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閉症

隨着市民對SEN（特殊教育需要）的認識加
深，相信大部分人對自閉症（Autism）等已有一
定的概念，至於亞氏保加症（Asperger
Disorder），近年亦受到較多關注。然
而，兩者有什麼分別？趁着4月2日是
「世界自閉症日」，邀請了精神科專
科醫生張漢奇分享兩者的不同，並向家長
教路幫助及照顧自閉症患者的方法。

■行為：當他們開心或激動的時候，會做出
一些沒意義的重複動作，如轉圈、拍手、搖
晃身體等。

■性情：倔強固執，對人對事有誇張的情緒
反應。

■官能：相對敏感，例如容易被巨響或刺耳
的聲音驚嚇，不易適應人多嘈雜的環境。

■感官：對過冷、過熱的溫度，太硬、太軟的
食物，也會有異常的感官反應。

自閉症小孩特點

靠後天訓練
張漢奇表示，自閉症

其實是一種發展的
障 礙 ， 現 在 一 般 叫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自閉症譜系障礙、簡稱

ASD）。它與亞氏保加症等發展
障礙問題都屬於ASD，大概每
1,000人之中便有一個人會有
ASD，即發病機會太約是
0.1%。
香港每年有數萬名嬰兒出

生，當中數十名可能患有ASD，
成因是什麼呢？現時只知道主要
和遺傳、家族傾向等有關，
很多時小朋友出生後不久，
剛學走路，或剛學習說話時，
已經會有跡象顯示出來。原因是
自閉症是一種發展遲緩，例如大

部分小朋友十個月左右開始會叫爸
爸、媽媽，但自閉症小朋友的語言能
力發展較差，所以一定會比較慢。

而在ASD之中，自閉症的症狀
一般較為嚴重。張漢奇指出，自閉
症小朋友一般會有相對狹隘的興
趣，對特定事物的喜愛相對持久，
比如會長時間沉迷同一件玩具。他
們的社交和人際相處亦缺乏互動

性，偏於單
向地自說自
話，甚至會
「鸚鵡學舌」
般重複別人句子，此外
還經常混淆你、我、他
等代名詞。
除語言外，小朋友

的非語言溝通也有困難，例如欠缺眼
神接觸和面部表情，不懂得分辨別人
「眉頭眼額」之類的社交暗示，也不
擅長運用手指指向這類肢體動作來表
達自己的需要、意慾。

亞氏保加症 高功能自閉症

至於同屬ASD的亞氏保加症，
張漢奇這樣演繹說：「亞氏保加症可
謂『高功能的自閉症』，患者未必有
智能障礙，甚至智商偏高，亦沒有語
言發展遲緩等問題。但患者仍會有一
系列ASD的特徵，例如刻板的興趣
和行為模式，也會有社交上的困難，
例如詞不達意，自我中心、不合群，

亦難以理解一些人際關係上的潛規
則。」
治療方面，ASD並沒有任何針對

性的藥物，所以最重要的是後天訓
練，包括言語治療、社交技巧訓練
等，學習溝通、與人相處等，視個別
小朋友需要而使用。「但藥物在某些
方面也會有幫助，例如若自閉症小朋
友同時有過度活躍症，比較暴躁，經
常發脾氣，自我傷害等等，或者情感
溝通方面有問題，都可以借助藥物減
輕，令他們在行為和學習方面可以有
改善。」張漢奇補充說。

■提醒孩子說話看人：自閉童的眼神接觸不佳，因
此家長需要多加提醒孩子說話要看人。

■適當「配音」協助說話：這些孩子往往說話不完
整，醫學上稱為語用困難。必要時可為孩子「配
音」，協助孩子說適當的話，可避免孩子接連的
挫折或生氣情緒。

■事物改變提前預告：自閉兒較難接受非預期的突
發狀況，甚至會因此大發脾氣或哭鬧。因此若生
活中有新事物的變動，要提前跟孩子說明，可有
效避免孩子無故的發脾氣，建立孩子的秩序感。

■製造機會溝通表達：自閉童不習慣使
用語言表達自身需求，因此，不要輕
易讓孩子太容易獲得他們想要的玩具

或食物，讓孩子「看得到卻
吃/玩不到」，然後協助孩子
「用說的」或是「適當
的手勢」表達需求。

■希望大家對自閉症
明白多些，了解更多，知道這是一
個什麼問題，父母對自閉症的孩子
就會有較合理的期望，亦不會有太
多不必要的擔憂。

■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自閉症患者，已經過多
年訓練，其實從簡單的接觸中已經很難察
覺他患有自閉症，可見長久的訓練是非常
有用的，希望政府多投放資源在這方面。

■因為不少家長帶着患有自閉症的小孩子覆
診，但要排很久才可以見到醫生一次，而
且見到醫生亦未必能夠幫到太多，因為自
閉症是一個整體的發展遲緩問題，需要各
種行為訓練配合才會見效。

協助孩子 家長錦囊

張漢奇表示，臨床
上見到很多自閉症
小朋友的家長
都很氣餒，因
為很多時他們付出
努力照顧小朋友，
但換回來的不成正
比。因此他呼籲家
長：

家長勿氣餒
付出不成正比

■

孩
子
喜
歡
玩
玩
具
。

■家長可引導孩
子表達所想。

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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