显改善 >?%患儿的社

交互动)感知觉)情感反应)语言交流)智力功能等方

面的临床表现& 龚玫芳等''B(采用情景式训练对>?%

患儿早期康复的影响研究显示$情景式训练在 >?%

患儿早期康复中效果确切$既可缓解患儿家属压力

及焦虑$亦可提高整体康复效果& 基于 **理论演

变的情景式训练比其他的干预方法有更显著的效

果$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儿童时期为探索学习阶

段$主要依靠周围环境及相应的操作任务获得相应

的技能训练$**对于大脑有很好促进作用$训练中

所运用到的康复训练装置可以给予相应的感官刺

激& "##游戏是成长期儿童最大的心理需求$既往

的干预训练周期长$缺乏新颖性及新鲜感$与患儿主

观意愿不同$易引起患儿的对抗心理$而情景式训练

通过设置不同的场景及游戏可以提高患儿的趣味性

及注意力$使其主动参与到康复训练中来$运动与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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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发展相辅相成$保证了康复训练的质量& "'#在

个体化训练及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患儿康复情

况进行调整$更具有针对性$使个体薄弱环节得到强

化$运动及认知能力得到更好促进& "3#训练设施

与环境设施融合$环境内容丰富$通过设计创造多个

仿真生活场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进行$技能在

自然环境中可以得到强化$且可允许代偿性训练策

略的应用$易于学习$应用方便'''$':+'A(

&

A5结语

综上所述$在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内在遗传因素

不可调控的情况下$环境参数在神经发育和神经功能

障碍修复方面发挥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治疗及情景式运

动训练对于>?%有重要影响& 由于环境差异性及个

体特异性$选择最佳干预时间及方案十分重要& 因

此$运用**理论制定针对>?%的有效治疗方案$寻

找>?%治疗靶点$为>?%未来治疗及研究致病机制

提供线索$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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