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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工作背景及目的 

孤独症（autism），又称自闭症或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 等 ， 是 广 泛 性 发 育 障 碍 （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PDD）的代表性疾病。孤独症患儿又被称

为“星星的孩子”。 2007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2/139号决

议规定，从2008年起，每年的4月2日被定为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

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联合国鼓励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在

这一天举行活动，提高人们对孤独症的认识，同时宣传早期诊断和干

预治疗孤独症的重要意义。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呈现快速增长的

趋势，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4月2日最新发布的患病率是54:1

（1.85%），我国家目前还缺乏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业内专家

普遍认为我国孤独症患病率为1%左右，据此推断我国14岁以下的孤独

症儿童青少年数量超过200万人，孤独症总人口数超过1000万人。由

于病因未明，孤独症没有特效治疗的药物，主要依靠特殊教育和康复

手段进行干预，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可以改善孤独症的预后，孤独症

儿童的干预包括家庭干预、机构干预和学校融合教育干预，科学、专

业、规范的教育康复干预至关重要，年龄越小干预效果越好。 

随着孤独症患病率不断增高，以及国家对残疾人事业和民生的高

度重视，孤独症康复教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相关康复教育机构不断

发展，规模不断扩张。2020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定点的孤独症康

复机构就已达3000余家，孤独症教育康复服务网络基本形成，服务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9%97%AD%E7%97%87/3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6%B3%9B%E6%80%A7%E5%8F%91%E8%82%B2%E9%9A%9C%E7%A2%8D/26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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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主要是学龄前孤独症儿童，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服务机构形

成有机衔接。我国的孤独症康复教育服务机构注册、主管单位不统一

，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缺乏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及评价规范，康复训

练方法和服务效果良莠不齐，加之训练费用高昂，给孤独症家庭带来

很多困难，难以保障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质量，不利于保障孤独症儿

童及家庭的康复教育权，成为制约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因素。 

因此，抓紧制定相关标准对于规范和提升康复效果，保障孤独症

儿童，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接受教育、融入社会，具有十分紧迫而

重要的意义。 

1.2  任务来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内目前也对孤独症患者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重视对孤独症患者的康复工作，加强相关机构的规划建设和指导

规范工作。《“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中也对孤独症

患者给予了关注。《残疾人教育条例》提出“积极推进融合教育”“优

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 意味着适龄的孤独症儿童、少年经过康复

后将可以转入或者升入普通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残疾预防和残疾人

康复条例》中，更是首次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在残

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中的责任，将会为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

复服务”的目标提供有力保障，这对孤独症群体的康复服务来说，无

疑也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标准是各类工作开展的技术基础，对于

孤独症康复工作来讲，随着孤独症患者的不断增加，孤独症康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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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急剧增加，但康复教育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越来越突

出，所以，相关服务质量及评价的标准，需要加快跟进，对于进一步

规范孤独症康复教育机构建设和质量控制，加强管理，使广大的孤独

症儿童能够得到及时有效、高质量的康复服务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3  协作单位及主要工作过程 

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孤独症工作委员会会同国内多家孤

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的多位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

工作。 

起草小组对全国多个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进行了调研，先后走访

了国内 50 多家知名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过程、

康复条件、康复成效、社会和家长服务、质量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孤

独症儿童康复需求作了全面的了解。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18

年 7 月，完成了标准草案的编写工作。 

2018年 8 月通过 TC148 的立项答辩。 

2019 年 3 月，工作组邀请全国孤独症机构负责人在安徽合肥召

开了标准草案的征求意见会，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 

2019年 6 月通过民政部的国标立项答辩。 

2020 年 11 月下达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

20203910-T-314）。 

任务下达后，标准起草组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化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修改标准草案稿。 

2  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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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标准草案中的任何一项技术指标以提升孤独症儿童康复

效果为前提而提出的。 

2.2  依据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现况，制定本标准草案中的技术

内容，以利于康复机构的发展和市场监督。 

2.3  本标准编写严格遵循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化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从标准的格式到内容、

从语言文字到技术参数，都经过反复推敲、论证，形成的国家标准，

技术指标到达或优于相关标准的要求，保障标准具有合规性、先进性、

实用性和合理性。 

2.4  本标准作为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标准化服务和评价服务质

量的依据，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可操作性。 

3  标准的主要内容 

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承担了孤独症儿童早期康复干预重任，近年

来，机构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家长和社会最关心

的问题。 

本文件确立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的总体原则

和要求，并规定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的基本要求、康复服务与质量

要求及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或组织。 

本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的资质、规模

与场地、人员配置、设备设施、师资配置等基本要求，教学流程、业

务建设、康复效果、家长与社会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等康复服务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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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求，康复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方法及评价细则，以及孤独症儿童康

复机构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要求等。 

4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

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比较情况 

通过网络检索，未发现与本标准相同的国内外标准。 

5 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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