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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其他出生缺陷类疾病，在儿童出生

时就表现出明显症状，孤独症最早要到 8～

12 个月时才会有症状显现。那么，孩子的哪

些异常表现需要引起重视呢？

首先，模仿能力是婴幼儿学习的基础，绝

大多数的社交技能都是通过模仿慢慢学会

的。3～6 个月的婴儿一般就渐渐凸显这种

模仿能力，比如爸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孩子

笑，孩子便会模仿爸爸的动作跟着指自己的

鼻子。孤独症儿童并非如此，他们等到 8～9

个月时仍不会模仿简单的表情动作。

婴儿在 9～12 个月时，能根据妈妈的眼

神，进行人与物的眼神交换。这种包含婴儿、

他人和事物三者之间注意力的协调，与对方

共同关注某一事物，分享对该事物兴趣的能

力被称为共同注意。孤独症儿童几乎没有共

同注意力。

社会沟通和交流障碍，则是孤独症核心

症状。从患病时起，孤独症儿童语言发育迟

缓的迹象愈发凸显。在孤独症儿童群体中，

约有 75%的孩子存在语言发育迟缓，但许多

家长还认为这是“贵人语迟”，父母亲的低知

晓率造成孤独症早期发现难。同时，孤独症

儿童说话像鹦鹉学舌，语调没有高低起伏，有

时会喃喃自语，有时会不停地机械重复同样

一句话，比如一名儿童听到“三点钟下课”这

句话，就会在一个小时之内重复十几次，且每

一次的间隔不超过5分钟。

重复、刻板行为，是孤独症儿童又一个突

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刻板，

比如有些孤独症儿童进餐前需要特定的餐具

摆布，缺少这些步骤，会拒绝进食；拒绝变化，

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能够左右孤独症

儿童的情绪和行为；持续性，比如一个儿童执

着于涂色，而且重复性地在局部涂，在一个小

时之内用完半盒水彩笔。

目前，孤独症的病因仍为世界医学的未

解难题，也是一个尚未被全社会知道、了解的

病症。美国《科学》杂志两次定性为“世界科

学120个谜”之一。我国已经将它列为“中国

脑计划”，投入460亿科研经费。孤独症干预

治疗的黄金时期是2～5岁，在没有医学仪器

可以直接检测和诊断孤独症的现状下，早期

筛查和发现是诊断孤独症的第一步。

他们为何不同
像从其他星球来的客人

生活中，有人喜欢开玩笑说自己“孤

独”了，但真正的孤独症可不是玩笑这么

简单。想了解这个疾病，首先得认清孤独

症的定义。

孤独症谱系障碍，英语名为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简写 ASD，一般简

称孤独症，又叫自闭症。

“Autism”这个词最早源于希腊语

“autor”，表示自我。1911年，瑞士精神病

学 家 布 鲁 勒（E.Bleuler）用“ 孤 独（Au-

tism）”来形容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

童中经常表现出的社交回避和脱离现实

现象。

1925年，前苏联精神病学家苏克哈列

娃在诊所内发现了一名特别的男孩，她描

述他为“内倾类型，有孤独的倾向”。后

来，她在越来越多的儿童身上看到了类似

表现，于是决定重新定义“自闭”这个词：

“这些儿童与同伴疏离，说话方式刻板，狭

隘强烈的兴趣。”

到了 1943 年，美国医生莱奥·坎纳

（Leo Kanner）发现并报告了11位孤独症

儿童，孤独症才正式进入美国精神病学界

的字典，进而进入全世界公众的视线。报

告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对周围的人相

当冷漠，发出像鹦鹉一样的声音，单调重

复性行为导致他们的持续性活动受限。”

2013年出版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

统计手册（第五版）》认为，孤独症是一种

出现于儿童发育早期的神经发育性障碍，

主要包括两大核心症状：持续性地出现社

会沟通和社会交往障碍，具体表现为社交

与情感的交互性缺陷、非语言行为交流缺

陷、发展维持和理解人际关系缺陷；兴趣

狭窄和重复刻板的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

重复刻板的语言和行为、僵化固守惯例、

固定局限的兴趣活动、感知觉反应异常。

可见，随着医学的进步和人们对疾病

的认知，孤独症的定义一直不断发生着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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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不断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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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不聋，却对声响充耳不闻；他们不盲，却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他们不哑，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说

话⋯⋯就像星星，他们孤独地在夜空中闪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孤独症”儿童，也被叫作“星星的孩子”。

今天，是第 15 个世界孤独症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孤独症患病率和世界其他国家相似，约为 1%，有超过 1000 万的孤独

症人群，其中孤独症儿童达200余万。

何为孤独症？儿童的哪些异常表现需要引起重视？人们对“星星的孩子”又存在

哪些误解？本期科学汇邀请了浙江工业大学教科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全国妇联“孤独

症儿童康复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云为同学们开讲。

1989 年，科学家利用声波探测器发现

了一头特殊的鲸鱼，不同于一般的鲸鱼，这

头鲸鱼的交流频率是 52Hz，这意味着它的

歌永远都不会得到回应，只能形单影只地

在大海中前行。

鲸鱼如此，人亦如此，每个孤独症的孩

子都是一只孤独流浪的“52Hz 鲸”。遗憾

的是，目前，大众对这一病症存在误解，调

查显示民众知晓率不到40%。

误区1：孤独症是一种心理疾病

正解：从字面上理解，可能会觉得孤独

症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把自己封

闭起来，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孤独症是

先天性脑部功能发育障碍，是与生俱来的，

与心理障碍没有关联，并不是教育或生活

环境而诱发的。

误区2：孤独症是教养方式不妥导致的

正解：几十年前，有人认为，引发儿童

孤独症的原因来自冷漠、疏远的家庭关系，

提出“冰箱母亲”理论。后来的科学研究推

翻了这一理论，并提出孤独症并不是因为

缺乏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爱所致，而是

一种以遗传和大脑结构异常为主要致病因

素的病症。

误区3：孤独症患者智力都很低

正解：研究发现，约有 75%的孤独症儿

童伴有智力障碍，也有25%左右的孤独症儿

童智力水平发展正常，这其中还有10%的孤

独症儿童拥有“孤岛能力（islets of abili-

ty）”，个体间的差异较大。孤岛能力指的

是，有认知障碍的孤独症个体在数字计算、

日期计算等或某种艺术领域表现出与其能

力不相符或超乎常人的能力。比如，一些孤

独症患者具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在直升机

上纵观城市全貌后，便能将整个城市画出

来。电影巨片《自闭历程》就是介绍美国科

学院院士坦普·葛兰汀从一个严重孤独症患

者变成知名畜牧学家的真实故事。

误区4：孤独症儿童不会与他人建立友谊

正解：对程度较为严重的儿童来说，和

他人建立友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绝大

多数孤独症儿童都能和其他人建立比较好

的感情。更多时候，他们不是不想建立感

情关系，只是不知道如何建立感情关系，或

者如何去表达感情，他们也渴望得到别人

的认可和接纳。

孤独症，非你想象的那样

“星星的孩子”
为何孤独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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