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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中心

彩虹宗旨彩虹宗旨
真心对待真心对待 细心照顾细心照顾
耐心辅导耐心辅导 热心员工热心员工

隶属全美最大的医疗护理机构，正规化、现代化、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拥有华人优良传统，积累了十四年专业管理经验和细心的工作人员。

完善的医护服务：预约医生，问诊，跟踪健康状况及安排交通接送。

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提供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及点心。

协助申请各项老人福利(包括Medicaid 和 Medicare) 。

提供有趣的室内外娱乐及购物活动和中美两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

全新装修，安全舒适卫生的活动环境。

衷心感谢华府地区的华裔老人的支持!
在新的一年我们推出全新打造的彩虹老人日间健康护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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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首创的华裔老人日间健康护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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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全的孤独症知识手册，家长必读！
有一种疾病在 20世纪 80年代，患病率

仅为0.2‰～0.4‰[1]，十分罕见。而如今，全
球很多国家患病率超过 2%。在我国，随着
患病率、诊断能力的提高，也已成为常见病，
它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其代表性疾
病就是我们说的孤独症，俗称自闭症。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常生活在自己的
世界里，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4月 2
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
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崔永华带领团队撰
写主题科普，期待社会公众对孤独症多一些
了解，对“来自星星的孩子”多一份关爱。

一、认知篇
1.孤独症是怎么回事，有哪些表现？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

有两大核心症状：社会交往障碍、兴趣狭窄
和重复刻板行为，多数在 3岁前起病，男孩
比女孩患病率更高，约为 3-4:1。孤独症谱
系障碍按照智力水平和能力划分，可分为低
功能孤独症谱系障碍和高功能孤独症谱系
障碍。

如果孩子出现以下“五不一重复”情况，
就需要警惕：

不说不指：不会说话或说话晚，也不会
使用手势、表情、不同的语调等其他非语言
形式的交流。

不看不应：回避目光接触，不看人，对呼
唤、逗弄缺少反应等。

不玩：不爱与他人玩耍、互动，或以推
搡、搂抱等不恰当的方式互动。

不分享：不爱与他人分享，遇到不愉快
或受到伤害时常不会寻求安慰。

不理解：不能理解幽默、玩笑等背后含
义，不能理解他人心理及情绪等。

重复刻板行为：过度关注或痴迷于某一
感兴趣的物品或活动，如旋转的物品、天气
预报，重复开门、打开水龙头、坐电梯或只吃
少数几种食品等。

2.孩子为什么会得孤独症？
“孩子得孤独症，是不是我们抚养不当

导致的？”“跟孩子长时间居家，没朋友玩有
没有关系？”……门诊中，很多家长都这样问
我们。其实，答案都是否定的。

尽管目前孤独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
完全清楚，但已有研究表明，该病是由遗传
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起了脑发育改
变，尤其是脑神经联结的改变而导致的。

遗传因素涉及了多个基因以及基因组
合间的相互作用，增加了患病风险但并非
100%遗传；环境因素如父母孕龄高，母孕期
有先兆流产、病毒感染，出生窒息、低出生体
重等，都可能增加风险。

3.什么是阿斯伯格综合征，这类孩子都
是天才吗？

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高功能孤独症谱
系障碍。爱因斯坦、莫扎特等名人都被认为
可能患有该病。不少孩子因不去上学、爱与
他人起冲突等问题就诊。我们把这类患者
亲切地称为“阿斯”。

“阿斯”们内心渴望与人交往，但因为疾
病，交往方式生硬，难以拥有良好的人际关
系；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有较强记忆力、专注
力，但对不认同的事情则很难被“说通”；容
易情绪波动，常和人起冲突……可以说，这
类孩子大多数都不是“天才”，智力普通，在
学习和工作上常面临很大挑战，但可能有一
些特长。

4.孩子会不会只是说话晚、性格内向？
这是很多人对孤独症认识的误区，甚至

不少因此耽误治疗。单纯说话晚的孩子，常
会通过手指表达需求，对他人的呼唤有响
应；性格内向的孩子，也能轻松看懂他人的
面部表情、读懂玩笑话，但这些孤独症孩子
可能都做不到。

孤独症的诊断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由
有经验的专业医师进行。大致包括：详细询
问病史，了解发展特征和行为特点；对孩子
进行语言、行为、互动反应、语调等检查；进
行量表评估；排查神经系统疾病、视听觉障
碍等其他问题导致的发育迟缓等。最后，根
据孩子的病史、临床表现、各项检查结果等
并结合专门的诊断标准综合判断。

5.为什么有的孩子话多，也被诊断为孤
独症？

“社恐”“社牛”都可能是孤独症谱系障
碍。有些“社牛”讲起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滔
滔不绝，但在社交活动中，可能存在质的缺
陷。比如，说话声调、表情不像正常孩子一
样丰富；无法理解他人心里的想法和感受；
不能根据环境和他人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
只说自己想说的，哪怕对方明显表达没兴趣
听，他仍继续讲述，说明存在明显的社会沟
通障碍。

6.如果要二胎，得孤独症概率大吗？
遗传因素会增加孤独症风险，但目前基

因检测方法还不能完全预测。从目前数据
来看，总体上，一胎是孤独症的家庭，如果家
族其他成员没有孤独症，二胎患孤独症概率
要高于非孤独症家庭，准备要二胎者，最好
先向专业人员咨询。

二、治疗篇
1.孤独症能治好吗，有药可用吗？
很遗憾，目前还没有针对孤独症的特效

药或者任何一蹴而就的治疗方法，持之以恒
的教育训练与行为干预仍是最有效的。药
物治疗都是短时期对症性的辅助措施，单靠
药物不能根本扭转或者改变孤独症的核心
问题。当某些症状特别突出时比如刻板重
复、攻击、自伤、极端多动等，可以采取尽可
能低但临床有效的药物治疗，包括抗精神病
药物、抗抑郁药、改善注意力药物等，但必须
在医生指导下处方使用。

2.孤独症必须要干预吗？
是的，这已被大量研究证实。早期训练

干预对孩子帮助更大，6岁前是干预最佳年
龄，每天干预时间不少于3小时。孤独症是
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是全生命周期疾
病，随着年龄增长，不仅不会自愈，而且可能

社交问题更突出，更容易伴随情绪问题。干
预的核心是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社会功能。

3.孤独症能否在家做训练？
在专业康复机构干预基础上，家庭康复

训练有助于孩子取得更快进步。家庭训练
可以从制订结构化日程表开始，设计好每日
训练内容，包括：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如洗
手、穿衣等；模仿能力训练，如动作模仿、声
音模仿等，过程依次为发指令、示范、辅助和
鼓励；大运动和精细动作训练，如跳绳、踢
球，捡豆子、折纸等；社交技能训练如角色扮
演等。家长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根据孩
子兴趣调整或新增任务，完成任务时给予物
质或精神奖励。

4.治疗孤独症有哪些新技术新方法？
目前有关孤独症的补充、替代疗法的医

学文献有限，很多支持依据不足。研究提
示，特殊音乐疗法、催产素、宠物疗法、经颅
磁刺激、按摩、生物反馈可能有益且风险较
低；听觉统合训练、益生菌、膳食补充剂的益
处不明但风险较低；静脉用免疫球蛋白、螯
合剂治疗、高压氧治疗、迷走神经刺激、干细
胞移植治疗等益处不明且潜在风险有待探
索。

三、心理篇
每一颗“星星”的背后，都有“星爸星妈”

们的无言付出和坚守。我们也来聊聊，家长
如何更好地应对孤独症。

1.孩子得了孤独症，我感到很焦虑甚至
绝望，该怎么办？

接受自己的孩子患有孤独症，可以说是
一个家庭一生的课题。以下是一些可能有
帮助的建议：

（1）寻求专业帮助：请尽快咨询专业的
精神科医生，尽快确定孩子的诊断和治疗计
划。

（2）了解孤独症：如观看纪录片、阅读科
普书籍、参加与孤独症相关的培训和线下活
动，了解更多关于孤独症的信息和知识，这
将极大地缓解困惑和焦虑。

（3）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支持：接纳
孩子的异常，当他表现得好时多鼓励，不好
时用科学方法矫正或适当忽略，最大限度帮
助其学会社会规则。

（4）寻找支持：与其他孤独症患儿家庭、
残联或孤独症相关组织联系，以便获得更多
的信息、交流经验和技巧。

（5）关注自身健康：当感到压力大得难
以应对，几乎很难高兴起来时，及时寻求精
神心理专业人员的帮助。

2.在跟孤独症孩子交流时，怎么做更
好？

与孤独症孩子交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关爱和理解：

（1）尽量语言简洁、语调简单，避免说话
过快，少用比喻、隐喻和幽默；

（2）交流时加上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和
手势等，多使用图片、漫画等方式，孤独症孩
子对非语言交流方式、视觉信息可能更敏

感；
（3）避免太多声光刺激，有些孩子对此

非常敏感，尽量在平静、稳定的环境中与之
交流；

（4）避免使用负面语言和指责，多用鼓
励性语言，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和积极的态
度。

3.“阿斯”上学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怎么
应对？

上小学后，“阿斯”们的“突发状况”或
“麻烦事件”，常让父母和老师心力交瘁，如
规则意识差，不合时宜的行为或者语言，心
智不成熟，社交动机和社交技巧均缺乏等。

建议父母尝试抛弃对孩子原有的认知
和期待，切忌“改造”他们，要面对和接纳自
己孩子的“特殊性”，并由此形成自己一套独
特的“阿斯教养策略”。

4.我是否要告诉老师他得了孤独症？
家校共育，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适应和

成长。我们建议如实告诉老师孩子病情，并
向老师介绍疾病基本知识、孩子的行为及思
维特点，引导老师理解并应对孩子突发不良
行为（如滔滔不绝讲话、总与其他孩子起冲
突等，不是因为他故意，而是疾病所致），请
老师给予孩子更多关注和帮助。同时，带着
感恩且真诚的心多与老师交流，孩子很可能
给老师和班级带来不少困扰，家长要相信老
师是爱孩子的，共同探索解决之道。

5.“阿斯”的社交能力能提高吗，怎么
做？

改善“阿斯”社交情况，有三个基本策
略：

（1）角色扮演：通过模拟真实情境和角
色扮演，孩子可以练习如何与他人沟通和交
流，学习社交的基本技能。

（2）特定兴趣小组：“阿斯”往往会对一
些课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且较为擅
长，可增加他们跟其他同龄孩子的互动机
会。

（3）社交技能训练：如倾听、表达拒绝、
保持眼神接触、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理
解他人的情感和表达方式、表达赞美和欣赏
等。

6.我怎么能发挥孩子的优势，把孤独症
孩子培养好？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秩序性普遍较
强，有些孩子记忆力非常好，对感兴趣的事
物非常专注。家长可以寻找孩子感兴趣的
领域，利用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
使孩子的优势得以发挥，让孩子身上的闪光
点被大家看到，提升孩子自尊心的同时，有
助于他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哪怕他们生
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如果你身边有孤独症的孩子，请多给他
一点耐心、一点理解、一点肯定。

哪怕只有一点点，对他们都是一种鼓
励。因为他们也渴望被关注，渴望交流，很
可能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