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4月 2日是第 18个
世界孤独症日，壹基金蓝色行动

连续第十四年启动，以“有爱无

碍的社区，自主自在的生活”为

核心主张，联合 50余家企业、媒
体及互联网平台，430 余家社会
组织、爱心团体，壹基金“海洋天

堂”计划爱心大使杨幂等 100余
位公众人物共同倡导，旨在推动

社会认知与接纳，减少偏见与障

碍，呼吁社会各界共同为孤独症

群体营造包容、友好的社区环

境，支持他们实现平等参与和自

主生活。

自 2011年发起“海洋天堂”
计划以来，壹基金始终关注孤独

症等心智障碍群体的福祉。截至

2024年年底，项目已携手全国超
605家社会组织为心智障碍群体
提供康复训练，为罕见病群体提

供药费辅具支持，为家庭照料者

赋能；同时开展大龄社区融合、

就业技能培训、校园融合、转衔

教育服务等活动，累计支持超过

82.57 万人次特殊需要人士，惠

及 109.29万家庭照料者。
2025年，壹基金“海洋天堂”

计划项目升级，目前重点开展的

工作包括五个方向：心智障碍儿

童行为训练及家庭养育赋能；青

少年、成年心智障碍人士社区自

主生活支持；社区家庭支援中心

支持；蓝色行动公众倡导活动开

展；康复服务机构、家长组织等

能力建设。通过这些举措，壹基

金努力为孤独症人士及其家庭

构建深度支持体系。

2025 年壹基金蓝色行动携
手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社会组

织（公益机构）、媒体、孤独症人

士及家庭照料者，推动社区管

理、楼宇物业、学校、医院等公共

场景里的社区居民共同行动起

来，为全年龄段的孤独症人士及

其家庭营造无障碍的社区支持

环境，助力孤独症群体参与和融

入自主自在的社区生活。

为全年龄段的孤独症人士

及其家庭营造无障碍的社区支

持环境，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

2025年壹基金蓝色行动期间，壹
基金联合腾讯公益、字节跳动公

益、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益、

哔哩哔哩公益、微博公益、小米

公益等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

台，邀请平台爱心网

友和用户共同参与

公益倡导；联合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等

爱心伙伴，共同支持

孤独症议题倡导。

壹基金还将联

合多家行业伙伴共

同发起“有爱无碍的

社区 自主自在的

生活”世界孤独症关

注日议题公益节，通

过答题、佩戴小红花

微信状态、发布倡导

视频等方式与爱心

公众互动，联合爱心

企业共同倡导，营造

无障碍的社区支持

环境。同时，壹基金、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和中国精神残疾人亲友协会

联合发起的数字助力孤独症孩

子社区融合项目，在河北、广东、

四川、云南四省同期开展。

据悉，自 2012 年发起至

2024年年底，壹基金蓝色行动已
累计联合全国 730 余家社会组
织，覆盖 262 个城市，通过数千
场线上线下活动推动公众对孤

独症群体的认知。 渊皮磊冤

冶

2025年 4月 2日是第十八个“世界孤独症日”。孤独症也被称为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

障碍，主要特征表现为社交交流和社交互动障碍、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患

有孤独症的孩子无法与他人建立或维系情感关系，如星星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段距离，因此

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对于孤独症，大众有哪些认识误区？如何尽早识别与干预孤独症？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

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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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认知误区 早发现早干预

用爱照亮野星星的孩子冶

树立对孤独症的正确认知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

卫生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黄颐

看来，孤独症并不是一种单一状

态，而是一个谱系障碍。这意味

着每个孤独症孩子的表现不尽

相同，有的孩子可能症状较轻，

能够正常上学、独立生活，有的

则需要更多帮助。

“孤独症并不罕见，患者也

非拒绝社交，而是存在社交模式

异常。”黄颐举例道，10岁女孩敏
敏总在角落玩手指，但当老师用

她喜欢的恐龙玩具互动时，她也

会主动交流。部分患者会通过特

殊方式表达需求，如拉着别人的

手去拿物品，或对感兴趣的话题

表现出强烈分享欲。她认为，经

过社交训练、通过兴趣引导建立

沟通，孤独症患者能主动发起简

单对话。

需要注意的是，孤独症并不

是由父母的教养方式造成的，而

是先天遗传易感性和后天环境

触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遗

传因素占 70%至 95%。

药物是否可以治愈孤独症？

黄颐说，针对核心社交障碍尚无

特效药，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仍

是社交技能的干预训练和个性

化教育。

黄颐认为，孤独症是人类神

经发育的自然差异，从基因研究

到包容教育，我们需要构建的不

是“治愈框架”，而是为不同神经

类型的人提供支持网络。

很多家长对孤独症典型症

状有一定认知，却容易忽视一些

轻度症状，以为孩子能说话、可

以表达需求就没有太大问题。实

际上，孤独症患者社交障碍程

度、刻板重复程度、语言能力和

认知水平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很

大。上海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

主任王瑜介绍，“孤独症患者更

像是被一个‘罩子’包裹着，有人

完全和世界隔绝，有的‘罩子’上

有孔洞，可以与外界简单互动或

是单向输出。”

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

王瑜介绍，注重早期筛查、

评估、诊断，早期开展社交、语

言、认知及感知觉等干预、康复

训练，有利于促进孤独症儿童的

社会融入，提升其生活自理能

力。

5岁的善善是一名轻度自闭
的孩子。2岁多上早教班时，老师
就反映他不爱说话，有什么要求

都只会拉着老师指指点点，和小

朋友的日常社交也有障碍。“我

们以为他只是顽皮，后来做了测

试才知道，他有孤独症倾向。”善

善妈妈说。

善善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及

其他社会机构接受了一年多的

康复治疗，最初每周五次，每次

上三节课。因为评估结果越来越

好，干预次数已减到每周两至三

次。如今，善善在一家普通公办

幼儿园就读，老师会告诉其他小

朋友：“善善和大家有点不一样，

对待善善要像对待弟弟一样，遇

到冲突时可以找老师，由老师来

纠正他。”因为康复训练效果良

好，今年下半年，善善将进入家

门口的公办小学随班就读。

“对孤独症患者一定要早

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王瑜

说，如果能在大脑发育还没有

完全定型的关键期进行抢救性

干预训练，就可以减轻障碍程

度，为患儿建立明确的社会意

识、规则意识，从而帮助他们更

好地融入社会。

孤独症的预后取决于患者

的严重程度、智力水平以及教育

和治疗干预的时机和程度。患者

的智力水平越高、干预年龄越

小、训练程度越强，效果越好，国

内外已有不少通过教育和训练

使患者基本恢复正常的报告或

者病例。

孤独症儿童的干预训练，核

心内容是提高社会沟通交往的

能力、降低刻板重复的行为模

式，千万不能事事替孩子想、替

孩子办。

构建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

近年来，为帮助孤独症患者

更好融入社会，各地各部门协同

合作，加快构建儿童神经发育障

碍全链条健康服务体系。

周日一早，山东省潍坊市妇

幼保健院沙盘游戏室内，6岁半的
欣欣正与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张同

清玩沙盘游戏。在张同清引导下，

欣欣在沙盘上演示去动物园看小

动物，室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第一次见到欣欣的时候，

她目光不对视，呼名不反应。”张

同清清晰地记得欣欣初次就诊

时，没有语言表达，情绪不稳定，

令人十分担忧。

欣欣两岁多的时候，对父母

的注视和呼唤反应较为迟钝。潍

坊市昌乐县五图镇卫生院工作

人员在初筛时发现欣欣的异常，

立即将其转到昌乐县妇幼保健

院进行了复筛，又转到潍坊市妇

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通过标准

化的筛查工具和评估方法，欣欣

被确诊为孤独症。

2022年以来，潍坊在全市推
广实施 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
干预项目试点工作。目前，全市

各镇街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部具备开展孤独症、智力

发育迟缓等神经发育障碍的初

步筛查能力。

在母亲刘雯陪伴下，欣欣开

始康复训练。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组建由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

科、心理科、营养科等多学科专

家组成的诊疗团队，为欣欣制定

个性化治疗干预方案。张同清和

同事们从一对一的密集训练、听

觉统合训练开始，逐渐让欣欣融

入小组课的训练、感觉统合训练

等综合康复训练。6个月后，孩子
情绪不稳定的频率慢慢减少，开

始有模仿、听指令的意识。经过

近一年半的康复训练，欣欣可以

进行基本的交流。

刘雯给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一有时

间，她就会参加医院组织的家长

培训。去年以来，潍坊市妇幼保

健院开展家长培训 15次，吸引
2000余人次参与，帮助家长了解
孤独症及其共患病的相关知识，

有效提升儿童社交、认知、理解、

情绪调节与行为管理能力。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2025世界孤独症日：

壹基金蓝色行动助力孤独症群体融入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