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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资生汤治疗心脾两虚型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ｕ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ＳＤ）的临

床疗效。方法　将７０例心脾两虚型ＡＳＤ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３５例。对

照组予以语言训练、感觉统合训练、行为训练等综合康复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资生汤，２组

均治疗６个月。比较２组治疗前后行为评分、症状评分、心理健康评分。结果　治疗后，２组儿童孤独

症行为评定量表（ａｕｔｉｓ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ＡＢＣ）、孤独症评定量表（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ｕｔｉｓｍ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

ＣＡＲＳ）等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犘均＜０．０５），且试验组ＣＡＲＳ评分低于对照组（犘＜０．０５）。２组中文

版孤独症谱系及相关发育障碍儿童评估心理教育量表（第三版）（Ｃｈｉｎａｐｓｙｃｈ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Ｃ

ＰＥＰ３）评分中模仿、精细动作、粗大动作、认知表现、口语认知等评分均较治疗前增加（犘均＜０．０５），且

试验组认知表现和口语认知评分高于对照组（犘均＜０．０５）。结论　资生汤联合综合康复治疗心脾两虚

型ＡＳＤ能明显改善患儿症状，并在提高语言和认知能力方面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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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ｕ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ＳＤ）以社交互动、言语和非言语交流受限，重复刻板

行为以及狭窄兴趣等为核心特征。ＡＳＤ全球患病率

为１％
［１］；国内最新调查显示，我国０～６儿童ＡＳＤ的

患病率约为１．８％，男童多于女童，位居我国儿童各类

精神残疾首位，给患儿家庭及社会带来较大压力［２］。

ＡＳＤ的病因不明，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该病

病因的研究已从单纯的遗传神经生物学发展到涵盖

代谢、免疫、内分泌、肠道菌群等因素，并取得较大进

展，但关于ＡＳＤ的治疗尚缺乏特效疗法
［３］。当前临床

以特殊教育、训练为主，整体疗效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且多种方式联合运用成为治疗 ＡＳＤ的趋势。近

年来，中医对 ＡＳＤ的研究逐渐深入。中医学中虽无

ＡＳＤ病名，但其与“童昏”“清狂”“语迟”等描述基本一

致。ＡＳＤ的病位主要在脑，与心、脾、肝、肾等多个脏

腑有关；既往研究多从心论治，认为心在ＡＳＤ的发病

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对其他脏腑的研究较少［４］。有研

究指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养是 ＡＳＤ的重要病

机，加之患儿年龄较小，脾常不足，则运化无力，五脏

六腑失于濡养，水谷精微不能濡养心、脑等，故提出脾

胃虚弱亦是ＡＳＤ的主要病机。从脾论治为ＡＳＤ的治

疗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心、脾功能异常在ＡＳＤ的发

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５］。资生汤出自张锡纯所著

《医学衷中参西录》，是中医治疗脾胃虚弱的经典方

剂，结合ＡＳＤ脾胃虚弱的主要病机，本文探究资生汤

治疗心脾两虚型ＡＳＤ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柳州市中医医院儿童康复科２０２１年７月—

２０２２年７月收治的心脾两虚型ＡＳＤ患儿７０例，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５例。

对照组男３２例，女３例；年龄３～６岁，平均年龄

（３９．５０±１３．６６）个月；平均病程（２７．５３±１４．５９）个

月。试验组男２９例，女６例；年龄３～６岁，平均年龄

（４３．２０±１６．１２）个月；平均病程（３２．６７±１５．８８）个

月。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柳州市中医医院伦

理委员会通过（批件号：２０２１ＪＵＮＫＹＹＮ０５２０１）。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按照《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筛

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６］：多起病于３６个月以内，以

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兴趣狭窄、刻板重复行为为

主要特征，即缺乏对有意义社交刺激的注视、对呼唤

不敏感或不回应、缺乏恰当的肢体动作、语言迟缓、不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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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物品使用及相关感知觉异常；部分患儿可能存

在智力发育障碍、合并癫痫等；排除 Ｒｅｔｔ综合征、

Ｈｅｌｌｅｒ综合征、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等。中医诊断参

照《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南·孤独症谱系障碍》［７］中

心脾两虚型：语言重复，不语或少语，行为孤僻，刻板动

作，伴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夜寐易醒，胆怯易惊，肢冷，

自汗，面色无华，纳差；舌淡苔白，脉细弱，指纹色淡。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ＡＳＤ诊断及中医辨证标准；年龄３～６岁；患

儿监护人对研究内容知情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合并重要脏器疾病、内分泌疾病、遗传代谢性疾

病、感染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等；合并脑退行性病

变；伴有癫痫，且尚不能通过药物控制；已经接受其他

治疗；依从性较差。

１５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综合康复治疗。①语言训练：指导患

儿进行呼吸、发声、语言理解、语言表达和沟通训练；

②感觉统合训练：通过互动游戏、器材游戏等对患儿

进行互动训练、行为能力训练；③行为训练：引导患儿

进行正确的模仿训练，纠正患儿不当行为。上述训练

均采用一对一模式，由康复师进行，每个项目每天进

行１次，３０ｍｉｎ／次，每周５ｄ，治疗６个月。

试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资生汤。药用：

山药１５ｇ，白术１５ｇ，鸡内金８ｇ，牛蒡子８ｇ，玄参８

ｇ；以上药物由柳州市中医医院统一采购、煎煮、装袋，

１００ｍＬ／袋，５０ｍＬ／次，２次／ｄ，早晚餐后３０ｍｉｎ口

服，治疗６个月。

１６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行为评分：治疗前后参照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

（ａｕｔｉｓ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ＡＢＣ）
［８］评价患儿行为，该

量表共５７个条目，每个条目１～４分，由与患儿共同生

活的监护人完成评分，总分为各项目评分之和，分值

越高表示行为异常越严重。

孤独症临床症状评分：治疗前后参照儿童孤独症

评定量表（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ｕｔｉｓｍ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ＣＡＲＳ）
［９］评

价孤独症临床症状，该量表包括人际关系、模仿、躯体

运用能力、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等１５个评价项目，每个项

目按照不同程度赋１～４分，由主治医师进行评定，总分

为各项目得分之和，分值越高表示孤独症状越严重。

心理健康评分：治疗前后参照中文版孤独症谱系

及相关发育障碍儿童评估心理教育量表（第三版）

（Ｃｈｉｎａｐｓｙｃｈ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ＰＥＰ３）
［１０］评价

心理健康，该量表从模仿、知觉、精细动作、粗大动作、

手眼协调、认知表现和口语认知等７大方面进行评

估，结果分“通过”“中间反应”“不通过”３种，“通过”计

１分，其余不计分，最高９５分，由主治医师、康复师结

合患儿表现共同完成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发展与

学习功能水平越高。

１７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狓－±狊）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狋检验，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狋检验；以犘＜０．０５认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治疗前后行为评分、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后，２组 ＡＢＣ评分、ＣＡＲＳ评分均较前降低

（犘均＜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ＡＢＣ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试验组ＣＡＲＳ评分低于对

照组（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心理健康评分比较

治疗后，２组ＣＰＥＰ３中模仿、精细动作、粗大动

作、认知表现、口语认知等评分均较前升高（犘 均＜

０．０５），且试验组认知表现评分、口语认知评分高于对

照组（犘均＜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２组患儿行为评分和症状评分

比较（狀＝３５，分，狓－±狊）

组别 时间 ＡＢＣ评分 ＣＡＲＳ评分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８．２０±５．１０ ９５．７１±２８．３９

治疗后 ３２．６３±３．４０ ８２．９７±２０．１８

试验组
治疗前 ４０．１１±６．２５ ９６．０９±３１．７５

治疗后 ３２．９４±３．９１ ６８．５４±２３．１１△

　　与治疗前比较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ＣＰＥＰ３评分比较（狀＝３５，分，狓－±狊）

组别 时间 模仿 知觉 精细动作 粗大动作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００±２．４５ ５．４９±３．１３ ３．１４±２．１３ ５．４６±２．８４

治疗后 ３．６３±２．２５ ６．６３±３．３３ ４．５１±２．１３ ６．６９±２．８８

试验组
治疗前 ２．０９±２．６３ ５．０９±２．９６ ３．０３±２．２２ ５．７１±３．１５

治疗后 ４．４０±２．３９ ６．７４±３．１１ ４．９７±２．３８ ７．０３±３．２９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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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时间 手眼协调 认知表现 口语认知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６９±３．０８ ３．１１±４．１９ ２．５７±４．００

治疗后 ５．９７±３．１８ ４．９４±４．０２ ４．８６±４．００

试验组
治疗前 ４．６９±３．３１ ３．５７±４．４０ ２．７７±４．１３

治疗后 ６．００±３．６１ ８．６０±４．３６△ ７．７１±４．１０△

　　与治疗前比较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犘＜０．０５。

３　讨论

ＡＳＤ对儿童生长发育影响较大，患儿普遍存在生

长偏离，比如生长迟缓、消瘦、体质量偏低、肥胖等多

种生长发育问题；且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流行性感冒、

胃肠炎等儿童易感疾病的发病率偏高［１１］。此外，由于

ＡＳＤ患儿存在精神发育迟缓、语言发育障碍、智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发育落后等问题，给患儿家庭带来巨大

压力，需要社会、政府给予更多的医疗和教育支持［１２］。

由此可见，ＡＳＤ对患儿、家庭、社会均造成较大压力，

提高ＡＳＤ的诊疗效果、改善ＡＳＤ患儿预后具有重要

意义。系统训练是当前干预 ＡＳＤ的主流方式，其通

过语言训练、感觉训练、行为训练等的结合可改善患

儿临床症状，促进其生理和社会适应共同发展，提高

沟通和生活自理能力，但存在治疗周期长、疗效不稳

定、患儿依从性差等不足，总体效果尚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１３］。

中医认为，ＡＳＤ的发生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养

护不当均有关系。胎儿受孕时，若父母一方或双方素

体虚弱、高龄，则肾精不足、气血虚弱，胎儿先天失养；

或母体受孕时为外邪、内伤所袭，损伤胎元。胎儿出

生后，由于喂养不当，可致脾胃虚弱，气血化生乏源，

无以濡养脏腑、四肢及百骸，则生长发育障碍；或后天

失于照护，缺少关爱，导致患儿内心忧虑，久之悲忧思

虑，则心神失养，发展为ＡＳＤ
［１４］。中医认为本病为本

虚标实之证，以注意力不集中、神疲乏力、少气懒言、

纳差、言语重复、动作刻板等为本虚，为气血亏虚之证

候；以急躁易怒、喃喃自语、执拗等为标实，为痰蒙清

窍、心肝火旺之证候。言为心声，心气通于舌，若心气

不足，心神失养，则舌体失于濡养，出现语迟。“心者，

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乱则行乱，故出现刻板行为。

心神有赖于水谷精微的濡养，若脾胃无以运化水谷精

微，则心神失养；而脾失健运还可导致水湿内停，痰浊

内生，蒙蔽清窍，出现呼而不应、神情漠然等表现。由

此可见，本病的发生发展与心、脾关系密切，心脾两虚

贯穿疾病始终，以神失所养为主。脾为后天之本、气

血生化之源，是心神的物质源泉，脾胃健运则神有所

养，神志得安，诸症自除。现代研究表明，９％～９１％

的ＡＳＤ患儿合并有腹泻、腹痛、便秘、呕吐等脾胃疾病

或症状，从“脑肠”轴角度可揭示脾胃功能与精神类疾

病关系密切，这与中医从心脾论治ＡＳＤ不谋而合
［１５］。

根据相关指南［６］，心脾两虚型ＡＳＤ的治疗当以健

脾益气、养心安神为基本原则。基于上述认识，试验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资生汤治疗，方中白术健脾

之阳，助脾之运化，以行胸腹滞气，消补兼施，以补为

主；山药滋胃之阴；鸡内金性平和，可化郁积，助健补

脾胃；玄参味甘，脾肾同补，先天与后天同养；牛蒡子

有滋润之功，与山药、玄参同用共奏滋阴之效；诸药合

用，共奏健脾益胃、补益气血、安神定志之效。

ＡＳＤ患儿临床表现以社交、认知及行为障碍为

主，本研究结果显示，２组ＡＢＣ评分、ＣＡＲＳ评分均下

降，且试验组ＣＡＲＳ评分低于对照组；表明资生汤在

改善 ＡＳＤ临床症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对患儿行

为改善或无促进作用。治疗后，试验组认知表现评

分、口语认知评分高于对照组；提示经资生汤治疗后，

患儿语言、认知得到改善，主要表现为ＣＰＥＰ３量表

中口语认知、认知表现等维度分数得到提高，表明资

生汤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孤独症患儿的沟通障碍。

然而，由于ＡＳＤ尚缺乏实验室指标，临床诊断及疗效

标准多以量表评分为主，加上纳入样本量较少，可能

导致本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倚，仍需进一步完善有关

试验设计加以验证。

综上，资生汤治疗心脾两虚型 ＡＳＤ可以有效改

善患儿临床症状，提高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具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但有关资生汤的治疗机制还需要进一

步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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