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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 ，ASD）是

一种多在3岁前发病的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病程持续到成年，

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脑部障碍性疾病，多会对脑部产生不可

逆性破坏，从而使患者无法自主生活 [1]。孤独症谱系障碍

患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根据美国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 ，CDC）的自

闭症和发育障碍监测（

Monitoring，ADDM）网络的最新数据统计，当下 ASD的

患病率是 1/54，高于先前发布的 1/60[2]。

目前，临床上对于 ASD的治疗方式众多，主要有药物

治疗、运动干预和教育干预等，但由于病因不明，尚未找

到治愈 ASD的方法。近年来，运动干预在 ASD儿童康复

领域的价值正在得到大量实验研究的证明，采用体育运动

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善 ASD儿童的重复刻板行为、语言沟通

障碍、社会交往能力、兴趣狭窄等方面。本研究主要统计

综合近 10年来中国常用的体育项目对于 ASD儿童的干预

效果，为后续 ASD的治疗提供方法和依据。

文献数据均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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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定高级检索，检索条件：“主题 =孤独症 OR主

题 =自闭症 AND全文 =体育 AND全文 =运动干预”，检

索全部，检索时间 2010年 1月 1日—2021年 11月 1日，

初次检索文献 189条。人工筛查排除标准：干预手段无明确

体育运动类型的文献、学位论文、综述、会议论文、报告，

并排除研究对象不是儿童群体或为大白鼠的研究，大肌肉群

的运动干预，目前无法界定是否属于体育运动，也将之排除，

最终纳入 93篇文献进入分析。

运用 CNKI可视化分析解读 93篇相关论文的总体发文

趋势、下载数、被引数、发表时间；利用 NoteExpress进行

文献题录信息分类，同时结合人工文献阅读和信息整合方

式，最后通过三线表的形式呈现不同体育项目对于 ASD儿

童的干预效果，并对各三线表进行深入分析。

图 1显示了关于孤独症儿童的运动干预所选 93篇文献

的年度趋势（来源 CNKI数据库可视化分析）。从近 10年

的发文量来看，2010—2014年都处于一个低谷平稳阶段，

平均保持在两篇，多数对于儿童孤独症的治疗手段仍然是以

药物治疗为主；从 2014年到 2017年呈现一个陡增的态势，

2017年发文量增加到 30篇，涌入了大量的体育运动干预的

方案研究；在 2018年虽有所下降，但仍有 19篇的发文量；

2019—2021年发文量又呈现上升趋势，并且 2021年发文量

到达了 47篇，表明 ASD儿童的运动干预仍是一个目前的研

究热点。

图 2显示通过条件所选择的 93篇论文的下载数、参考

文献和引证文献的年度趋势（来源 CNKI数据库可视化分

析）。从图 2中看出，93篇论文中参考文献共 3056次（32.86

次 /篇），从 2012年开始迅速增长，2015年到达高峰，随

后逐年波动下降。总下载数为 55390次（595.59次 /篇），

下载被引比为 0.01，下载比不是特别理想，关注的人多，引

用的人较少。但引证文献总体在逐年增长，分别在 2015年、

2017年、2020年形成了 3个引证高峰，表明对 ASD儿童运

动干预的实验研究颇受学者关注。

蔡可龙 [3]、董晓晓等 [4]、王金贵 [5]、刘智妹 [6]、范超 [7]

均对 ASD儿童进行小篮球干预，研究结论较一致，即小篮

球干预后 ASD儿童的重复刻板行为、社交沟通能力、感知

觉能力、执行能力都得到较好改善。小篮球也可以促进脑中

灰质体积发生改变，并证实了灰质体积对 ASD儿童重复刻

板行为发生作用的神经机制，见表 1。

李蕴馨 [8]、崔碧玉 [9]、眭禄 [10]、寇磊和范丽亚 [11]、谢瑞 [12]、

吴大鹏 [13]、黄志明 [14]、马古兰丹姆 [15]等学者通过不同类型

的体操、舞蹈动作的干预，发现 ASD儿童在粗大和精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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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都有显著改善，同时 ASD儿童对自我的身体控制能力、

感知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程度提升，重复刻板行为和问题行为

明显有所好转，特别是问题行为的次数明显减少；还有研究

表明体操、舞蹈类运动干预对 ASD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和

亲子依恋行为都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见表 2。

武月丹 [16]、冯燕青等 [17]、周璇 [18]、王欢等 [19]、张阳

光 [20]研究发现，水中运动频率达到每周 3~5次，运动强

度保持在最大心率的 55%~80%，干预时间 50~90分钟，水

中压力能激发 ASD儿童综合感知能力，促进儿童多系统联

动（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其

中 Halliwick技术运用于游泳技术学习，也是目前中国针对

ASD儿童水中运动康复的研究趋势。水中运动可以显著提升

ASD儿童的自我照顾能力，以及刻板行为和感觉统合能力显

著改善，见表 3。

ASD儿童的体育游戏干预主要围绕粗大动作、精细动

作来设计。肖正 [21]、潘红玲等 [23]实验研究发现，体育游戏

能显著改善 ASD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崔爽 [22]、曹梅 [24]

研究与此类似，即干预后都能提升 ASD儿童的感知觉，且

减少刻板行为，且运动能力得到提高，见表 4。

其他运动项目干预还有羽毛球运动、中等强度跑跳运

动、五禽戏等，研究发现也同样改善 ASD儿童的问题行为，

见表 5。

文献 年龄（岁） 实验分组 干预方案 影响效果

蔡可龙 [3]，

2021
3~6

实验组 15人

对照组 14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5次 /周，

运动强度：60%~69%的最大心率，

运动时间：40分钟 /次

ASD儿童 SRS-2量表、全脑DTI参数值（FA、

MD）；社交认知、社交行为、社交沟通的

能力改善

董晓晓等 [4]，

2020
3~6

实验组 15人

对照组 15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5次 /周，

运动强度：平均心率控制在 128~148次 /分钟，

运动时间：40分钟 /次

重复刻板行为（RBS-R）量表、

磁共振成像；重复刻板行为得

到控制，感知觉能力和行为控制力改善

王金贵 [5]，

2020
3~6

实验组 17人

对照组 15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5次 /周，

运动强度：平均心率控制在 128~148次 /分钟，

运动时间：40分钟 /次

儿童执行功能量表（CHEXI）、fMRI核磁

共振扫描；执行功能得到改善

刘智妹 [6]，

2020
3~6

实验组 15人

对照组 15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5次 /周，

运动强度：平均心率控制在 128~148次 /分钟，

运动时间：40分钟 /次

重复刻板行为（RBS-R）量表、fMRI核磁共

振扫描；重复刻板行为和执行控制网络功能

改善

范超 [7]，

2019

实验组平均年龄

9.2周岁，对照组

平均年龄 9.3周岁

实验组 30人

对照组 30人
运动量：8周，运动频率：3次 /周

感觉统合量表、协调平衡能力评估、反应球

测试；本体感觉、触觉防御和学习能力提高

文献 年龄（岁） 实验分组 干预方案 影响效果

李蕴馨 [8]，

2017

女 8

男 7.5

实验组：男 1人

女 1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3次 /周，

运动时间：40分钟 /次，

运动方式：韵律体操

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CARS）、自闭症儿童行

为评定量表（ABC）、感觉统合（SOT）；刻板

行为、社交行为、身体控制能力改善

崔碧玉 [9]，

2019
6~8 实验组：3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5次 /周，

运动强度：50%~75%的最大心率，

运动时间：30分钟 /次，运动方式：健美操

运动控制测试（MCT）自制量表；不同问题行为

改善，改善社交和身体控制能力

眭禄 [10]，

2020
3~12 实验组：16人

运动量：30周，运动频率：2次 /周，

运动时间：50分钟 /次，

运动方式：乐享体操

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CARS）、自闭症儿童行为

评定量表（ABC）、粗大动作功能评估（GMFM-

88）；刻板行为、动作障碍均得到改善

寇磊和范

丽亚 [11]，

2020

3~6 实验组：45人
运动量：24周，运动频率：5次 /周，

运动时间：45分钟 /次，运动方式：啦啦操

残联统一发行（孤独症儿童发展评估表）；显著

改善感知觉、粗大动作、情绪和行为

谢瑞 [12]，

2020
9~10 实验组：2人

运动量：16周，运动频率：2次 /周，运动强度：

平均心率控制在 次 /分钟，运动时间：

40分钟 /次，运动方式：无极健身球操

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CARS）；

沟通行为、问题行为、刻板行为改善

吴大鹏 [13]，

2020
10 实验组：1人

运动量：16周，运动频率：3次 /周，运动时间：

40分钟 /次，运动方式：体育舞蹈

双溪量表、克氏行为量表；可改善感知能力、运

动能力

黄志明 [14]，

2020
5~6 实验组：3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4次 /周，运动时间：

60分钟 /次，运动方式：体育舞蹈

儿童依恋行为卡片、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

（CARS），亲子依恋行为显著改善

马古兰丹

姆 [15]，

2020

6~12
实验组：17人

对照组：11人

12个月 DMT干预实验，

运动强度：平均心率控制在 110~150次 /分钟，

运动方式：舞蹈 /动作

ABC量表、CBCL量表、SRS量表、SCQ量表、

RBS-R量表、凯斯腾伯格动作 KMP侧写分析；

社交沟通和认知能力积极改善，行为能力、控制

能力也得到显著改善，正向影响情绪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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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体育运动干预能促进 ASD儿童脑部结构发生正向改

变，进而从神经机制上改善 ASD儿童的重复刻板行为和社

交沟通能力，此外 ASD儿童的感知觉统合能力也得到提高。

②运动干预效果受运动频率、强度、持续时间等因素

影响，尤其是干预时间适当延长，更有利于 ASD儿童改善

行为症状；且效果还与 ASD儿童的患病程度、家庭照顾、

社区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

③现有多种体育运动干预方式，运动处方也各有差异，

对 ASD儿童各年龄段的干预均有一定效果。但目前仍存在

制定运动处方不完整，其中运动强度和频率没有专门化规

定，运动方式选择不统一，没有针对 ASD儿童的问题行为

来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干预，且干预 ASD儿童年龄跨度大，

多数研究的效果评价都用自定量表评定，自定量表的信效度

有待考证，同时缺乏专门化的评估体系和专业化的干预师。

故在今后对 ASD儿童的运动干预中，应该健全评估体系，

且确保干预师的专业化程度，针对干预的 ASD儿童的年龄

段和主要问题行为来制定运动处方，以此提升 ASD儿童的

运动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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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年龄（岁） 实验分组 干预方案 影响效果

武月丹 [16]，2017 4~10
实验组：7人

对照组：7人

运动量：4周，运动频率：5次 /周，运动时间：

90分钟 /次，运动方式：适应水中运动

ABC量表、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CARS）；

躯体运动和生活自理能力改善

冯燕青等 [17]，

2017
7~9

实验组：18人

对照组：14人

运动量：4周，运动频率：5次 /周，运动时间：

90分钟 /次，运动方式：Halliwick水中运动

ABC量表、水中技能习得（HAAR）量表；

刻板行为、自我照顾能力改善显著

周璇 [18]，2019 8~12 实验组：3人
运动量：16周，运动频率：2次 /周，运动时间：

60分钟 /次，运动方式：水中活动

ASD行为量表心理能力提高，刻板行为显著

改善

王欢等 [19]，2020 7~9
实验组：28人

对照组：26人

运动时间：60分钟 /次，

运动方式：Halliwick水中运动

ABC量表、水中技能习得（HAAR）量表；

自我照顾和躯体运动能力改善明显

张阳光 [20]，2020 9~14 实验组：14人
运动量：20周，运动频率：2次 /周，运动时间：

60分钟 /次，运动方式：游泳练习

运动生理学平衡、柔韧性测试、核心力量测

试；平衡力和核心力量明显提升

文献 年龄（岁） 实验分组 干预方案 影响效果

肖正 [21]，2016 5~6
实验组：15人

对照组：15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5次 /周，运动强度：

平均心率控制在 126~172次 /分钟，运动时间：

50分钟 /次，运动方式：体育游戏

孤独症儿童感知觉评估表、粗大动作评估表、

社会交往评估表；感知觉、粗大动作、社会

交往能力提高

崔爽 [22]，2017 7 实验组：1人
运动量：14周，运动频率：5次 /周，运动时间：

80分钟 /次，运动方式：体育游戏

ABC量表、SRS量表、RBS-R量表；刻板

行为改善，感觉能力提高

潘红玲等 [23]，

2018
5~6 实验组：3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5次 /周，运动时间：

30分钟 /次，运动强度：60%~69%的最大心率，

运动方式：体育游戏

自编目标行为记录表、CARS量表；社交沟

通能力改善

曹梅 [24],2021 6～ 9 实验组：9人
运动量：8周，运动频率：5次 /周，运动时间：

40分钟 /次，运动方式：体育游戏

双溪课程评量表；感知觉能力和运动能力明

显提升

文献 年龄（岁） 实验分组 干预方案 影响效果

吴双珠 [25] 13 实验组：3人
运动量：6周，运动频率：2次 /周，

运动时间：30分钟 /次，运动方式：羽毛球运动
ABC行为观察表；刻板行为改善

谢梦炜 [26] 6～ 7
实验组：7人

对照组：7人

运动量：12周，运动频率：3次 /周，

运动时间：40分钟 /次，运动方式：中强度跑

跳运动

CARS量表、WBB测量；姿势控制能力

提高

张文柳 [27] 3～ 6
实验组：20人

对照组：20人

运动量：24周，运动频率：1次 /周，

运动时间：40分钟 /次，运动方式：五禽戏

ABC、CARS量表；前庭平衡觉、身体控制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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