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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 联合ω-3 脂肪酸治疗儿童孤独症的临床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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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在儿童孤独症患儿中开展维生素 D 联合ω-3 脂肪酸治疗方案治疗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随机筛选 2021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我院儿科接收的孤独症患儿 60 例作为分析对象，运用电脑随机选取方式将入选的患儿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中人数为 30

例，两组患儿均接受综合训练干预，同时给予对照组患儿维生素 D 治疗，观察组患儿采用维生素 D 联合ω-3 脂肪酸方案治疗，将两组最终

获得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结果：治疗后两组结果比较显示，通过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评估治疗后观察组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效果明显高于

对照组；发育商各项指标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最终获得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运用维生

素 D 联合ω-3 脂肪酸治疗儿童孤独症，可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尽早改善患儿的临床症状，使患儿的运动、语言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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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min D combination ω- Clinical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3 fatty acids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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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use of vitamin D combination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ω-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3 fatty acid treatment regimens. 

Method: Sixty children with autism admitted to our pediatric department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3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subjects. The selected childre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using a computer random selection method,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of children received comprehensive training intervention and received vitamin D treatm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children received a combination of vitamin D treatment ω- Compare the final treatment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sing the 3 

fatty acid regimen. Result: After treatment,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clinical sympto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evaluated by the Children's Autism Rating Scale; The scores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al quotient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final treatment obtained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P<0.05). Conclusion: Using a combination of vitamin D ω- The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utism with 3 fatty acids can achieve good therapeutic effects,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 children's motor, language, and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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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在临床上的发病率较高，属于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该

病的发生会导致患儿出现漠视情感、行为重复刻板、拒绝交流以及

语言发育迟滞等症状，导致该病发生的因素较多，其中包括遗传学

因素、病毒与免疫学因素、神经生化因素、神经内分泌因素以及围

生期损害因素等。若患儿病情未能得到及时改善，会严重影响儿童

的发育和成长。所以需要及时开展合理性的治疗干预，尽早改善患

儿临床症状，减轻疾病对患儿健康及生长发育造成的影响[1-2]。为此，

我院对孤独症患儿采取了维生素 D 联合ω-3 脂肪酸治疗，并将最

终取得的治疗效果做了详细分析，具体详细介绍见下文叙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病例筛选我医院儿科 2021 年 2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间

就诊的孤独症患儿中抽取出 60 例，运用随机数字表分组方式将所

有患儿划分为观察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观察组男女患儿比例为

16 例、14 例，患儿年龄平均值为(5.00±0.40)岁，平均病程为（10.00

±0.20）月；对照组患儿的男女人数为 17 例、13 例，患儿平均年

龄为(5.50±0.50) 岁，平均病程为（10.50±0.30）月，两组患儿的

临床一般资料经过对比显示差异性较小（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口服维生素 D 滴剂，每次服用 800Ｕ，每日用

药一次；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添加ω-3 脂肪酸治疗，每次服

用 900ｍg，每日用药一次；两组患儿均连续用药治疗 12 个月后观

察效果。治疗期间要加强对两组患儿的用药指导、家属健康教育以

及生活饮食习惯调整等，同时进行视觉结构、环境结构、常规习惯

和做事规律等结构化训练。 

1.3 观察标准 

①运用儿童期孤独症评定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评价两组患儿的孤独症症状程度，总分≥30 分则为轻度孤

独症，30-35 分等于中度孤独症，≥36 分等于重度孤独症。②运用

GDS 评分量表评价组间患者治疗前后的大运动、精细运动、语言表

达和社会行为等发育商，单项指标满分值为 100 分，获取分值越高

表示儿童的生长发育越好。 

1.4 治疗有效率判定 

完成治疗后儿童的临床症状彻底消退，CARS 评价总分低于 30

分为显效；完成治疗后患儿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CARS 评价总

分≥30 分为有效；治疗完成后患儿的各项指标未达到显效和有效标

准，甚至加重为无效。治疗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

数×100%。 

1.5 统计方法 

两组研究数据分析使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两组计量数据描

述运用( sx ± )处理以及 t 检验，计数指标处理使用 n（%）描述和

x²检验，当最终数据结果对比后达到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组间指标评分结果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孤独症症状评分对比显示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儿孤独症症状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两组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指标对比详情( sx ± ) 

CARS 评分/分 
分组 n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30 35.33±1.33 29.2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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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30 35.32±1.23 32.72±0.53 

t 值  0.0302 21.9585 

P 值  0.9760 0.0000 

2.2 两组干预效果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发育商各项指标评分结果对比显示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儿的发育商各项指标改善

效果与对照组相比占据优势，两组结果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见下表 2。 

表 2 两组发育商分析结果（n=30、 sx ± ） 

大运动/分 精细运动/分 
语言表达能力/

分 
社会行为/分 

组别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

组 

68.3±

5.8 

90.4±

8.6 

67.6±

5.6 

92.1±

8.4 

69.4±

5.9 

91.4±

8.7 

66.4±

5.4 

94.4±

8.9 

对照

组 

68.2±

5.7 

85.3±

7.4 

67.5±

5.5 

86.2±

7.3 

68.3±

5.8 

80.3±

7.5 

66.3±

5.3 

83.3±

7.8 

t 值 0.0673 2.4621 0.0697 2.9037 0.7282 5.2929 0.0723 5.1373 

P 值 0.9465 0.0168 0.9446 0.0052 0.4694 0.0000 0.9425 0.0000 

2.3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最终判定结果显示，采取联合方案治疗后的观察组获得的治疗

总有效率达到总例数的 96.7%，其结果已明显高出对照组治疗总有

效率的 80.0%,组间结果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下表 3。 

表 3 组间治疗效果对比情况(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21 8 1 29（96.7） 

对照组 30 15 9 6 24（80.0） 

x²值     4.0431 

P 值     0.0443 

3 讨论 

儿童孤独症在临床上的发病率较高，临床将其又称之为自闭症

和孤独性障碍等，且在女性儿童群体中发病率最高,该病的发生会严

重影响儿童的语言、智力、运动以及社交能力，严重者甚至会出现

情绪异常、伤人、自伤和癫痫发作等危险症状。因此不仅会影响儿

童的成长发育，同时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担[3]。目前临床

针对该病主要采取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维生素 D 是临床治疗儿童

孤独症常用药物，该药具有多重抗炎作用，可对促炎因子前列腺素

合成起到抑制作用，调节体内血清素合成，促进调节性Ｔ细胞的增

值，从而达到上调谷胱甘肽含量和保护细胞线粒体功能的目的，最

终可有效改善孤独症患儿的临床症状[4-5]。为进一步提高本病治疗效

率，我院对孤独症患儿采取了维生素 D 与ω-3 脂肪酸联合方案治

疗，且最终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临床研究中发现，机体维生素

D 水平过低与焦虑抑郁发生有着密切关联。而孤独症患儿会存在严

重的焦虑症状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困难等问题，通过及时补充维生素

D 可有效缓解患儿的焦虑症状，另外配合ω-３脂肪酸可起到较好

的协同作用。定期服用ω-３脂肪酸可促进血清素的释放，有效改

善患儿的焦虑、视觉及听觉反应，并且能够对大脑视听神经系统发

挥作用，提高患儿的临床疾病控制效果，尽早改善患儿临床症状，

减轻疾病对患儿健康及生长发育造成影响[6-7]。但鉴于本次研究数据

有限，所以还望临床相关学者能够做更深入的探究与分析，探寻出

最佳合理治疗方案，进一步提高儿童孤独症的临床治疗效果，降低

疾病危害性。 

综上所述，对孤独症患儿采用维生素 D、ω-3 脂肪酸联合方案

治疗，可及时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提高患儿的运动、语言、认知以

及社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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