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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帅
儿童康复行业目前正处于一个充

满挑战的发展阶段，众多因素错综复
杂制约着其发展。本报记者深入调
研，于去年6月刊发报道《看似“热火朝
天”的儿童康复行业背后，面临着诸多
乱象，如何破局？》，聚焦特殊儿童康复
需求，揭露了儿童康复行业的人才瓶
颈与市场发展难题，提出了迫切的行
业改革需求。并被学习强国福建学习
平台、《福建日报》等诸多媒体转载，让
更多关注的目光汇聚于此。

记者再度采访了解到，医疗机构
正勇敢地探索解决方案：创新了康复
治疗理念、开设特殊门诊、解决康复
训练“看病贵”等，他们为行业发展带
来新路。

医教融合
激活孤独症儿童“休眠”神经细胞
7月暑假刚开始的第一周，宁德

市康复医院的儿童康复科便迎来了
一位小访客——5岁的孤独症男孩萧
逸（化名），在外婆的陪伴下，他又一
次踏入这个“特别之地”。

萧逸平日里抗拒与人交流，总是
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
自从他加入了这里独具特色的“三元
训练课程体系”康复训练后，一切都开
始悄然改变。这一创新课程针对孤
独症儿童的独特需求，巧妙地将基础
运动、沟通认知以及行为情绪协调等
核心干预技巧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技
术与教育的完美结合。

“在孤独症康复的过程中，身体
锻炼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提升
孩子的社交和语言能力。”宁德市康复
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陈小燕强调。

她表示，康复师们会积极与家长
沟通合作，及时反馈训练情况，并共
同商讨孩子的发展计划，使家庭成为
儿童康复路上的重要伙伴。

每周，5天时间，萧逸都会参与到
感统训练、言语训练以及社交技能训
练等多样活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的
努力，他不仅学会了与人眼神交流、
理解并回应他人，还逐渐学会了表达
自己的情感需求。

而这些微小的进步，足以令人动
容。

在厦门市仙岳医院儿童青少年
康复训练科，诊疗情况同样鼓舞人
心：

4岁的小影（化名）初诊时会说话
然而答非所问，表达不出日常常用名
词，无法安坐，眼神游离，沉迷于玩弄
自己的手，要坐固定的座位，不遵从
指令，易发脾气哭闹，甚至在地上打
滚。在综合干预下，小影现在能安
坐，注意力集中，情绪平稳，能遵从指
令，轮流等待；能简单对答，拥有简单
看图说话的能力，能进行假想游戏；
能主动开启、回应与他人基本交往的
社交技能，偶尔能辨别玩笑话。这一
切的改变，都得益于医院儿童青少年
康训科以功能康复为核心、以融入社
会为目标的治疗理念，其中，海豚屋

治疗作为物理治疗的一部分，更是发
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海豚屋利用现代数字仿生技术
的超声波治疗方法，通过提取海豚愉
悦时发出的具有治疗功效的声波，激
活受训者处于‘休眠’状态的神经细
胞，从而改善其神经系统的功能和情
绪状态。”厦门市仙岳医院儿童青少年
康复训练科主任张晓阳介绍。

这些有益的探索，证明专业训练
对孤独症儿童的积极影响——能让
孩子们在康复过程中获得帮助，增强
自信，促进全面发展，更能为他们未
来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早期筛查与干预
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关键
我国儿童孤独症患病率高达7%，

多起病于3岁前，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
药物，康复训练成为主要治疗途径。
早期筛查与干预至关重要，6岁前为最
佳治疗期，越早干预效果越显著。

2022 年 8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
《关于印发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
预服务规范(试行)的通知》，明确要求
规范儿童孤独症筛查、诊断、干预康
复服务，提升干预效果，减少精神残
疾发生，促进儿童健康。

筛查，是孤独症诊疗的首要问
题，而且需要专业知识技能的支撑。

邵武市近年来在儿童保健工作
中增设孤独症筛查项目，通过门诊及
乡镇卫生院的初步筛查，将疑似患儿
转诊至邵武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复筛
和诊断。去年7月，该院开设了孤独
症谱系障碍门诊，配备专业团队和设
备，引进先进的康复治疗技术，结合
医康教体系，为患儿提供全方位治
疗。门诊开设虽不足一年，但已对多
名确诊孤独症儿童进行长期治疗，每
期都有三四十名儿童参加感统、语言
能力、前庭本体等训练，现已训练儿
童85名，都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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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诊断的孩子、稀缺
的康复教育资源、难以融入
的普通教育体系、无法预知
的未来……是绝大多数中
国孤独症家庭的真实写照。

这背后，凸显的是孤独
症康复教育这一紧迫而复
杂的问题，亟待全社会共同
关注和解决。

儿童康复师们默默承
受压力，在康复一线，为每
一个孤独症儿童制定个性
化的康复方案，反复研究评
定量表，尝试各种认知方
案，甚至需要无数次地重复
某个动作。他们的付出，往
往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与
回报。

职业前景不明朗、薪资
待遇不具竞争力等问题，都
阻碍着这个行业的健康发
展。

康复机构同样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承
担起社会责任，为孤独症
儿童提供优质的康复服
务，但同时又必须应对生
存与发展的压力，双重压
力使得许多机构在推动康
复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步履
维艰。

记者在采访中有着深
刻 的 感 受 —— 在 许 多 地
区，儿童康复行业已经开
始探寻并找到了突破和发
展的有效途径。

比如，完善儿童康复
的政策体系，教育机构加
强与康复机构的合作，培
养专业人才，输送更多优
秀的康复师。

在医疗资源匮乏地区，
打破地域限制，推动远程康
复服务的发展，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如物联网、人工智
能和虚拟现实技术，开发智
能辅助工具，如智能步态分
析系统、虚拟现实康复训练
等，提升康复效果，减轻家
庭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这些
将为儿童康复带来革命性
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