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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谱系障碍患儿情绪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肖运华1 曾海辉1 苏文婷1 杨小琴1 曾侠一1 罗秋燕1

摘要

目的：对比分析孤独谱系障碍（ASD）与正常儿童（TD）两组儿童情绪能力特征，并探讨其情绪能力特征与其面部表

情识别正确率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对31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5版（DSM-Ⅴ）诊断标准的ASD患儿和30例年龄、性别及智商

匹配的正常儿童对照组，使用3—6岁儿童情绪能力量表评定两组儿童的情绪能力，并使用面部表情识别任务测试

情绪识别能力。

结果：两组儿童对情绪觉察辨识、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等情绪能力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情绪察觉

辨识、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与智商、表情识别正确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儿童情绪能力与其年龄相

关不显著（P＞0.05）。

结论：与正常儿童相比，ASD患儿情绪察觉辨识、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等情绪能力较低，且其智力水平、对

表情识别能力可正向预测其情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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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normal children (TD) and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ct-

ness of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Method: A total of 31 ASD patients, aged 3-6 year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DSM-Ⅴ (DSM-Ⅴ)

and 30 normal sex and IQ matched children were enrolled.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motional abilities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ask to test the

emotional recognition ability.

Resul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ood perception,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ere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motional cognition, emotional comprehens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IQ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age of the children (P＞0.05).

Conclusion: Comparing with typical developed children, ASD children's emotional awareness, emotional compre-

hension, emotional expressio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other emotional competence is poorer, and their intelli-

gence level, ability to express emotions can predict their emot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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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独 谱 系 障 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组起病于儿童早期，以社会交往障碍、重

复刻板行为为核心症状的神经发育障碍疾病[1]。迄

今为止，ASD确切的发病机制仍未查明，但已可确定

它是一种与遗传密切相关的脑发育障碍性疾病[2]。

最近几年，流行病学资料表明ASD的患病率正在逐

年上升，约为 1%[3]，其中男性ASD比女性ASD发病

率要高[4]，而英国威尔士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每万人中就有12.7个人患ASD[5]，据此推算，我国儿

童青少年中ASD的患者约有275万，可见ASD已成

为严重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同时给社会服务体系

造成极大负担的常见精神疾患之一。

情绪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最早出现于

1990年Sarni C的《社会情绪的发展》一书。戈尔曼

（1998）曾指出，情绪能力是以情绪智力为基础的一

种习得能力，反映了个体通过学习掌握技能以及将

这种技能应用到具体情景中的能力[6]。情绪能力指

个体准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它具有建立、

维持和改变个体与外界关系的功能，对儿童的社会

性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情绪能力包括：情

绪察觉辨识、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大量

研究表明，儿童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进行情绪交

流和维持积极的同伴交往[8]，情绪能力正是这些发

展任务的关键因素，因此，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是许

多学者长期关注的焦点。

目前已有ASD患儿面部情绪觉察辨识能力特

征的诸多研究，多数研究认为ASD患儿面部情绪觉

察辨识能力存在异常[9]，而对面部情绪的识别能力

仅是情绪能力中的情绪察觉与辨识的一个维度，尚

未对ASD患儿的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能

力进行深入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对ASD和正常组

儿童的情绪能力的相关研究尚少，故本研究首次运

用 3—6岁儿童情绪能力量表评估ASD患儿的情绪

能力，进一步探讨儿童情绪能力与其年龄、智商、表

情识别正确率的关系，以期深入了解ASD患儿的病

理心理机制，为ASD患儿情绪能力、社交能力的训

练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孤独谱系障碍组（ASD组）：2015年 9月—2017

年 4月，在广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康复科门诊就诊

的ASD儿童。在完成临床心理评估的基础上，由两

名高年资儿科医师依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

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

tal disorders-Ⅴ, DSM-Ⅴ）的相关诊断标准诊断入

组，诊断不一致者不入组。

纳入标准：①符合 DSM-Ⅴ中广泛性发育障碍

的诊断标准[10]；②IQ≥80，年龄 4—6岁；③父母小学

及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且

监护人同意其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Rett综合

征及童年瓦解性障碍；②有明确的颅脑外伤史；③有

神经系统疾病和严重的躯体疾病史；④IQ＜80，言

语以及语言发育障碍。共入组31例，其中男28例，

女3例，年龄4—6岁，平均年龄（4.730±0.868）岁。

正常组（TD 组）：同期在广州市某小学选取年

龄、性别、智商与病例组相匹配的儿童，且其父母小

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中文阅读、理解能力。

排除标准：①有明确的颅脑外伤史；②有神经系统疾

病和严重的躯体疾病史；③有广泛性发育障碍、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特殊学习技能障碍等心理、行为障碍

及其他精神障碍。共入组 30例，其中男 26例，女 4

例；年龄4—6岁，平均（4.370±1.033）岁。

本研究受试者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

资料、出生史、既往史、家族史、临床资料等。

1.2.2 临床心理评估：运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中国

修订版（China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

dren-revised, WISC-CR）[11]对两组儿童进行智力评

估。共有 11个分测验组成，言语量表包括常识、理

解、心算、类同、背数、词汇等 6项测验；操作量表包

括译码、填图、积木图案、图片排列、物体组合等5项

测验。由经过培训的治疗师根据修订版手册和常模

标准施测和评定。

运用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12]和孤独症诊断访谈修订版

（autism diagnoses interview-revised, ADI-R）[13]对被

试儿童进行临床诊断的评估。CARS是一个由专业

人员通过观察儿童并结合家长观察的诊断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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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30分可诊断为孤独症；ADI-R是一个应用广

泛的标准化结构化的用于家长访谈的诊断工具，由

社会交往、言语及非言语交流和刻板行为三个维度

构成，三个维度分均超过截止分 2分以上可诊断为

孤独症。

运用3—6岁儿童情绪能力发展量表[14]：该量表

是针对3—6岁儿童情绪能力的他评量表，分为情绪

察觉与辨识、情绪表达、情绪理解、情绪调节等四个

维度，共 31个条目，每个条目后由未出现（0）、需要

提醒或协助才能做到（1）、有时做到，有时稍加提醒

即可做到（2）、可以自己完成（3）、未曾观察到（0）共

四级评分，每个条目设计简单易懂，在中国成人群体

中有较高的信效度。该量表由父母填写。

委托广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康复科门诊医生及

治疗师发放和回收问卷。调查前取得调查对象子女

及家长的同意。按照自愿原则，调查对象现场填写

完毕后交给医生或治疗师，再由调查者本人统一回

收问卷。

1.3 表情识别任务

选取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认同度及强度

较高的50张图片，其中高兴、悲伤、中性、恐惧、愤怒

五类情绪面孔各10张；选取辅助儿童识别情绪的卡

通图片共5张，包括以上五种情绪，指导儿童完成50

张情绪图片的识别，首先通过运用E-prime 2.0软件

在计算机上呈现卡通表情图片并讲解五种情绪，每

例儿童正式实验之前均先进行训练实验，帮助儿童

理解实验的任务。然后呈现表情图片，儿童对表情

图片进行识别，主试对儿童回答进行按键反应，软件

自动记录正确率。

此过程中主试不做有关识别的任何提示，计算

机自动记录下儿童反应结果，因该实验为主试进行

按键反应，故只比较正确率，不对两组反应时数据作

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运用两独立样

本 t检验分析ASD和TD两组儿童情绪能力差异，运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究儿童情绪能力与智商、年

龄、与表情识别正确率的关系，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探

究儿童情绪能力与其年龄、智商、表情识别正确率的

关系。

2 结果

两组被试的性别（χ2=29.400，P=0.723）、年龄

（t=-1.488，P=0.142）、智商（t=-1.186，P=0.241）差异

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 1。CARS 均分大

于32分，ADI-R的社会交往、言语及非言语、刻板行

为三维度分均＞2分。

对比两组儿童情绪能力四个维度均分，结果发

现：两组儿童对情绪觉察辨识、情绪理解、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等情绪能力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00），

见表2。

对ASD患儿情绪能力与智商、年龄、表情识别

正确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情绪察觉辨识、情

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与智商、表情识别正确

率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儿童情绪能力与其年

龄相关不显著（P＞0.05），见表3。

对智商、年龄与表情识别正确率与情绪能力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表情识别正确率、智商均与

情绪能力回归显著，其中表情识别正确率为X，智商

为 Y（标准回归系数=0.551，R2=0.408，P=0.000），建

立回归方程为：Z=0.439X+0.335Y+0.551。

表1 两组儿童一般情况 (x±s,分)

性别
智商
年龄

CARS①

ADI-R②

社会交往
言语及非言语

刻板行为
①CARS: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②ADI-R：孤独症诊断访谈修订版

孤独谱系障碍组(n=31)

28∶3
103.330±22.404

4.730±0.868
32.54±2.31

15.74±5.46
11.88±4.27
5.18±3.18

正常组(n=30)

26∶4
110.070±21.571

4.370±1.033
-

-
-
-

P

0.723
0.241
0.142

-

-
-
-

表2 两组儿童情绪能力 (x±s,分)

情绪觉察辨识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孤独谱系障碍组(n=31)

1.796±0.720
1.400±0.605
1.746±0.640
1.350±0.478

正常组(n=30)

2.646±0.427
2.633±0.369
2.658±0.370
2.411±0.477

t

-5.560
-9.525
-6.759
-8.606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儿童情绪能力与智商、年龄、表情识别
正确率相关系数 （r）

情绪察觉辨识
情绪理解
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

注：①P＜0.05

年龄

-0.197
-0.140
-0.223
-0.030

智商

0.463①

0.386①

0.415①

0.376①

表情识别正确率

0.529①

0.504①

0.503①

0.478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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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情绪能力是个体准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

力，它具有建立、维持和改变个体与外界关系的功

能，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情

绪能力包括几个维度：情绪察觉辨识、情绪理解、情

绪表达、情绪调节。关于情绪的辨识能力研究，Fink

等[15]通过荟萃分析发现，ASD患儿对基本情绪的辨

识能力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潘宁等 [16]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的智力发育特

点、表情识别能力关系发现，ASD患儿表情识别能

力与其智力正相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在情绪词汇理解能力上，国内学者朱玲春[17]认

为：ASD患儿在情绪词汇理解能力上存在很大的缺

陷，显著低于正常儿童；高年龄组词汇理解量高于低

年龄组，且在正常儿童组中存在边缘性显著；性别因

素对情绪词汇理解量的影响，在ASD患儿组中男生

显著高于女生，而正常儿童组的结果相反。这与本

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两组儿童的

智商匹配以及两组儿童年龄间距不大。Luyster RJ

等[18]通过行为观察发现，ASD患者情绪能力与年龄

相关不显著，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认为情绪表达能力与面部表情识别能力

显著相关，Griffiths S等[19]通过对比6—16岁ASD患

儿与TD组基本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分析其与情

绪表达的关系，证实对表情的识别能力会影响ASD

的情绪表达能力。Ashburner J 等 [20]认为孤独谱系

障碍患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存在质的损害，且影响其

外部的问题行为，这一发现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提示，开展表情识别能力的训练可

能会有助于其情绪察觉辨识、情绪理解、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为ASD的临床干预提供了新

的思路。Romero NL[21]已开始探索基于计算机的针

对ASD患儿情绪识别、理解的干预。在未来的研究

中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对我国ASD患儿切实

可用的情绪识别、理解、表达、调节能力的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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