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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儿童动作协调问题在 20 世纪初就

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不同研究者采

用不同的名称。Orton[1 ]和 Gubbay[2 ]把这

些儿童称为“笨拙的”, 他们有正常的

智力 , 但动作技能存在障碍。Ayres[3 ]把

某些学习障碍儿童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笨

拙称为发展性失用症。她认为这种障碍

是动作计划和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感

觉统合失调。Dewey[4 ] 提出发展性失用

症是“姿势操作障碍”。它导致象征性

姿势 (有意义的动作姿势 , 如再见) 、

非象征性姿势 (无意义的动作姿势 , 如

模仿) 和姿势序列 (姿势组合以完成一

系列动作) 障碍。近年来 , 研究中经常

引用的定义来自 ICD - 10[5 ] 和 DSM -

IV[6 ] 。

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 ICD - 10 中称

动作协调障碍为“动作功能的特殊发展

障碍”, 具体内容是 : 儿童在精细和粗

大动作任务中动作协调显著落后于他/

她的年龄和一般智力所预期的水平 ; 最

好以个别施测的标准化的精细和粗大动

作协调测验评估 ; 这种在协调上的困难

应该在发展早期表现出来 (即 , 不是获

得性障碍) ; 动作笨拙通常与某种程度

的时空认知任务成绩损伤有关。美国精

神病学会的 DSM - IV 把发展性协调障碍

定义为“发展协调失衡”, 这种障碍可

由以下五个特征诊断出来 : 肌肉协调的

发展有明显的障碍 ; 这种障碍的确影响

了患者的学习和日常生活 ; 协调困难并

非源自一般的医学上的原因 , 如“大脑

性瘫痪”, “偏瘫”或者“肌肉性失养

症”: 非扩散性的发展障碍 ; 如果患者

同时有多种发展性迟缓 , 将会出现更多

的肌动困难。

上述不同名称和定义强调了发展性

动作障碍的不同方面 , “笨拙儿童”从

外显特征上进行描述 , 更多地应用在临

床实践中。“发展性失用症”、“感觉统

合失调”和“发展性协调障碍”更侧重

障碍的内在机制。“发展性失用症”还

有与“获得性失用症”对比的意义 , 并

强调“动作计划”与“动作执行”的区

分。据 Geuze 等人[7 ]对 1980 - 1999 年间

发表的 176 篇文章的统计 , 使用“笨

拙”术语的占 41 % , 其次是“发展性协

调障碍”, 占 26 % , 感觉统合失调占

18 % , 发展性失用症占 6 % , 其他术语

(如 , 最小脑损伤 , 轻微神经异常等)

占 10 %。从 1994 年开始 , 大多数研究

使用“发展性协调障碍”一词。本文采

用这一术语。

研究显示 , 在整个儿童群体中发展

性协调障碍的发生比率为 5 - 10 %[8 ] ,

其中 70 %是男孩。Sudgen 和 Wann[9 ] 提

出 30 %的学习障碍儿童和 5 %的学习正

常儿童有动作问题。这些儿童通常有以

下行为表现 : 知觉和空间意识差、组织

和表达困难、动作计划及精细与粗大动

作控制困难、行为笨拙、身体意识和姿

势稳定性差。发展性协调障碍对儿童的

日常生活和学业成就造成极大的影响 ,

不仅持续到成年期 , 而且可能引起继发

性的心理问题。

2 　发展性协调障碍的理论问题

本节主要总结研究者对发展性协调

障碍的机制、亚类型及性质的研究及其

观点。这些研究和观点将有助于我们深

入理解发展性协调障碍的产生机制 , 发

展性协调障碍的异质性特点 , 发展性协

调障碍是发展不成熟还是发展的变异。

211 　发展性协调障碍的机制

关于发展性协调障碍产生机制的观

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 符号化障碍 ;

感觉整合障碍 ; 空间定向障碍和感知动

作障碍。

符号化障碍指姿势、动作的概念化

表征过程存在障碍。持这种观点的研究

者[10 ,11 ]认为发展性协调障碍儿童表现出

的动作失用错误是由于动作姿势的抽象

表征受损。如 , 在失用症中发生频率很

高的“身体部分作为客体 (body - part -

as - object)”或者顺序混乱可能是姿势

表征障碍导致的动作模式。Bates 等

人[12 ]认为在姿势和言语交流中有共同

的符号系统。Kaplan[11 ] 提出“符号化”

是语言和姿势活动的共同内在特征。姿

势表征和语言功能都包含大量的符号性

行为。所以 , 如果符号化的能力受损 ,

语言功能和运用技能的发展都将受到阻

碍。

关于儿童姿势发展、语言技能和一

般认知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为发展性失

用症包括语言概念性缺损的观点提供了

支持。在对 9 - 13 个月婴儿的研究中 ,

Bates[12 ]发现姿势测验成绩 (如给、出

示、交流等) 与语言理解成绩呈现相

关。Lennox 等人[13 ]也发现在 4 - 6 岁正

常儿童和学习障碍儿童中姿势理解和语

言理解存在中等相关。对语言障碍儿童

姿势发展的调查发现这些儿童在姿势成

绩上表现出明显的障碍[14 ] 。Thal 等

人[15 ]也报告词汇技能开始迟误的儿童

比同年龄控制组儿童在姿势产生任务上

做的更差。Dewey 和 Kaplan[16 ]报告在发

展性动作障碍儿童中 , 那些表现出最大

运用障碍的儿童在接受性语言技能上也

表现出最大的障碍。

感觉整合障碍观点由 Ayres[3 ]提出。

这个观点来源于几个触觉测验与动作计

划测验间的因素分析研究。Ayres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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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计划包括动作图式的形成 , 动作图

式由感觉意识发展 , 感觉意识起于触觉

系统。如果触觉系统受到干扰 , 从皮肤

来的感觉输入将受到阻碍 , 因而干扰了

动作图式的正常发展 , 进而影响了儿童

动作计划能力的发展。

空间定向障碍最初用来描述获得性

失用症[7 ] 。其证据是失用症病人使用物

体时 (如 , 铅笔) 经常方向错误 , 或者

空间位置错误 (铅笔倒置 , 或者写在纸

的边缘) 。Dewey[18 ]提出儿童中的姿势障

碍可能是动作的时间控制、力量控制、

空间组织上存在障碍的结果。她发现在

肢体姿势操作中发展性失用症儿童比正

常控制组表现出显著更多的行为和运动

错误。Wilson 和 Mckenzie[19 ]对 50 个研究

中发展性协调障碍的信息加工特点进行

了元分析 , 发现发展性协调障碍儿童在

动觉、跨通道知觉和复杂的视觉 - 空间

知觉上存在严重障碍 , 其中视空知觉障

碍效应最大。

动作和感知一动作障碍是发展性协

调障碍的另一个影响因素[4 ] 。它可能以

两种方式影响协调或者姿势技能。一种

是动作和感知一动作发展问题导致姿势

操作观念的异常 , 从而导致发展性失用

症[10 ] 。另一种是感知一动作障碍没有干

扰姿势观念的发展 , 但导致姿势操作行

为笨拙。Dewey 和 Kaplan[16 ]发现动作障

碍儿童中有严重感知一动作技能障碍的

儿童更可能有运用技能障碍。运用是一

种习得技能 , 它的获得可能依赖于低层

次功能如感知一动作技能的正常发展。

早期感知一动作功能的获得受损可能导

致运用功能发展不完全[10 ] 。

不同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发现发展性

协调障碍中有动作观念形成、感觉整

合、视空定位及感知 - 动作技能障碍。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上述几种障碍形

式是发展性协调障碍的成分、表现 , 还

是发展性协调障碍的原因 ? 另外它们之

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212 　发展性协调障碍的亚类型

发展性协调障碍个体从障碍的严重

程度到障碍模式上都存在极大的个体差

异性。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发展性

协调障碍是一个异质群体 , 因此致力于

鉴定不同的亚类型。在鉴别亚类型过程

中 , 一种取向是借鉴获得性失用症的分

类方法。

观念和观念运动型失用症是文献中

描述的两种主要获得性失用症。观念失

用的特征是姿势的单个成分操作正确 ,

单个成分之间的逻辑顺序受损。原因在

于动作的观念或计划消失。观念运动型

失用症的特征是单个姿势的操作受损 ,

动作的一般计划保持完好。病人能够说

出怎样执行任务 , 但不能进行单个动作

操作。Roy[20 ] 提出“计划失用症”和

“执行失用症”两种类型。他将计划失

用症迸一步分为初级和次级。在初级计

划失用症中 , 病人丧失了动作序列化和

计划的能力。次级计划失用症也导致动

作序列化受损。但是这种障碍不是由于

不能计划 , 而是由于传送到负责计划区

域的空间信息存在障碍 , 导致计划性动

作行为的操作受到干扰。在执行失用症

中 , 病人保留了对动作序列的计划能

力 , 但不能用紧凑的动作模式执行计划

好的行动。

Cermak[21 ]Roy[20 ]对成人失用症的上

述分类应用到发展性失用症上。她注意

到临床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区分动作计划

障碍儿童和动作协调或执行障碍的儿

童。前者在组织和计划中存在障碍 , 后

者能够计划达到任务的途径 , 但在执行

过程中表现的非常笨拙。对“笨拙”儿

童的研究发现很多儿童有视知觉问题。

Cermak[21 ]认为这个发现为儿童中可能存

在次级计划失用症提供了证据。具体而

言 , 视知觉问题可能干扰了儿童对知觉

信息的接收 , 从而干扰了计划性动作行

为的操作。ICD - 9 用失用症和笨拙分别

指代动作计划障碍和动作执行障碍。

Dewey[22 ]鉴别儿童中是否存在动作

计划 (如 , 动作序列化) 或特定的动作

技能执行 (如 , 不协调 , 不平衡) 的亚

类型。结果发现了四个组群 : 一组是在

所有动作技能领域均有严重障碍 , 第二

组在平衡、协调和接物姿势上有困难 ,

第二组在动作序列化上存在困难 , 第四

组没有表现出任何动作障碍。第一组反

映了有些儿童表现出动作能力的普遍受

损。第二组在测量动作执行 (如 , 平

衡 , 协调) 的任务上表现出障碍。动作

计划能力通过动作序列化任务测验证明

是完好无损的。他们表现出的姿势缺陷

由于单个姿势的协调和执行问题导致 ,

而非动作计划问题。这种模式与 Roy[20 ]

提出的执行性失用症思想一致。第二组

在测量动作计划的任务上表现出障碍

(如动作序列) 。但是 , 他们在单个姿势

上没有困难。这种形式与 Roy 的初级计

划失用症和文献中成人的观念失用症一

致 , 他们在单个姿势的执行上完好无

损 , 在行动和姿势的序列加工上严重受

损。

除了上述沿袭获得性失用症分类方

法 , 研究者也试图从其他角度对发展性

协调障碍进行分类。有二个研究[23 - 25 ]

都发现学龄期协调障碍儿童在静态和动

态平衡成绩上存在分离。有的儿童平衡

能力比跑和抓握任务成绩好 , 有的儿童

平衡能力显著差于其他运动任务。

Geuze 等人[7 ] 对 1980 - 1999 年间发

表的 176 篇文章的统计 , 其中 9 个研究

找寻亚类型 , 这 9 个研究针对的是动作

领域之内的不同症状 , 如发展性协调障

碍儿童有正常视知觉和差的动觉和静态

平衡 , 或者有正常的动觉意识和差的动

作执行问题。尚未有研究运用聚类分析

研究动作障碍与其他障碍 (如 , 阅读障

碍、语言障碍、注意障碍) 同现的亚类

型。

鉴别发展性协调障碍的亚类型有助

于加深对其产生机制的理解和在研究中

选择同质的被试 , 同时有利于制订针对

性的评估和训练方案。

213 　发展性协调障碍的性质

发展性协调障碍研究需要回答的另

一个理论问题是 , 这种障碍是发展不成

熟 , 还是长期的发展变异。

有些追踪研究证明发展性协调障碍

是长期的发展变异。Knuckey 和 Gub2
bay[26 ]发表了第一篇为期 8 年的追踪研

究 , 对被试在一系列精细和粗大动作任

务上的再测显示笨拙儿童组在动作上始

终落后。Losse[27 ]报告了对 17 个笨拙儿

童的 l0 年追踪结果。儿童跟踪的起始年

龄是 5 - 7 岁。研究还匹配了 17 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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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动作测验 , Dewey[4 ] 还主张测

验中应该包括神经心理学测验 , 如动

作 , 视动 , 视知觉和语言认知测验。作

者认为这些将有助于理解障碍的内在机

制。

其次 , 儿童在动作协调测验上的成

绩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认为是发展性协调

障碍 ? ICD - 10 规定儿童在精细和粗大

动作测验上的成绩低于年龄常模两个标

准差便可认定为发展性协调障碍。但目

前并没有大范围测验确定的年龄常模可

资参照。Geuze 等人[7 ]在分析了 ICD - 10

和 DSM - lV 对发展性协调障碍的定义后

提出 , 在研究和临床中应该遵循 ICD -

l0 和 DSM - lV 提出的定性标准 , 同时也

应该有定量标准。作者提出发展性协调

障碍的诊断标准需要在包含精细和粗大

动作的标准化测验 (目前最常用的是

movement ABC) 上成绩落在低端 15 %

(临床实践中) 和 5 % (研究中) , 智商

测验分数不低于 70。

5 　小结

发展性协调障碍是一种发展性障

碍 , 通常被认为是大脑不成熟导致信息

不能正常传递或不能完全传递。据估计

可能源于胎儿期生长发育环境的不良干

扰 , 导致这些儿童缺乏动作协调功能正

常发展的内在神经基础。Volman 和

Geuze[35 ]提出小脑障碍可能是发展性协

调障碍时间控制障碍的原因 , 他们在韵

律任务上成绩很差。Kooistra 与同事[36 ]

参加了对甲状腺机能减退儿童的追踪研

究。很多有甲状腺机能减退病的儿童尽

管接受了早期治疗依然比没有受到影响

的同伴更笨拙。新生儿缺少甲状腺荷尔

蒙影响大脑各个方面的成长 , 尤其是小

脑。Kooistra 完成的研究表明至少部分儿

童的动作障碍与小脑障碍有关。早期的

研究通常难以鉴别出发展性协调障碍的

确切损伤模式及部位。研究者使用 CT

扫描发现协调障碍儿童的大脑有很高的

异常发生率 , 却无法找到具体的损伤模

式[37 ] , 目前或许可以利用脑成像技术从

功能激活的角度探讨发展性协调障碍的

神经基础。

探讨发展性协调障碍的发生机制和

神经基础 , 澄清其理论问题 , 发展适当

的测验和鉴别程序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从理论上讲 , 有利于认识发

展性协调障碍与其他发展性障碍 (如语

言障碍、自闭症、阅读障碍和注意缺失

多动症) 之间的关系 , 有利于认识大脑

发育与认知和行为发展之间的关系 , 对

于建立认知和动作发展的一般性理论具

有重要启发意义 ; 从实践上 , 有助于早

期发现和鉴别发展性协调障碍儿童 , 采

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法 , 防止这种障碍

对儿童的生活与学业产生弥散性的不良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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