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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残疾k¬±·̈̄¯̈ ¦·∏¤̄ §¬¶¤¥¬̄¬·¼l o又称智力落后

k° ±̈·¤̄ µ̈·¤µ§¤·¬²±l o其标准及分类是随着人们对智力

残疾本质的认识而不断完善起来的 ∀智力残疾的概念

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o因此 o关于智力残疾的标

准及分类也不断被修正 ∀自 t|x|年美国智力落后学

会 k � ° µ̈¬¦¤± �¶¶²¦¬¤·¬²± ²± � ±̈·¤̄ � ·̈¤µ§¤·¬²±o

�� � � l把适应性行为引入智残的诊断以来 o理论界对

智力和适应性行为作为智残标准已无大异议 o但在适

应性行为的结构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争论≈t  o因此 o智

力残疾的标准及分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

usst年 x月 o第 xw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5国际功能 !

残疾和健康分类6k�±·̈µ±¤·¬²±¤̄ ≤ ¤̄¶¶¬©¬¦¤·¬²± ²© ƒ∏±¦2

·¬²±¬±ªo⁄¬¶¤¥¬̄¬·¼ ¤±§ � ¤̈̄·«o�≤ƒl的有关决议 o鼓励各

成员国考虑其具体情况 o在研究 !监测和报告中应用

�≤ƒ ∀�≤ƒ是 • � � 提出的国际通用的在个体和人群

水平上描述和测量健康的理论性框架结构 o为我们认

识人群和个体健康以及其所在的环境如何阻碍或促进

其生活以发挥最大潜能 o提供了非常广泛而又非常准

确的工具≈u  ∀我们认为 o将 �≤ƒ 框架引入智力残疾标

准制定及分类中 o有可能为我们认识智力残疾者的适

应性行为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概念体系 o有利于更准确

有效地确定智力残疾的标准并为其划分相应的等级 ∀

1 智力残疾的界定标准

随着智力残疾概念的更加科学与不断完善 o作为

诊断智力残疾的标准也从单一标准变为双重标准 o从

而出现智力残疾分类体系的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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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萌 !

王娜 !田宝l ~u qtsssy{ 北京市 o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信息研究所k邱

卓英l ∀作者简介 }李萌kt|{u2l o女 o四川成都市人 o硕士研究生 o主要研

究方向 }智力残疾 !人类动机和情绪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

  自世界上第一个智力量表 ) ) ) 比奈2西蒙智力量

表问世以来 o智商k¬±·̈̄ ¬̄ª̈ ±¦̈ ∏́²·¬̈±·o�±l高低成为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智力残疾的主要标准 o甚至是惟一

标准 ∀从 us世纪 us年代开始 o有很长一段时间 o人们

将 �± � ux的智力残疾者称为白痴k¬§¬²·¶l oux ) xs之

间的称为痴愚k¬°¥̈¦¬̄̈ ¶l oxs ) zs 之间的称为愚鲁

k°²µ²±¶l≈v  ∀

t|x|年 o� ¥̈̈µ等将适应性行为引入智力残疾的

定义 o并将其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智力残疾的另一

个重要标准 ∀

在 �� � � 的定义中 o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智力残

疾 o适应性行为和智商两个标准不可或缺 ∀t|x|年以

来 o�� � � 的定义虽进行过多次修订 o但一直坚持将

智力低下和适应性行为缺陷作为两个最主要的标准 ∀

有代表性的定义是 t|{v年提出的 }智力落后是指一般

智力功能水平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o导致适应性行为的

缺陷或与之同时存在 o并且表现于发育时期 ≈v ∀在这个

定义中 o/一般智力功能水平明显低于平均水平0是指

个体标准化智力测验的得分在 zx或 zs以下 ~/适应性

行为0则指个体实现人们所期待的与其年龄和文化群

体相适应的个体独立与社会职责的程度和功效 ~/发育

期0是指从出生到 t{岁 ∀

我国 t|{y年对智力残疾的定义是 }/智力落后k即智

力残疾l是指人的智力明显低于一般人的水平 o并显示出

适应性行为的障碍0≈w  o从中可以看出 o我国对智力落后的

界定也采用智力和适应性行为两种评定方法 ∀

2 智力残疾的分类

2 q1 主要依据智商水平的分类  这是一种传统的 !比

较流行的智力残疾分类系统 o许多组织机构仍采用这

种分类方法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 � � !�� � � 和我

国的分类标准 o以及按受教育程度进行的分类 ∀这种

分类方法主要依照智商的高低 o有的分类虽然涉及到

适应性行为或受教育程度 o但大多是定性的描述 o在鉴

别智力残疾时未发挥实际作用 o所以称之为/主要依据

#{uv#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ussw年 y月第 ts卷第 y期 ≤«¬± � � «̈¤¥¬̄ × «̈ ²µ¼ °µ¤¦·¬¦̈ o�∏±̈ ussw o∂ ²̄ ts o �²qy



智商水平0的分类 ∀

t||v年 t月 o• � � 开始采用5国际疾病 !损伤和

相关健康问题标准编码工作6的第 ts版k�≤⁄2tsl o对

智力残疾的分类如表 t≈x  }

表 1  ΙΧ∆210 关于智力残疾的分类标准

程度 �±

轻度智力残疾 xs ) y|

中度智力残疾 vx ) w|

重度智力残疾 us ) vw

极重度智力残疾 � us

其他 因伴有其他缺陷造成使用正常手段来评定

迟滞水平极为困难或根本不可能

待定 因资料不足无法划入任何类别

  �� � � 的分类标准也是一种典型的按智商水平

的分类 o并将智力残疾分为 w类≈y k见表 ul }

表 2  ΑΑΜΡ 智力残疾分类标准

�±

类型 标准差范围

比奈2西蒙量表 韦氏量表

轻度智力残疾 p v qss ) u qst yx ) xu y| ) xx

中度智力残疾 p w qss ) v qst xt ) vy xw ) ws

重度智力残疾 p x qss ) w qst vx ) us v| ) ux

极重度智力残疾 � p x qss � t| � ux

  t|{y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准0中

所公布的定义以智商和适应性行为作为判断智力残疾

的标准≈z k见表 vl ∀

表 3  我国关于智力残疾的标准及分类

级别 分度
与平均水平

差距k2≥⁄l
�± 值 适应能力

一级智力残疾 极重度 ∴x qst us或 ux以下 极度适应缺陷

二级智力残疾 重度 w qst ) x us ) vx或 ux ) ws重度适应缺陷

三级智力残疾 中度 v qst ) w vx ) xs或 ws ) xx中度适应缺陷

四级智力残疾 轻度 u qst ) v xs ) zs或 xx ) zx轻度适应缺陷

  还有一种根据儿童教育可能性进行的分类 o实际

上也是一种依智商水平的分类 o只是用词不同而已≈x 

k见表 wl ∀
表 4  按教育可能性的分类

可教育性 �± xs ) zx o智龄发展的极限是 ts ) tt岁 o对读 !写 !算

等基本学科感到困难 o但如有适当的补救教学 o可以学

习基本学业及日常事务 ∀
可训练性 �± vs ) w| o智龄发展的极限是 y ) z岁 o学习能力有限 o

只能学习简单的实用性课程和生活技能 o强调自助与职

业技能的培训 ∀
可监护性 �± � vs o智龄发展的极限是 v岁以下 o几乎没有学习能

力 o终生需要别人照料和监护 ∀

2 q2 依据适应性行为分类≈{   智残者的智力是较难

改变的 o但其适应性行为可通过有效地训练得到改善 ∀

出于对智残儿童教育辅导并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的需

要 o作为鉴定智力残疾儿童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 o适应

性行为也可分级k见表 xl ∀

2 q3 依据支持程度分类≈x   t||u年 o�� � � 的智力

残疾分类有了重大改变 o从原来的按智能程度分类改

为按支持程度分类 o特别强调临床诊断的重要性 ∀在

新的分类系统中 o将每个个体都看成是独特的 o依据所

提供支持系统的程度及类型加以区分 o分为间歇的 !有

限的 !广泛的和全面的 w类k见表 yl ∀
表 5  依适应性行为的分类

级别
学前期ks ) x岁l

成熟与发展

学龄期ky ) ut岁l

训练与教育

成人期k � ut岁l

社会和职业能力

轻度k�∂ 级l 可以发展社会交

往的能力 ∀感觉

运动方面的迟滞

极微 o通常在这一

段时间里 o其行为

与正常儿童无明

显区别 ∀

到 us 岁左右时 o

可完成大约六年

级程度的学业 ~经

指导能适应社会

生活 o属于 / 可教

育性智能不足0 ∀

经过适当的训练

与教育 o通常可习

得社会和职业技

能来维持最低限

度的自主生活 o但

在不寻常的社会

压力下 o或许需给

与资助 ∀

中度k���级l 能说话或学习表

达情意 o社会知觉

不佳 o感觉动作发

育尚好 o经过训练

亦可自立 ∀在适

当监护下可自理

生活 ∀

经过训练可增进

其社会参与和职

业能力 ~在学业方

面不可能超越小

学二年级的程度 o

不熟悉的地方或

许可以学会单独

旅游 ∀

在非技术或半技

术的职业中可自

立 o但当社会经济

发生变故时 o需要

监督或辅导 ∀

重度k��级l 动作发育不良 o语

言能力极弱 ∀一

般而言 o其自立亦

不能从训练获益 o

交往技能几乎没

有 ∀

能说话和表达情

意 o可以训练基本

的健康习惯 o可以

从系统的习惯训

练获益 ∀

在完全监督下或

许可以部分自主 o

在有控制的环境

中 o可发展最起码

的自立能力 ∀

极重度k�级l 全面的迟滞 o感觉

运动能力极弱 o需

给予医护及生活

照顾 ∀

有某些动作发育 o

但在自立训练方

面的收效甚微 o需

要给予医护 ∀

鲜有动作和语言

发展 ∀或许只能

具备极有限的自

我照顾能力 o极需

医护及生活照顾 ∀

表 6  ΑΑΜΡ(1992) 按支持程度的分类

名称 支持程度

间歇的 以一种零星的 !视需要而定的方式提供支持服务k如生病

时l ∀

有限的 所需要的支持服务是经常性的 !短时间的需求 o但不是间

歇性的k如短期的就业训练l ∀
广泛的 至少在某种环境k如工作场所或家中l有持续性 !经常性

k如每天l的需要 o并且无时间的限制 ∀
全面的 所需要的支持服务是持久的而且需求度高 o在各种环境中

都需提供 o而且可能为终身需要 ∀这种支持服务通常比广

泛的或有限的更有强制性 o需要更多的人力来参与 ∀

  以上根据智商 !适应性行为和支持程度所进行的

分类在相应的历史时期 o对智残的鉴别 !辅导 !教育和

培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o根据智力水平分为轻度 !

中度和重度 o根据适应性行为水平分为轻度 !中度 !重

度和极重度 o这种沿用多年的分类标准也有一定的局

限性 o即未能充分体现功能性与生态性的观点≈|  ∀

3 根据 ΙΧ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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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ƒ框架 o可具体划分为 }身体功能和结构 !

活动和参与 !环境和支持 v个部分≈ts  ∀

结构因素主要是指神经系统的结构 ~功能主要体

现在智力功能 !计算与推理能力 !注意力 !记忆力和方

向定位 x个方面 ∀

活动和参与因素主要体现在 x项核心活动上 }自

理和家庭生活k如洗澡 !进食 !穿衣 !上厕所 !独立生活

数日 !购物和家务劳动等l !活动k举起和移动物体 !手

的灵活性 !在家里移动 !外出 !使用交通工具l !理解和

交流k接受语言信息 !接受非语言信息 !说话 !表达非语

言信息 !交谈等l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k与陌生人相

处 !保持友谊 !与关系密切的人相处 !结交新朋友l及教

育 !就业和社区生活k学校教育 !经济上自我供给 !社区

活动和娱乐休闲l ∀

表 7  ΙΧΦ智力残疾的评定表

项目 智力残疾一级 智力残疾二级 智力残疾三级 智力残疾四级

结构和功能

在结构上有严重的神经系统
损伤 ∀在功能上 o几乎没有智
力功能和计算与推理能力 o注
意力 !记忆力和方向定位能力
极度丧失 ∀

在结构上有重度的神经系统
损伤 ∀在功能上 o智力功能和
计算与推理能力很差 o注意力
和记忆力大部分丧失 o方向定
位很差 ∀

在结构上有中度的神经系统
损伤 ∀在功能上 o智力功能和
计算与推理能力差 o注意力和
记忆力中度丧失 o方向定位
差 ∀

在结构上有轻度的神经系统
损伤 ∀在功能上 o智力功能和
计算与推理能力比较差 o注意
力 !记忆力和方向定位轻度丧
失 ∀

活动和参与

≠自理和家庭生活 }不能洗
漱 !穿衣 !上厕所 !独立生活数
日 !购物和家务劳动 o进食困
难 o需有人长期照料与监护 ∀
�活动 }不能外出 !使用交通
工具 o在家里移动有困难 o手
的灵活性极度丧失 o举起和移
动物体极度困难 ∀ ≈ 理解和
交流 }不能与人交谈 o在接受
语言 !非语言信息上极度困
难 o说话和表达非语言信息极
度困难 ∀ …人际交往和人际
关系 }不能与关系亲密的人或
陌生人相处 o无法保持友谊 o

不能结交新朋友 ∀  教育 !就
业和社区活动 }不能进行学校
教育 o在经济上无法实现自我
供给 o无社区活动和娱乐休
闲 ∀

≠自理和家庭生活 }不能独立
生活数日和购物 o洗漱和上厕
所很困难 o穿衣 !家务劳动 !进
食困难 o大多数人需他人照
顾 ∀ � 活动 }不能外出 !使用
交通工具 o在家里移动有困
难 o手的灵活性很差 o举起和
移动物体困难 ∀ ≈ 理解和交
流 }与人交谈困难 o在接受语
言 !非语言信息上困难 o说话
和表达非语言信息困难 ∀ …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不能与
陌生人相处 o无法保持友谊 o

不能结交新朋友 o与关系亲密
的人相处有困难 ∀  教育 !就
业和社区活动 }进行学校教育
困难 o在经济上不能自我供
给 o无社区活动和娱乐休闲 ∀

≠自理和家庭生活 }独立生活
数日 !购物和家务劳动有困
难 o洗漱 !上厕所 !穿衣比较困
难 o进食无明显困难 o在适当
监护下可自理生活 ∀ � 活动 }

外出 !使用交通工具比较困
难 o在家里移动和举起和移动
物体无明显困难 o手的灵活性
比较差 ∀ ≈理解和交流 }与人
交谈比较困难 o在接受语言 !
非语言信息上比较困难 o说话
和表达非语言信息比较困难 ∀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与陌
生人相处和保持友谊有困难 o

不能结交新朋友 o与关系亲密
的人相处无明显困难 ∀   教
育 !就业和社区活动 }进行学
校教育比较困难 o在经济上自
我供给有困难 o有简单的社区
活动和娱乐休闲 ∀

≠自理和家庭生活 }洗漱 !进
食 !穿衣 !上厕所正常 o独立生
活数日 !购物和家务劳动无明
显困难 o个人生活自理上可以
达到完全的独立 ∀ � 活动 }能
正常外出 !在家里移动 !举起
和移动物体 o手的灵活性比较
正常 o使用交通工具无明显困
难 ∀ ≈理解和交流 }与人交谈
无明显困难 o在接受语言 !非
语言信息上无明显困难 o说话
和表达非语言信息无明显困
难 ∀ …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 }

与陌生人相处 !保持友谊 !结
交新朋友无明显困难 o与关系
亲密的人相处正常 ∀  教育 !
就业和社区活动 }进行学校教
育有一定困难 o在经济上自我
供给 !社区活动和娱乐休闲无
明显困难 ∀

环境和支持

需要环境在自理 !学习和社会
参与等方面提供全面的支持 o

即所需要的支持服务是持久
的而且需求度高 o在各种环境
中都需提供 o而且可能为终身
需要 o这种支持服务通常比广
泛的或有限的更有强制性 o需
要更多的人力来参与 ∀

需要环境在自理 !学习和社会
参与等方面提供广泛的支持 o

至少在某种环境k如在家中l

有持续性 !经常性k如每天l的
需要 o并且没有时间的限制 ∀
例如在居家生活中 o在自理 !
活动 !交流等方面都需他人的
照顾或看护 o很少能独立完成
某项活动 ∀

需要环境在自理 !学习和社会
参与等方面提供有限的支持 o

即所需要的支持服务是经常
性的 !短时间的需求 o但不是
间歇性的k如短期的就业训练
或是从学校到成人就业阶段
衔接的支持l ∀

需要环境在自理 !学习和社会
参与等方面提供间歇的支持 o

即以一种零星的 o视需要而定
的方式提供支持服务 ∀如在
进行活动 !与他人进行交往和
交流 !自理 !家庭生活以及工
作中 o遇到特定困难时需要他
人帮助 o一般情况下都能独立
完成 ∀

  环境和支持构成人们生活和指导人们生活的自

然 !社会和态度环境 ∀这些因素对个体而言是外在的 o

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的活动表现 !活动能力以及身

体功能与结构可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可分为个体层

面和社会层面两个方面 ∀本标准中主要考虑智力残疾

人对环境提供的支持或监护的需求 !种类和程度 ∀

根据 �≤ƒ各项指标 o对各级别智力残疾的评定见

表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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