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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闭症的中医认识及其疗法研究综述

摘要：目的目的 对儿童自闭症的中医认识及

其疗法研究情况进行综述，以期达到指导

临床的目的。方法方法 从中医方面分析，通

过对针灸治疗自闭症的方法研究进行总

结。结果结果 中医理论认为自闭症病因病机

为先天不足，肾精亏虚；心窍不通，神失

所养；肝失条达，升发不利。其病位在

脑，同心、肝、肾三脏有密切关系。结论结论 

由于现代医学对自闭症的研究缺少有效

的、针对性的治疗，一般认为只能及早进

行认识技能培养，行为矫正和语言技能训

练，使患儿症状得到改善和康复。而中医

学理论推动了自闭症的研究，尤其是针灸

在精神类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相当好的疗

效，且针灸治疗儿童自闭症，具有提高患

儿言语、认知能力、智力以及稳定情绪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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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发生

在婴幼儿时期比较严重的广泛性发育障碍

疾病，指发病于3岁以前，以不同程度的

社会交往能力缺陷、语言发育障碍、刻板

的行为方式及狭隘的兴趣等为主要症状的

一种疾病。历代医家的描述有“语迟”、

“胎弱”等，从所叙述的症状来看与自闭

症有许多相似之处。

1 临床表现[1]

1.1 社会交往障碍：眼不视人，目光回

避；不愿交际，孤僻独行，自我封闭；表

情淡漠，精神抑郁，急躁易怒，情绪不

宁，听而不闻。

1.2 语言及言语发育障碍：无语，少语，

独语，语言重复，发声怪异，吐字不清，

言语难以理解。

1.3 特殊行为表现：动作怪异，姿势奇

特，动作刻板重复，兴趣狭窄，迷恋物

品，行为定式，感觉迟钝，不同程度的智

能障碍等。

2 病因病机

现代医学认为自闭症病因不明，中医

古代文献中没有关于“自闭症”病名的记

载，但是根据古代医家的各种描述，儿童

自闭症当属“语迟”、“胎弱”等范畴。

笔者从中医角度根据临床表现来探讨其病

因病机。

2.1 肝失条达、升发不利。《素问·灵兰

秘典论》中曰“肝者，将军之官，谋略出

焉”，说明肝具有主疏泄、调畅气机的作

用，肝主疏泄，具有条畅气机和条畅情

志的作用。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条

畅，心情开朗。肝失疏泄则肝气郁滞，心

情抑郁。因此，肝失疏泄直接反映在精神

和情绪的改变上；临床上肝失疏泄常见于

得病初起，表现为精神抑郁，表情淡漠，

闷闷不乐，病情随情绪变化而波动；病程

日久，情志不遂，肝郁化火，则性情急躁

易怒。肝的生理功能是主升、主动，而升

发对儿童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长期的肝

气郁结，升发不利，会造成儿童生长发育

迟缓，内心及行为上的内向、孤独，最终

会导致自我封闭的状态。肝开窍于目，因

此肝的功能也可以反应于眼睛的活动状

态。自闭症中有眼不视人，目光回避的表

现，可认为是肝失疏泄、升发不利所造成

的。

2.2 神失所养，心窍不通。《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曰“心主舌”、“在窍为

舌”。《灵枢·忧恚无言》曰“舌者，音

声之机也”。心气通于舌，舌才能柔软灵

活，语言流利。《灵枢·经脉》曰“手少

阴之别⋯⋯循经入心中，系舌本。”心神

失养，经脉不通在孤独症儿童中表现为少

语、错语、无语、发音不清等症状。《素

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焉”，《灵枢·邪客》“心者，五

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都强调

了心主神志的重要性。心主神志的功能正

常，表现为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考灵

活，反应敏捷。若心神失养，则自闭症患

者表现为不认亲疏，表情淡漠，不愿交

际，听而不闻，言语重复，语难理解等。

心主神志，心藏神。

 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以及人的

精神、意识、思维活动都是“神”的具体

表现。因此，《素问·灵兰秘典论》“心

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和《灵

枢·邪客》“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

精神之所舍也。”都强调了心主神志的重

要性。动作怪异、兴趣狭窄、貌聪无慧等

表现皆因心神失养所致。

2.3 先天不足，肾精亏虚。肾为先天之

本，藏精生髓。脑居颅内，由髓汇集而

成。《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

若先天肾精不足，导致肾精亏虚不能化髓

充脑，神明用之不足，元神不得滋养而发

为精神活动异常。如母孕期间感受外邪，

跌仆损伤，精神刺激，误服药物等损伤胎

元；或父母健康欠佳，孕母素体虚弱，高

龄妊娠导致胎儿禀赋不足。以上诸多因素

都可以导致先天肾精不足，脑失所养，从

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智能障碍。此外，在分

娩过程中，如果产程过长或胎吸、产钳等

工具使用不当，也可直接损伤元神之府而

引起智力障碍。

因此，中医理论认为自闭症病因病机

为肝失条达，升发不利；心窍不通，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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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养；先天不足，肾精亏虚。同时其发病

与脑损伤、遗传等脑病变也相关。其病位

在脑，同心、肝、肾三脏有密切联系。

3 中医方药的治疗

严愉芬和雷法清采用加味温胆汤配合

教学训练矫治孤独儿童异常行为25例，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2]。方药组成：橘红5g，

制半夏6g，茯苓6g，甘草2g，竹茹1g，枳

实4g，党参6g，石菖蒲5g，益智仁5g，生

姜2片。每天1剂，水煎服，每日服2次。

其认为自闭症患者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

失养，且小儿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对水谷

精微需求旺盛，脾胃功能又相对薄弱，同

时在自闭症患儿中偏食、挑食等饮食异常

现象也会造成水谷精微来源不足，从而加

重脾胃虚弱，故自闭症患儿的脾胃虚弱尤

甚于一般正常发育时期的儿童。脾胃虚

弱，脾运失常，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失常则

致小儿脏腑组织及四肢百骸失养，生长发

育障碍；运化水湿功能异常则导致病理代

谢产物—痰湿的出现。

痰之为物随之升降，无处不到，故

而古人云“怪病多属痰。”痰入于心入于

脑，扰乱神明，则出现睡眠障碍，自伤、

摇头、尖叫、傻笑等，痰湿郁久化热，痰

火热炽心营，致心营耗损，心神失养，致

多动、注意力不集中、旋转、狂奔等，投

以加味温胆汤，方中橘红、制半夏、茯

苓、甘草、竹茹、枳实、生姜等，乃温胆

汤组方，具有燥湿化痰、清热宁神之功

效，对于痰证的治疗，朱丹溪曾指出：

“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

及“治痰先治气”等，因此，在温胆汤基

础上加用党参以助茯苓健脾益气化痰之

功；石菖蒲除了能加强本方化湿和胃作用

外，尚具开窍宁神之功；益智仁既助参苓

健脾，又具补肾作用，本方具有健脾燥湿

化痰，理气宁神开窍功效，临床运用时应

依据临床表现随症加减。

4 针灸疗法在自闭症中的运用

针灸治疗自闭症的主要方法有单纯针

刺、电针、针药结合、针推并用以及心理

疗法辅助针刺治疗等，均提示针灸治疗精

神类疾病是有效的。

4.1 穴位按摩：周惠嫦和张盘德运用穴位

按摩分为口唇按摩和头部按摩[3]。

4.1.1 口唇按摩上唇肌群：用拇指指腹顺

时针方向揉按迎香、水沟、地仓穴，每

穴约100次，然后揉按上唇肌肉2～3min；

下唇肌群：用双中指或食指按上述方法揉

按下关、翳风、颊车、承浆穴，并以食

指、中指指腹缓慢揉按面颊部和下唇肌

2～3min；按揉喉部廉泉穴，并以中、食

指指腹按揉颈部喉结旁及下颌部舌底肌

肉，然后对捏上下唇肌肉，被动让两唇相

碰。

4.1.2 头部按摩按揉印堂、百会、脑户、

风府、哑门、大椎等穴，每穴约100次，

按揉额区、两颞区、颞顶区。穴位按摩组

16例，总有效率达95%。

4.2 电针疗法：王春南，商淑云和魏晓

红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电针行为疗

法组，每日进行行为疗法训练及电针治

疗[4]。针刺穴位取百会、四神聪、神庭、

本神、印堂、脑户、脑空、内关、头针

语言一区、头针语言二区、头针语言三

区。以0.3mm×40mm毫针刺入，百会向

后刺入0.5～0.8寸，四神聪向百会方向刺

入0.5～0.8寸，得气后接通SMS-03型生

命信息治疗仪，采用等幅疏密波，频率

1.25Hz，百会、四神聪用“+”字形铜片

置正极，神门置负极。每日1次，每次治

疗50min，每周5次，2个月为1个疗程，连

续治疗2个疗程。电针行为疗法组30例患

者，10例有效，总有效率为33%。

4.3 头针疗法：刘振寰，张宏雁，张春涛

等选取38例患者应用自拟的头针疗法，即

针刺四神聪、神庭穴、左右本神穴及左右

情感障碍区，针刺后给予电刺激30min[5]。

每周针刺3次，每刺10次，休息15天，共

针30次（3个月）为1个疗程。38例患者经

治疗后显效14例（占36.8%），有效16例

（占42.1%），无效8例（占21.1%）。随

访1～2年，结果有效的30例中，有14例

患者在逐渐恢复，其中9例能跟班就读。

10例患者进展不显著，有6例患者病情退

化、加重。近期有效率为78.9%，远期随

访有效率为36.8%。

4.4 针灸推拿并用：琚玮和封玉用针灸治

疗取穴百会、四神聪、神庭、印堂、廉

泉、廉泉左、廉泉右、风府透哑门、内

关、合谷、通里[6]。其中百会、四神聪、

上星、神庭、印堂穴用1寸毫针与头或面

成45°斜刺；廉泉、廉泉左、廉泉右、风

府透哑门、内关、合谷、通里穴以1寸毫

针直刺；进针后强刺激，留针45min，期

间采用捻转手法强刺激行针3次，每日1

次。

用推拿治疗时患者取坐位或仰卧位，

医者施一指禅推法于下关、颊车、地仓、

人中、承浆穴，拿两侧风池、肩井穴，重

点按揉廉泉、通里、风府穴。按揉患侧面

部与口角部，推摩承浆穴，每次30min，

每日2次。13例患者中，基本治愈0例，

显效7例，有效4例，无效2例，有效率占

85%。

4.5 单纯针刺：奚玉凤，刘媛媛，艾宙

等选取具有益肾增智及开窍醒神功能的

穴位[7]。第一组穴位为项丛针（哑门、风

池、翳风、完骨），手智三针（内关、神

门、内劳宫），颞三针（率谷、率谷前后

各1寸处），头智三针（神庭、本神、百

会）；第二组穴位为舌三针（金津、玉

液、廉泉），足智三针（涌泉、涌泉左

一、涌泉右一），脑三针（脑户、脑户左

右各旁1.3寸），四神针（四神聪）。两组

穴位交替选用。每日治疗1次，每周治疗4

次，3个月为1疗程。语言交流明显改善，

32例患者，28例显效，占87.50%，3例有

效，占9.37%。

袁青，吴至凤，汪睿超等把患者分为

两组[8]，其中靳三针组118例，穴位选取四

神针（百会穴前后左右各旁开1.5寸）；

定神针（印堂、阳白各上5分）；颞三针

（耳尖直上入发际2寸及同一水平前后

各1寸，共3穴）；颞上三针（左耳尖直

上入发际3寸及同一水平前后各1寸，共3

穴）；脑三针（脑户、双脑空）；智三针

（神庭、双本神）；醒神针（人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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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隐白）；手智针（内关、神门、劳

宫）；足智针（涌泉、泉中—趾端至足跟

后缘连线中点、泉中内—平泉中穴向内旁

开0.8寸）；舌三针（拇指间横纹平下颌前

缘，拇指尖处为第1针—上廉泉，其左右

各旁开1寸处为第2针廉泉左、第3针廉泉

右）；选用35号华佗牌不锈钢25mm毫针，

采用捻转进针法。留针45min，其间每隔

5～10min捻针1次，每天上午针刺1次，每

周6次，2个月为一疗程，共治疗4个月后

统计疗效。病情程度轻者的总有效率为

50%，中度的总有效率为86.7%，重度的总

有效率为92.3%。

刘刚和袁立霞选取67例患者，根据

纳入的标准和排除标准把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9]。治疗组采用针刺治疗。针刺治疗采

用辨证取穴，包括基本腧穴处方和辨证配

穴处方，其中基本腧穴处方包括四神针、

颞三针、智三针、脑三针、舌三针、手智

针、足智针、四关穴。辨证配穴处方为，

心肝火旺型加少府、行间；痰迷心窍型加

丰隆、大陵；肾精亏虚型加太溪。针刺顺

序：进针顺序为：四神针、脑三针、左右

颞三针、智三针、左右手智针（劳宫→神

门→内关）、合谷（双）、左右足智针、

太冲（双）、其他配穴，最后针刺舌三

针。出针时的顺序和进针时相反。每日1

次，每周治疗6天，连续治疗并观察患儿

12周。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具有显著治

疗效果。

4.6 针刺与其他疗法配合：马瑞玲，袁

青和靳瑞把患者分为三组：针刺组、干

预组、综合组[10]。穴位选取：采用“靳三

针”疗法。四神针：百会穴前后左右各旁

开1.5寸。颞三针：耳尖直上，入发际2寸

及同一水平前后各1寸，共3穴。智三针：

神庭、本神穴。手智针：内关、神门、劳

宫穴。足智针：涌泉穴、泉中穴（足趾关

节中点与足跟连线之中点）、泉中内穴

（泉中穴向内旁开8分～1寸左右）。开闭

针：听宫、人中、隐白。舌三针：上廉泉

穴、廉泉左穴、廉泉右穴（上廉泉穴左右

各旁开0.8寸）。在针刺治疗的基础上配合

干预疗法，于每日针刺结束后0.5h开始训

练。综合组感觉因子、生活自理因子治疗

前后无变化；综合组躯体运动因子、语言

因子及交往因子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

5 结语

5.1 中医理论认为自闭症病因病机为先天

不足，肾精亏虚；心窍不通，神失所养；

肝失条达，升发不利。其病位在脑，同

心、肝、肾三脏有密切关系。同时自闭

症发病与脑损伤、遗传等脑病变相关。由

于脑为元神之府，《灵枢·海论》“髓海

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

见。”《灵枢·口问》“上气不足，脑为

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

之眩”。指出视觉、听觉与精神状态的病

理变化都与脑相关。自闭症与心、肝、肾

相关。遗传、发育障碍等先天性因素，应

该与肾有关；七情的异常，责之于心、

肝。

5.2 当今自闭症缺乏特效药物的前提下，

针刺作为一种有特色的疗法，具有简、

便、验、廉的优势。同时临床上采用针刺

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为自闭症的治疗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可以看出大部分

穴位以头部为主。

《素问·脉要精微论》指出：“头者

精明之府”，头为诸阳之会，头面部是经

气汇集的重要部位，选用头部穴位治疗自

闭症，可以调整五脏六腑之经气，疏通经

络，协调机体阴阳平衡。针刺穴位围绕病

位在脑，与心、肝、肾三脏密切相关而选

取，诸穴合用共达填精益髓、宁心安神、

畅达情志的作用。位于头部之巅的百会

穴、四神聪以及四神针，当髓海之输，具

有补脑升阳的作用；“脑三针”当太阳之

冲，为联络脑系的门户和空窍，可以协调

肢体平衡运动；“颞三针”位居少阳，少

阳居中在人身如门户之枢，转动由之，使

营卫出入内外如常，可以疏通肝胆经络之

气，平肝熄风，清肝泻胆，鼓舞少阳升发

之机，有利于脑的康复。智三针主要用来

提高智力水平。舌三针位于舌根部，为任

脉脉气所发、阴维脉交会之处，临床多用

于治疗言语障碍，针刺舌三针以通脑醒

神，利咽生津，改善言语功能。而这些穴

位中大部分与靳瑞教授的“靳三针”、石

学敏院士的“醒脑开窍针刺法”相关，并

且疗效比较显著。因此根据针刺已有的经

验，现在医务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

验来研究一些新方法，为针灸治疗此病取

得更好地疗效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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