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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力残疾的定义和分类

传统的智力残疾定义一般是指智力功能低下 o即

智商k¬±·̈̄ ¬̄ª̈ ±¦̈ ∏́²·¬̈±·o�±l � zs o并显示出社会适

应障碍≈t  ∀澳大利亚使用5国际功能 !残疾和健康分

类6k�±·̈µ±¤·¬²±¤̄ ≤ ¤̄¶¶¬©¬¦¤·¬²± ²© ƒ∏±¦·¬²±¬±ªo⁄¬¶¤¥¬̄2

¬·¼ ¤±§ � ¤̈̄·«o�≤ƒl对智力残疾的定义是 }智力残疾是

指智力功能低下k�± � zsl !在身体活动及社会参与方

面受到限制并需要相应程度辅助的状况≈u  ∀

对智力残疾的定义 o传统的方法主要采用医学或

残疾统计学的模式 ∀医学模式侧重于病理学特征 o将

智力残疾定义为病理症状的表现 ∀统计模式将智力残

疾看作某类群体在智力功能上的/非正常0 o即将个体

智力水平同群体常模相比较 ∀统计模式用标准化智商

测验来标定智力的残疾程度 ∀

同传统方法相比 o�≤ƒ 框架将智力残疾作为个体

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 o因此 o残疾的定义通常是

复杂和多维度的 ∀这里的多维度指的是 �≤ƒ将残疾分

成的 v个有机成分 }身体结构与功能 !活动和参与 ∀残

疾是指存在其中的任何一种问题 }损伤 !活动限制 !社

会参与受到环境因素限制 ∀损伤是指身体功能和结构

的明显偏离和丧失 ∀活动限制指个体进行身体活动的

困难 ∀参与限制指个体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环

境因素指生活中的自然 !社会和态度环境≈v  ∀

国际上常用的一种疾病分类系统是 �≤⁄k�±·̈µ±¤2

·¬²±¤̄ ≤ ¤̄¶¶¬©¬¦¤·¬²± ²©⁄¬¶̈¤¶̈l ∀该系统提供了疾病r障

碍和健康因素的分类标准 o同 �≤ƒ一样 o被广泛用于编

码系统分类各种健康因素和条件 o包括同残疾有关

的条件 ∀与�≤ƒ不同 o�≤⁄侧重于疾病和健康 o对活动

基金项目 }中国残疾分类系统和评定标准平台研究 o国家科技部科

技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研究专项项目 ussv⁄��t�syv o项目负责人 }邱

卓英研究员 ∀

作者单位 }t qtsss{| 北京市 o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k宋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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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o主要研究方向 }特殊心理与教育 ∀

和参与涉及很少 o但由于该系统探讨了各类残疾的疾

病原因和表现 o因此其所包括的同残疾有关的健康条

件对于残疾预防 !康复和监控是很有帮助的 ∀

�≤⁄提供了疾病 !失调及其他与健康相关条件的

因果框架和诊断分类 ∀�≤ƒ提供了同健康条件有关的

功能与疾病的多维框架和系统分类 o因此在描述和分

类残疾时这两套系统可以互相补充 ∀

澳大利亚将智力残疾分为 w个亚群体 }发展落后 !

智能残疾 !特定学习r注意缺陷和孤独症≈w  ∀发展落后

指在早期智力发育阶段ks ) x岁l出现的一些无明确

诊断的智力障碍 ∀智能残疾指在发育阶段ks ) t{岁l

心理功能受到损害 !无法学习和完成某种日常生活技

巧 !在社区环境中与同龄人相比有适应技巧缺陷等一

些问题 ∀智能残疾可能同唐氏综合征等一些疾病有

关 ∀特定学习是指一系列同中枢神经系统障碍有关的

缺陷 o包括听 !说 !阅读 !写作 !推理或数学计算等存在

困难 ∀特定学习可能同注意缺陷失调有关 ∀孤独症指

涉及认知 !人际交流 !社会互动和行为困难的一些缺

陷 ∀

从澳大利亚的智力残疾定义和分类可以看出 o由

于其采用了 �≤ƒ的框架 o因此在智力残疾调查的操作

性定义方面将较为复杂 ∀

2 澳大利亚智力残疾调查所使用的方法

t||{年澳大利亚残疾调查是一次综合性的调查 o

其目的是确定智力残疾 !肢体残疾 !精神残疾 !感官r言

语残疾 !后天脑损伤 x种残疾的分布情况 ∀由于个体

存在多种残疾的可能性和残疾调查应用目的的不同 o

澳大利亚统计局使用了 w种估计方法 o分别是 }基于主

要残疾条件的估计 !基于所有残疾条件的估计 !基于所

有残疾条件 !活动限制和参与限制的估计 !基于主要r

所有残疾条件和一项重度或极重度核心活动限制的估

计 o其中一些概念的含义如表 t ∀

基于/所有残疾条件0的估计是 w种方法中应用最

广泛的估计方法 ∀这些估计包括所有报告的残疾条

件 o无论这些条件是否为主要残疾条件 o只要个体报告

存在一项残疾条件 o他就归于对应的残疾类型 ∀因此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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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人可能既是肢体残疾又是智力残疾 o一个个体

可以归入不同的残疾群体 ∀

基于/主要残疾条件0的估计方法是指个体如果报

告一项以上的残疾条件 o评估者可以确定导致其生活

困难的主要残疾条件 ∀例如个体既有智力残疾又有轻

微的肢体残疾 o但智力残疾导致其大部分的困难 o因

此 o可将其归为智力残疾者而不是肢体残疾者 ∀使用

这种方法 o不同的残疾群体可以相互区分 o因此 o每个

残疾群体数量相加构成总体的残疾群体数量 ∀如果只

考虑主要残疾条件 o特定残疾群体的流行程度会被低

估 ∀

表 1  澳大利亚 1998 残疾调查方法的相关名词和操作定义[ 4]

名词 操作定义

残疾条件 一项残疾条件是指持续至少 y个月以上的一

种疾病 !障碍或事故 k创伤 !中毒 o交通事故

等l o并导致 y个月以上的损伤和生活限制 ∀

主要残疾条件 如果调查中只报告了一项残疾条件 o则此条件

就是主要残疾条件 ~如果报告了一项以上的残

疾条件 o则导致个体主要困难的残疾条件是主

要残疾条件 ∀

所有残疾条件 个体报告的所有残疾条件 ∀

活动 一项活动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任务 ∀活

动总共分为 ts 种 }自理 !移动 !交流 !健康保

护 !家务 !食物准备 !写字 !财产管理 !交通和向

导 ∀

核心活动 核心活动是自理 !移动和交流 ∀

重度或极重度

核心活动限制

一项极重度核心活动限制是指个体不能完成 o

或者总是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完成一项核心活

动 ∀一项重度核心活动限制指个体有时需要

帮助才能完成核心活动 o或者在与家庭和朋友

进行沟通时存在困难 ∀

活动限制 活动限制指从事以上 ts种活动时存在困难或

需要他人帮助 o或者需要辅助设备 o或者由于

健康问题使家庭环境改变 ∀

参与限制 参与限制指个体在教育 !就业和社会活动时由

于残疾导致的限制 ∀

基于/所有残疾条件和活动限制以及参与限制0的

方法是指除报告一项以上残疾条件 o个体还存在活动

限制和参与限制 ∀这种方法中报告的残疾数量比基于

所有残疾条件估计方法的数量要小 o因为只有那些报

告了在一项或多项日常活动或社会活动中的活动限制

或参与限制的个体能保留在此群体中 ∀

基于/所有残疾条件和一项严重的核心活动限制0

的方法与上一方法相似 o只不过多使用了一个过滤器 o

使只有报告了严重核心活动限制的个体可保留下来 ∀

以上这 w种估计方法考虑到了个体存在多种残疾

的可能性 o因此在估计各类残疾的流行情况时将更加

精确 o并且为后续的政策制订提供理论基础 ∀例如前

面两种估计方法可用于流行学研究和发病率研究 ~后

两种方法可用于计划普通的残疾服务或者为残疾人提

供特定的帮助服务 o由于这些方法可以估计出有某种

活动限制或辅助需要的人群 o因此可以将他们划入需

要特定服务的目标人群 ∀

值得注意的是 o澳大利亚 t||{年的智力残疾调查

并没有按照智力功能k智商l的分数或对活动与参与帮

助的程度对智力残疾进行程度的划分 ∀这次调查只按

照 w种调查方法估计澳大利亚智力残疾者的数量 o其

确定智力残疾的操作定义是指个体如果有下列特征将

被归入智力残疾≈w  }个体对呈现问题/有学习或理解事

物的困难0有正面回答 o或者个体对以下 tz个呈现问

题之一有正面回答并且报告一个以上智力残疾条件 }

≠视力减退 o无法用眼镜矫正 ~� 听力减退 o交流困难

或使用辅助设备 ~≈言语困难k或言语丧失l ~…慢性或

持续疼痛导致日常生活受限 ~ 呼吸困难导致日常生

活受限 ~¡眩晕 !痉挛或意识丧失 ~¢学习或理解困难 ~

£手臂或手指不灵活 ~¤抓举东西困难 ~¥腿脚不灵

活 ~λϖ精神或情绪失调导致日常生活受限 ~λω身体活动

或身体工作受限 ~λξ畸形或残废 ~λψ头部受到损伤 !撞

击 o或其他脑部损伤长期导致日常生活受限 ~λζ由于精

神疾病或障碍需要帮助或指导 ~λ{由于慢性病长期治

疗导致日常生活受限 ~λ|任何其他的长期条件导致日

常生活受限 ∀

澳大利亚的智力残疾调查之所以未能实施对智力

功能完整的量化调查 o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智力残疾

定义的进一步深化 o国际上越来越重视活动与参与对

残疾者的影响 ∀这次调查重点了解智力残疾的活动与

参与状态 o主要目的是为以后出台相关的福利政策与

残疾辅助计划做准备 ∀另外的原因可能是完整的智力

测验需要的时间较长 o对人力 !物力的要求比较高 o在

使用多种方法调查和多种残疾群体调查的背景下进行

如此大工作量的调查并不合适 ∀

3 澳大利亚智力残疾流行病学统计分析方法与主要

结果

3 q1 智力残疾者的年龄和性别特点  澳大利亚 1998

智力残疾调查的流行估计同 1993 调查的估计在年龄

和性别上有相似模式 ∀yx岁以下 o如 x ) tw岁年龄段

的比率最高 ) ) ) w h基于主要残疾条件 ox h基于所有

残疾条件 ∀在此高峰过后 o青少年中有轻微下降 o成人

群体有显著下降 ∀

yx岁以上人群基于主要残疾条件的智力残疾比

例约为 s qu h o但基于所有残疾条件则达 x qy h o可能

包括进了很大部分同痴呆有关的智力损伤 ∀

智力残疾流行估计通常男性的比例比女性高 o尤

其在儿童和青少年中 ∀对于 yx岁以上人群 o在考虑所

有残疾条件后 o女性的流行率比男性高 ∀主要的年龄

和性别分布见表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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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2 主要残疾条件的发生年龄  在 ��≥残疾调查中 o

只有居住在家庭的调查对象被询问他们的残疾条件第

一次发生是什么时候 o而且问题只涉及主要残疾条件 ∀

在 t||{年 o有 t|v oyss人 o约占报告智力主要残疾条

件的家庭被试者的 |y h o在 t{岁以前已经有相关条

件 ∀超过 xx h的人在 x岁以前有此情况 ox ) tw岁之

间有 ws h ∀

如果采用美国智力落后协会k� ° µ̈¬¦¤± �¶¶²¦¬¤2

·¬²± ²± � ±̈·¤̄ � ·̈¤µ§¤·¬²±o�� � � l划分的年龄标准

kt{岁前的表现l o流行估计就只能按照主要残疾条件

来计算 ∀为了进行估计 o必须假设那些生活在看护机

构的 !不知道其主要条件发作年龄的人 !主要残疾条件

发生在 t{岁前的人和家庭群体的残疾分布是相同的 ∀

按照这种方式计算 ot||{年 o有 usw ouss人报告 t{岁

前有智力主要残疾条件 o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

t qt h ∀
表 2  4 种方法得到的智力残疾年龄和性别流行模式[ 4]

   男性       女性       总体    

单位 }tsss h 单位 }tsss h 单位 }tsss h

所有残疾条件

s ) yw uxu qx v qs tuw qw t qx vzy q| u qv

� yx wy q{ w qz z| qv y qu tuy qt x qy

总共 u|| qv v qu usv qz u qu xsv qs u qz

所有残疾条件加活动与参与限制

s ) yw uwz qz v qs tuu qz t qx vzs qw u qv

� yx wy q{ w qz z| qv y qu tuy qt x qy

总共 u|w qx v qu usu qs u qu w|y qx u qz

所有残疾条件加一项重度或极重度核心活动限制

s ) yw tt{ q| t qw yx q| s q{ t{w q{ t qt

� yx wt qv w qu zx q{ x q| ttz qt x qu

总共 tys qu t qz twt qz t qx vst q| t qy

主要残疾条件

s ) yw txw qw t q| xw qx s qz us| qs t qv

� yx t qy¥ s qu¥ u qt¥ s qu¥ v qz¤ s qu¤

总共 txy qt t qz xy qy s qy utu qz t qt

主要残疾条件加一项重度或极重度核心活动限制

s ) yw zu qw s q| u{ q| s qw tst qv s qy

� yx s q|¥ s qt¥ s q{¥ s qt¥ t qy¥ s qu¥

总共 zv qu s q{ u| qz s qv tsv qs s qy

  注 }¤表示相对标准差 s qux ) s qxs ~¥表示相对标准差 �

s qxs ∀

3 q3 主要智力残疾原因  被调查者还被询问其主要

残疾条件发生的原因 ∀正如 �≤ƒ 对智力残疾的定义 o

智力残疾的原因是复杂的 o从遗传障碍到环境因素都

可能导致智力残疾 o并且还有许多因素不能确定 ∀

t||{年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 o约有 vs h的智力残疾者

其残疾原因不明 ∀在澳大利亚 o遗传因素是报告最多

的原因 ∀这一点同国际上和澳大利亚其他关于智力残

疾的研究一致 ∀在报告知道残疾原因的人群中 o超过

xs h的人报告其残疾条件在出生时就有 otz h的人报

告其条件是由于疾病或遗传障碍所致 ∀

3 q4 相关残疾  澳大利亚 1998 年的残疾调查结果同

许多国际研究结果一致 ) ) ) 许多有智力残疾的人患多

种残疾 o并且比那些没有智力残疾的人患精神障碍的

可能性更大 ∀在基于所有残疾条件的智力残疾者中 o

约 x{ h伴有肢体残疾 o约 xs h有精神残疾 owx h有感

官r言语残疾 ∀精神障碍在基于主要残疾条件的智力

残疾者中是最普遍的kvt h l o其次是感官r言语残疾

ku| h l和身体r多种残疾kux h l ∀言语损伤或问题

kuy h l是相关的感官r言语残疾中最常见的 ∀

4 结论

智力残疾流行估计的差异受到不同调查方法的影

响 o而主要的方法学因素包括 }≠使用单一指标k�± 测

验l对双重指标k使用 �± 测验和适应性测验l的调查定

义 ~� 使用不同 �± 划分点去定义智力残疾k即使 �±

划分点相同 o但测量 �± 的工具可能不同l ~≈选择了不

同的人口群体k儿童 !成人 !老年人或普通人群l ∀非方

法学因素主要指被调查群体的特性差异 o例如社会 !经

济 !文化 !人种和宗教等的差异 ∀

智力残疾流行估计还受到操作性定义变化的影

响 ∀如澳大利亚的操作定义随 �≤ƒ 和 �� � � 版本更

新而发生变化 ∀如果采用各种分类系统的综合定义 o

将会受到这些分类系统之间差别的影响 ∀换言之 o各

个国家在进行残疾调查时 o由于调查目标 !具体国情 !

国家福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o往往在实际调查中不能

采取完全的智力残疾定义和调查方法 o因此需要在智

力残疾的操作性定义和实际情况之间做权衡 ∀我国在

t|{x年进行的首次残疾普查中 o所使用的智力残疾定

义主要从智力和生活适应性角度进行考察≈x  ∀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和残疾群体分布的变更 o需要立足于我

国的实际情况 o并结合当前国际通用的智力残疾定义

做出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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