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2

小儿抽动症研究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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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小儿抽动症概述

小儿抽动症概述

小儿抽动症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运动和声音的不

自主抽动，以及持续时间较短的抑制抑制障碍。该疾病常在儿童时期

首次出现，并且在青春期后可能会有所改善。小儿抽动症对患儿的社

交功能和学习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对患儿及家庭造成较大的心理和社

会压力。

一、临床表现

小儿抽动症的主要特征是不自主的抽动运动和声音，通常会伴随着主

观上的紧张感。抽动分为两类：运动性抽动和声音性抽动。常见的运

动性抽动包括眨眼、噘嘴、点头、颈部扭动等；声音性抽动则包括喉

部清嗓、咳嗽、喉咙咕噜声等。这些抽动往往会引起患儿的不适和困

扰，同时可能对日常生活造成干扰。

二、病因

小儿抽动症的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遗传因素在其发病机制中起

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有家族史的儿童患上抽动症的风险明显增加。

此外，神经化学途径的异常和环境因素也可能与该病发生相关。

三、诊断标准

小儿抽动症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和病史。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

十版(ICD-10)》，小儿抽动症的诊断标准为：1）存在多种运动性和声

音性抽动，2）抽动至少持续一年，3）在此期间未曾有持续两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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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无抽动期，4）起病年龄在 18岁以下，5）抽动不是由药物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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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质诱发的，6）抽动导致明显社交或学业功能障碍。临床医

生需要通过仔细观察和询问病史，排除其他可能导致抽动的疾病，确

保准确诊断。

四、治疗方法

小儿抽动症的治疗通常是综合性的，包括行为疗法、药物治疗以及相

关的支持性治疗。行为疗法主要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和行为训练，以帮

助患儿学会控制和减少抽动。药物治疗可以采用多种药物，如抗精神

病药物、抗抑郁药和中枢神经系统兴奋药，但需谨慎使用，避免副作

用。在治疗过程中，家庭支持和教育也很重要，帮助患儿和家人应对

心理和社会压力。

五、预后

小儿抽动症的预后通常是比较良好的。一些患儿在青春期后抽动症状

可能会减轻或消失，但也有一部分患者症状可能会持续到成年。随着

年龄增长和抽动症状减轻，患儿的社交功能和学习表现通常会有所改

善。

六、预防

目前尚无明确的方法可以预防小儿抽动症的发生。然而，家长可以关

注儿童的行为和情绪变化，及时就医并咨询专业医生。对于有家族史

的儿童，应密切监测其发展，早期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小儿抽动症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不自

主的运动和声音抽动，可能对患儿的社交功能和学习表现产生负面影

响。其病因复杂，遗传因素和神经化学途径异常可能与其发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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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和病史，并排除其他可能导致抽动的疾病。

治疗方面，综合性治疗包括行为疗法、药物治疗和家庭支持。预后一

般较好，部分患儿在青春期后可能会有所改善。尚无明确的预防方法，

但早期关注和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对于小儿抽动症的研究和认

识仍在不断深入，希望通过更多的科学研究和临床

第二部分 小儿抽动症的病因分析

小儿抽动症的病因分析

小儿抽动症（Pediatric Tic Disorder），又称为儿童时期抽动障碍，

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不自主的、反复出现的

动作和声音，称为抽动（tics）。抽动症的病因非常复杂，包括遗传

因素、环境因素以及神经生物学的异常变化。本文将对小儿抽动症的

病因进行详细分析。

遗传因素：

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小儿抽动症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家族聚集

现象常常见于患有抽动症的儿童，这表明抽动症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

孪生研究显示，一卵双生子中，如果其中一位患有抽动症，另一位也

可能有患病的风险。同时，基因关联研究已经发现一些与抽动症相关

的基因变异，特别是涉及神经递质信号传导的基因。

神经生物学异常：

抽动症的病因与神经生物学异常密切相关。多巴胺是神经递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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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调节运动和行为。抽动症可能与多巴胺的功

能异常有关，可能是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过度活跃或多巴胺受体的敏感

性增加。此外，谷氨酸、γ-氨基丁酸（GABA）等神经递质也可能与

抽动症的发病有关。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在小儿抽动症的病因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一些研究发现，母

亲在怀孕期间暴露于特定的环境因素，如毒物、感染或药物，可能增

加儿童抽动症的风险。此外，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面临的生活压

力、学业压力、家庭环境等也可能影响抽动症的表现。

神经发育异常：

小儿抽动症可能与神经发育异常有关。大脑的发育是一个复杂而精密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突触的形成、调节和消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研究发现，抽动症患者的大脑可能存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异常，

包括神经元连接异常、脑区体积变化等。这些异常可能导致神经回路

的不平衡，从而引发抽动症状的出现。

自身免疫因素：

近年来的研究也提出了自身免疫因素在抽动症发病中的可能作用。有

研究发现，抽动症患者体内可能存在自身抗体，这些抗体可能攻击神

经元或神经受体，干扰神经递质的正常传递。然而，这方面的证据仍

然有限，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合而言，小儿抽动症的病因是多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

神经生物学异常、环境因素、神经发育异常以及自身免疫因素等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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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抽动症的发病过程。然而，目前对于抽动

症病因的理解仍然有限，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深入探讨这一领域，

以便为临床治疗和干预提供更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总结起来，小儿抽动症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病因涉及遗传因

素、神经生物学异常、环境因素、神经发育异常以及自身免疫因素等

多个方面。对于小儿抽动症的病因研究仍处于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也

为更好地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和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出了挑战。

因此，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展更加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以期为患儿

提供更好的临床护理和干预策略。

第三部分 小儿抽动症的主要症状及临床表现

小儿抽动症，又称为儿童期多动症，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

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多种不自主运动和声音发声，症状多在儿童期开

始出现，通常会持续数月至数年。该疾病在医学领域被广泛研究，其

确切病因尚不明确，但可能与遗传、环境和神经生物学因素有关。

小儿抽动症的主要症状和临床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运动性症状：

小儿抽动症最典型的症状为不自主的运动，主要包括眨眼、耸肩、张

嘴、摇头、抬脚等。这些运动常常是突然发生、短暂而快速的，有时

候可能会呈现节律性。抽动症的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不同

类型的抽动可能交替出现。



 7 / 12

声音性症状：

除了运动性症状，小儿抽动症患者还常常出现声音性症状，即不自主

的声音发声。这些声音可以是喉咙的嗯哼声、喉结的咳嗽声、舌头的

吧嗒声等，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复杂的咕哝和词语重复。

抑制困难：

小儿抽动症患者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出现抑制困难，难以控制自己的

抽动行为。例如，当患者处于紧张、焦虑或兴奋状态时，抽动症状可

能会变得更加显著，而在放松状态下可能减轻。

症状波动性：

小儿抽动症症状呈波动性表现，即在不同时间段内，症状的强度和种

类可能会发生变化。有时候症状可能会减轻或消失，而在其他时候可

能会加重。

并发症：

长期持续的小儿抽动症可能会导致一些并发症，如焦虑症、抑郁症、

学习困难等。这些并发症可能会对患儿的生活和学习造成影响。

社交问题：

小儿抽动症患者可能因为抽动症状而在社交场合中感到尴尬和不自

在。症状的存在可能导致他人对患者的误解和歧视，进而影响患者的

自尊心和社交能力。

临床诊断小儿抽动症主要依据患者的症状表现和详细的病史询问，排

除其他可能的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小儿抽动症通常采取综合治疗策略，

包括药物治疗、心理行为疗法和支持性疗法。药物治疗主要使用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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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药物和肌肉松弛剂，以减轻抽动症状的严重程度。心理行为

疗法则帮助患者学会自我控制和应对症状，改善社交能力和情绪管理。

支持性疗法则包括家庭支持和学校支持，以帮助患者更好地适应日常

生活。

总体而言，小儿抽动症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临床表

现多样化且症状波动性较强。早期诊断和综合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预后至关重要。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小儿抽动症的治

疗应该因人而异，因此专业医生的个体化治疗建议和指导在疾病管理

中十分必要。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关

于小儿抽动症病因和治疗的深入认识和突破。

第四部分 小儿抽动症的发展趋势分析

小儿抽动症的发展趋势分析

摘要：

小儿抽动症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为突发性、无目

的性的抽动动作和声音。本文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文献和数据进行综合

分析，探讨小儿抽动症的发展趋势。文章主要从小儿抽动症的流行病

学数据、病因学、诊断与治疗以及社会关注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未

来，随着科技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儿抽动症的诊断与治疗将更

加精准，同时，社会对于小儿抽动症的关注和认识也将逐渐增加。

小儿抽动症的流行病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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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抽动症是一种多发病，影响范围广泛。据现有流行病学数据

显示，小儿抽动症在全球范围内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尽管该疾病男

女性别间患病率差异不大，但男孩患病率略高于女孩。此外，小儿抽

动症在儿童期的患病率相对较高，在青少年时期可能会自行减轻或消

失。然而，一部分患者可能在成年后继续存在症状。

小儿抽动症的病因学

小儿抽动症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研究表明其发病可能涉及遗传、

环境因素以及神经生物化学异常等多种因素。家族史是小儿抽动症的

高危因素，具有家族史的患儿更容易患病。此外，环境因素如感染、

损伤或早产等也可能增加小儿抽动症的风险。未来的研究将更加关注

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进一步揭示小儿抽动症的病因学机制。

小儿抽动症的诊断与治疗

小儿抽动症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和详细的病史询问。典型的症状

包括眨眼、面部扭曲、头部抽动、肩部耸动以及喉部发声等。然而，

与其他运动障碍的鉴别可能较为复杂，因此诊断时需排除其他疾病。

近年来，医学影像技术如脑部 MRI扫描的应用有望在帮助诊断小儿抽

动症时起到积极作用。

至于治疗，小儿抽动症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对于轻度症状的患者，通

常不需要特殊治疗，仅需要定期随访。而对于症状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的患者，行为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可能会有所帮助。对于

少数极端严重的病例，可能会考虑进行手术治疗。未来，随着医学研

究的不断深入，可能会有更多有效的治疗方法被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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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与预防

随着人们对儿童健康意识的提高，小儿抽动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于小儿抽动症的早期诊断和干预非常重要。学校和家庭对于疑似患

有小儿抽动症的儿童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及时引导患儿就诊。此外，

家长和教育者也应该提高对小儿抽动症的认识，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和歧视，帮助患儿更好地融入社会。

结论：

小儿抽动症作为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其发展趋势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关注的提高，小儿抽动症的

诊断与治疗将更加准确和有效。同时，社会应该加强对小儿抽动症的

宣传和认识，以促进早期干预和预防。我们相信，在医学界和社会共

同努力下，小儿抽动症的发展趋势将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给患

儿带来更

第五部分 小儿抽动症患者的分布情况

小儿抽动症，又称儿童期抽动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性

疾病，其主要特征为不自主的抽动运动和发声。小儿抽动症患者的分

布情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区域、种族、性别、年龄等。以

下将从这些方面进行详细描述。

地理区域的分布情况：

小儿抽动症在全球范围内均有分布，但其患病率在不同地理区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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