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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ｆＮＩＲＳ)已广泛应用在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ＳＤ)的评估及分类诊断中ꎬ本
文主要对 ｆＮＩＲＳ 的原理、技术特点、方法学限制及其在 ＡＳＤ 研究中关注的脑区分布、任务分类、脑功能连接、
分类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ꎬ旨在为 ＡＳＤ 生物标记物的开发及新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提供新的

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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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ＡＳＤ)是一种神

经发育障碍性疾病ꎬ其核心症状为社会沟通和社会交往障碍、
兴趣狭窄并伴随着刻板的重复行为[１] ꎮ 全球范围内ꎬ估计 １６０
例儿童中有 １ 例患有 ＡＳＤꎬ而美国对 ＡＳＤ 患病率的估计甚至更

高ꎬ５９ 例 ８ 岁儿童中有 １ 例 ＡＳＤ[２] ꎮ ＡＳＤ 患者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巨大的经济负担[３] ꎬＡＳＤ 发病的生物学机制目前尚不清楚ꎬ
也没有可靠的生物学标记物用来诊断ꎬ其诊断仍处于行为学观

察的层面上[４] ꎮ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

ｐｙꎬ ｆＮＩＲＳ)是一种非侵入性光学脑成像技术ꎬ通过测量神经元

激活后脑组织中的氧合血红蛋白(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ꎬＨｂＯ２

或 Ｏｘｙ￣Ｈｂ)和脱氧血红蛋白(ｄ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ꎬ ＨｂＲ 或

Ｄｅｏｘｙ￣Ｈｂ)的相对浓度变化ꎬ从而反应大脑皮质的功能活动ꎬ它
几乎没有物理约束ꎬ且能容忍运动和电磁伪影ꎬ具有操作简单、
抗干扰性强、时间分辨力高、兼容性好等优势[５] ꎬ可实现临床多

种自然场景下患者脑功能的快速检查ꎬ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

床[６￣８] ꎮ 近年来ꎬｆＮＩＲＳ 在 ＡＳＤ 的诊断及评估中的应用较为广

泛ꎬ为 ＡＳＤ 的生物标记物的开发、以及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提

供了新思路ꎬ本文对 ｆＮＩＲＳ 在 ＡＳＤ 中的应用作一综述ꎮ

ｆＮＩＲＳ 基本原理及技术特点

ｆＮＩＲＳ 是一种无创、安全的光学脑成像技术ꎬ该技术通过利

用大脑与血液氧合关系来衡量神经活动ꎬ当大脑区域具有功能

性活动时ꎬ神经元的代谢活动会增加ꎬ该区域的脑血流量也将

增加ꎬ脑血容量、氧代谢率和 ＨｂＯ２ 也将增加ꎬ而脱氧血红蛋白

减少[９] ꎮ ＨｂＯ２ 是区域脑血流的最敏感参数ꎬ且与功能磁共振

成像技术(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ꎬｆＭＲＩ)中使用的

血氧水平信号呈最强正相关[１０] ꎮ 从简单的单通道或双通道设

置到最新的 ９６ 通道系统ꎬｆＮＩＲＳ 可以同时覆盖不同的大脑区

域ꎮ ｆＮＩＲＳ 测试的数据分为静息态和任务态ꎬ尽管 ｆＮＩＲＳ 对运

动不受约束ꎬ但 ｆＮＩＲＳ 测试的数据通常需要经过预处理ꎬ以消除

运动伪影ꎬ减少由于呼吸、心脏等引起的系统性噪音而带来的

影响ꎮ 对于数据的预处理ꎬ目前比较常用的软件有 ＳＰＭ[１１] 、
Ｈｏｍｅｒ２[１２￣１３]和 ＮＩＲＳ￣ＫＩＴ[１４]等工具箱ꎬ不同工具箱处理的结果

之间的差异ꎬ以及不同工具箱之间的优缺点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ꎮ
尽管 ｆＮＩＲＳ 是一种便利的检测方式ꎬ但它却有一些方法学

上的限制:①由于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ＭＮＩ)空间标准的大脑模板是基于成年人的大脑[１５] ꎬ
因此目前尚无适合婴儿和儿童的模板ꎬ目前ꎬ儿童 ｆＮＩＲＳ 通道空

间位置一般采用国际 １０￣２０ 系统ꎻ②婴儿和 ＡＳＤ 儿童由于难以

控制自己的身体运动ꎬ即使 ｆＮＩＲＳ 相对不受运动影响ꎬ但降噪问

题也是预处理的重要步骤ꎬ而目前对数据的处理尚无统一的标

准[１６] ꎻ③ｆＮＩＲＳ 对厚发或深色头发人(如非洲或亚洲人)的应用

有一定难度ꎻ④随着儿童不断的成长发育ꎬ头骨厚度不断发生

变化ꎬ故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相同大脑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可能

会存在一定的误差ꎻ⑤ ｆＮＩＲＳ 只能测量皮质区域 (深度约

２０ ｍｍ)ꎬ无法检测更深的皮质和皮质下结构ꎻ⑥文献中氧合血

红蛋白的缩写有 ＨｂＯ２ 和 Ｏｘｙ￣Ｈｂꎬ脱氧血红蛋白的缩写有 ＨｂＲ
和 Ｄｅｏｘｙ￣Ｈｂꎬ不同的文献表述不同ꎬ未来应该对其进行统一ꎮ
这些限制在未来的研究中是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ꎮ

ｆＮＩＲＳ 在儿童 ＡＳＤ 研究中关注的脑区分布

研究者通过 ｆＮＩＲＳ 检测 ＡＳＤ 儿童大脑皮质不同区域血流

动力学变化ꎬ以评估其各项功能水平ꎮ 前额叶皮质与动作和决

策的控制有关ꎬ执行功能不足可能导致 ＡＳＤ 患者许多异常的感

知和行为特征[１７] ꎮ 左颞叶皮质与语言处理能力相关[１８] ꎮ ＡＳＤ
还有处理语音的困难和语言的延迟出现缺陷ꎬ这些困难与前额

叶皮质和颞皮质(尤其是前扣带皮质、岛叶、颞上回)的低激活

有关[１９] ꎮ ＡＳＤ 患者一般难以理解和参与社交互动ꎬ如面部识

别、感知他人情绪、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等能力ꎬ这些可能与心理

理论处理相关的区域(如内侧前额叶皮质、杏仁核和后扣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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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有关[２０] ꎮ ｆＮＩＲＳ 在儿童 ＡＳＤ 研究中关注的脑区多数为大

脑前额叶皮质、颞叶、额颞叶、枕叶[２１]等ꎮ 这些研究的结果大多

表现为 ＡＳＤ 患者不同程度的激活弱化和功能连接异常ꎮ

ｆＮＩＲＳ 在儿童 ＡＳＤ 研究中的任务分类

ｆＮＩＲＳ 的应用揭示了 ＡＳＤ 在不同任务状态下的脑功能激活

和功能连接异常ꎬ为 ＡＳＤ 的神经病理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

据ꎮ ｆＮＩＲＳ 在儿童 ＡＳＤ 研究中的任务分类主要有面部识别任

务、视听任务、社会互动背景下执行的任务等ꎮ
一、面部识别任务

婴儿通常在出生后几周内就具备识别母亲面部的能力[２２] ꎬ
面部处理缺陷和社交障碍是 ＡＳＤ 的核心特征ꎮ 一项使用 ｆＮＩＲＳ
测试 ７ 月龄婴儿患 ＡＳＤ 高风险(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ａｕｔｉｓｍꎬ ＨＲＡ)和低风

险(ｌｏｗ￣ｒｉｓ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ＬＲＣ)的面部感知任务ꎬ该任务给婴儿播放

一段母亲或陌生女人给予微笑或中立性质的面部表情的视频

(视频为婴儿参与者的母亲被要求用中性和微笑的表情回答一

系列问题ꎬ从视频中删除声音ꎬ将每种情绪的 １６ 个视频剪辑组

合在一起ꎬ以实现 ３２ ｓ 的刺激ꎬ从中性表情过渡到微笑表情)ꎬ
结果显示ꎬ与母亲相比ꎬ陌生人对 ＬＲＣ 组右侧大脑区域的 ＨｂＲ
反应降低ꎬ而 ＨＲＡ 组的反应则相反[２３] ꎮ

Ｉｃｈｉｋａｗａ 等[２４]利用 ｆＮＩＲＳ 检测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ａｔ￣
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ＡＤＨＤ)的儿童和患有 ＡＳＤ
的儿童在对自己母亲的脸或陌生女性脸部的图像进行识别时ꎬ
表现出不同的血液动力学反应ꎮ 同样的面部识别任务研究显

示ꎬ评估 ＡＳＤ 患者的不对称性大脑功能时ꎬ与正常发育(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ꎬ ＴＤ)儿童相比ꎬＡＳＤ 儿童在行人类面部的识别时右

脑不对称性减少ꎬ但在行机器人脸的识别时ꎬＡＳＤ 儿童与 ＴＤ 儿

童的大脑不对称模式相似[２５] ꎮ Ｈｉｒａｔａ 等[２６] 使用口语流利度任

务和情绪面部识别任务评估了参与者的大脑功能ꎬ发现与健康

人相比ꎬＡＳＤ 患者在社会和非社会认知任务中都存在左额、颞
叶功能障碍ꎬ在非社会认知任务中还存在右额、颞叶功能障碍ꎮ

二、视听任务

部分 ＡＳＤ 患者表现出对声音的超敏性ꎬ以及缺乏对声音的

认识ꎮ 一项 ｆＮＩＲＳ 研究测试了 ＡＳＤ 患者在各种听力和忽略任

务中前额叶 Ｏｘｙ￣Ｈｂ 的变化情况ꎬ听觉刺激任务为纯音、元音、
无意义音节和简单故事(每个播放 ２ 次ꎬ参与者听其中 １ 个ꎬ忽
略另 １ 个)ꎬ研究结果表明ꎬＡＳＤ 受试者的听觉皮质在注意过程

中对声音有反应ꎬ且听觉皮质的 Ｏｘｙ￣Ｈｂ 随着有意的倾听而增

加ꎬ皮质反应不是在听觉上ꎬ而是在 ＡＳＤ 的前额区域ꎻ因此ꎬ
ＡＳＤ 对于声音的不知情可以解释为由于注意力不集中ꎬ而不是

听觉皮质功能障碍[２７] ꎮ
在家族性 ＡＳＤ 高风险和低风险的 ３ 月龄婴儿中ꎬ婴儿在聆

听包含音节重复的听觉刺激时ꎬ使用 ｆＮＩＲＳ 对左右颞区进行测

试ꎬ每个试验由相同类型的音节序列(ＡＢＢ 或 ＡＢＣ)的 １０ 种不

同表现形式组成ꎻ试验持续约 １６ ｓꎬ中间至少有 １５ ｓ 的沉默ꎻ每
个婴儿听到每种音节序列的 ８~１４ 次试验ꎬ研究表明ꎬ女性低风

险婴儿在重复的音节刺激下表现出神经激活减少ꎬ而女性高风

险婴儿的神经活动没有表现出变化ꎬ这一发现可能表明语言发

育或 ＡＳＤ 的潜在神经内表型特定于有患该疾病风险的女

性[１３] ꎮ
Ｚｈｕ 等[２８]测试了平均年龄为 ８ 岁的 ２０ 例 ＡＳＤ 儿童和 ２１

例 ＴＤ 儿童在连续 ８ ｍｉｎ 观看 ８ 个剪辑视频ꎬ过程中要求儿童眼

睛时刻跟随红点ꎬ并通过 ｆＮＩＲＳ 观察 ＡＳＤ 儿童与 ＴＤ 儿童大脑

皮质反应的差异性ꎬ研究表明ꎬ左前额叶皮质的异常发育可能

在 ＡＳＤ 儿童的社会认知缺陷中起重要作用ꎮ 一项针对 ６ 月龄

以下有 ＡＳＤ 家族风险的婴儿前瞻性纵向研究表明ꎬ额、颞叶对

于视听觉的刺激激活程度变化与后期发育的病情严重程度成

正比[２９] ꎮ 有研究者在之前实验的基础上引入了非社交动态刺

激条件ꎬ从而可以比较社交动态和非社交、静态以及动态刺激ꎬ
结果表明ꎬ低风险婴儿在右后颞叶皮质显示出对社会刺激的激

活ꎬ但在 ＡＳＤ 高风险的婴儿中这种激活减少[３０] ꎮ
通过 ｆＮＩＲＳ 记录 ＡＳＤ 和 ＴＤ 儿童在观看动画片时的含氧血

红蛋白浓度信号ꎬ并使用去趋势波动分析对血红蛋白浓度信号

的长程时间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ꎬ结果表明ꎬＡＳＤ 儿童血红蛋

白浓度信号的去趋势波动分析指数降低[３１] ꎮ 同样的任务ꎬ另一

项研究对年龄 ４.８~８.０ 岁的 ＡＳＤ 儿童和 ＴＤ 儿童观看动画片时

的功能网络进行定量分析ꎬ发现即使在功能网络二值化的阈值

范围很广的情况下ꎬＡＳＤ 幼儿的网络效率也很低[３２] ꎮ 为探索

ＡＳＤ 幼儿神经发育的个体差异ꎬＬｉ 等[３３]招募了 ４６ 例 ＡＳＤ 儿童

(２.０~８.９ 岁)观看动画片ꎬ经 ｆＮＩＲＳ 测试发现ꎬ具有较高 ＡＳＤ 行

为水平的儿童大脑功能网络连接下降ꎬ且患有 ＡＳＤ 的儿童网络

连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ꎮ 还有研究用三音节的听觉刺激

任务研究 ＡＳＤ 儿童前额叶皮质的功能连接[３４] ꎬ用不同的音节

声音刺激研究 ＡＳＤ 儿童脑额叶的激活[３５] ꎮ
三、社会互动背景下执行的任务

有关人与人交际互动时的神经反应研究发现ꎬ大脑活动受

社交环境的调节影响[３６] ꎮ 因此ꎬ仅通过检查个人的大脑ꎬ而不

去了解相互之间作用的大脑ꎬ就无法全面理解人与人交际互动

过程中发生的神经反应ꎮ 所以ꎬ为了研究在社会互动的背景

下ꎬ研究 ＡＳＤ 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大脑间交流ꎬ让患有 ＡＳＤ 的儿

童和其父母在提示下共同按键ꎬ通过 ｆＮＩＲＳ 测量发现ꎬ与自发和

非互动行为相比ꎬ与父母进行合作互动时ꎬＡＳＤ 儿童表现出前

额叶皮质的人际神经同步性增强ꎬ且患有 ＡＳＤ 症状越严重的儿

童在合作期间表现的动作水平越差ꎬ与父母合作互动的同步性

越低[１４] ꎮ
有研究利用 ｆＮＩＲＳ 评估 ＡＳＤ 患者同时与父母和成年的陌

生人一起执行合作和竞争性任务的脑￣脑同步性时发现ꎬ患有

ＡＳＤ 的儿童和青少年显示出与互动伙伴的运动同步性降低ꎬ且
研究表明ꎬ大脑与大脑的同步性受孩子的年龄以及儿童期和青

春期互动伙伴的熟悉程度的影响[１２] ꎮ
四、其它任务

执行功能障碍是 ＡＳＤ 异常行为特征之一ꎬ 用于研究反应

抑制功能的心理学任务有 Ｇｏ / Ｎｏ￣Ｇｏ 任务[３７￣３８] 、斯特鲁普

(Ｓｔｒｏｏｐ)任务[３７ꎬ３９] ꎮ 一项未用药和哌醋甲酯给药的 ＡＤＨＤ 和

ＡＳＤ 共患病 ＡＤＨＤ 儿童(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和交叉设计)
的研究[３８] ꎬ通过在 Ｇｏ / Ｎｏ￣Ｇｏ 任务期间使用 ｆＮＩＲＳ 测试 ２ 组受

试者的右侧额中回、角回和中央前回的 ＨｂＯ２ 浓度变化ꎬ获得了

具有高特异性、高敏感度和良好准确度的鉴别诊断工具模型ꎮ
Ｙｅｕｎｇ 等[４０]研究报道ꎬ２２ 例 １１ ~ １８ 岁 ＡＳＤ 青少年和 ２２ 例 ＴＤ
青少年被要求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单词类别后ꎬ尽可能多地说出

属于相同类别的单词ꎬ结果显示ꎬＴＤ 青少年在单词产生过程中

主要在外侧前额叶皮质显示激活不同ꎬ而 ＡＳＤ 青少年在外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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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侧前额叶皮质具有类似的激活ꎬ研究表明 ＡＳＤ 患者这种横

向￣内侧激活区分的缺乏与单词检索不佳有关ꎮ

ＡＳＤ 儿童的脑功能连接

目前许多研究指出ꎬ无论是静息态还是任务态ꎬＡＳＤ 患者

的脑功能连接都存在模式或者连接强度的异常ꎬ一般表现为脑

区间的远距离功能连接是不足的ꎬ而个体局部脑区的功能连接

却是过度的ꎬ但也有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存在ꎬ未来仍需进一步

探索ꎮ
一、脑功能连接不足

Ｚｈｕ 等[４１] 的一篇关于 ＡＳＤ 患儿静息状态功能连接 ｆＮＩＲＳ
的研究ꎬ招募了 １０ 例 ＡＳＤ 患儿和 １０ 例 ＴＤ 患儿进行 ８ ｍｉｎ 的静

息状态测量ꎬ结果表明ꎬ与 ＴＤ 儿童相比ꎬＡＳＤ 儿童在双侧颞叶

皮质中表现出半球间连通性降低ꎬ双侧颞叶皮质的局部连通性

也显著降低ꎮ 另一项对 ４７ 例儿童(其中包括 ２５ 例 ＡＳＤ 儿童)
颞叶的静息态 ｆＮＩＲＳ 测试研究[４２]表明ꎬ与 ＴＤ 患儿相比ꎬＡＳＤ 患

儿双侧颞叶静息状态功能连通性较弱ꎮ 改变任务状态之后发

现ꎬ与 ＴＤ 儿童相比ꎬＡＳＤ 儿童在观看动画片时ꎬ右侧前额叶皮

层与左侧前额叶皮层、双侧颞叶皮层的功能连通性减弱[３２] ꎮ
Ｚｈｕ 等[２８]研究发现ꎬ与 ＴＤ 儿童相比ꎬＡＳＤ 儿童在联合注意时在

额叶皮质的功能连接减弱ꎮ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ꎬ使用 ｆＮＩＲＳ 方

法评估 ＡＳＤ 大脑皮层异常功能连通性的可行性及其在诊断中

的潜在应用价值ꎮ
二、脑功能过度连接

８~１８ 岁的 ＡＳＤ 患者在行亲子竞争的任务时大脑的连通性

广泛增强ꎬ以及在行亲子合作任务时前额叶皮质局部的连通性

增强[１２] ꎮ 在一项观察 ３~７ 岁 ＴＤ 和 ＡＳＤ 儿童大脑前额叶功能

连接的研究中ꎬ通过在有叙述的图片卡片表演中测量低频自发

波动(０.０１－０.１０ Ｈｚ)的相干性ꎬ评估了左、右前额叶皮层之间的

功能连通性ꎬ相干性分析表明ꎬＡＳＤ 儿童在 ０.０２ Ｈｚ 波动时半球

间的连通性显著提高ꎬ而功率分析在低频波动(０.０１－０.１０ Ｈｚ)
方面没有显示出两组之间的显著差异ꎻ且根据自闭症诊断观察

表的评分ꎬＡＳＤ 儿童的这种异常的高连通性与社交缺陷的严重

程度呈正相关[４３] ꎮ
Ｌｉ 等[４４]研究提出一种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归一化熵相结合

的方法ꎬ用于研究 ｆＮＩＲＳ 研究中多个动态功能连通性序列的空

间复杂性ꎬ该分析旨在描述基于相位同步的动态功能连接的复

杂空间特征ꎬ这是传统方法无法解释的ꎻ该研究发现ꎬ在平均年

龄 ６ 岁的 ＡＳＤ 患者观看动画片时ꎬＡＳＤ 儿童的右前额叶皮质中

存在信息交换缺陷ꎬ并且前额叶皮质与其他大脑区域之间的区

域间功能连通性空间复杂性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ꎮ
有研究[３４]收集 ２７ 例 ＨＲＡ 婴儿和 ３７ 例 ＬＲＣ 婴儿双侧颞

叶皮层的静息态 ｆＮＩＲＳ 数据ꎬ结果表明ꎬ３ 月龄的 ＨＲＡ 婴儿与

ＬＲＣ 婴儿相比ꎬ整体功能连通性有所提高ꎬ６ 月龄和 ９ 月龄的

ＨＲＡ 和 ＬＲＣ 婴儿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ꎬ１２ 月龄之前ꎬＨＲＡ 婴

儿与 ＬＲＣ 婴儿的连接性下降ꎻ另一项研究[４５]用 ｆＮＩＲＳ 检测了 ９
例高风险(患有 ＡＳＤ 的老年兄弟姐妹)和 ６ 例低风险(无 ＡＳＤ
家族史)婴儿的自然性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功能激活和功能连

接ꎬ结果表明ꎬ与低风险婴儿相比ꎬ高风险婴儿的左右半球激活

减少ꎻ社交前和社交后ꎬ高风险婴儿的功能连接性也比低风险

婴儿高ꎬ且社交期间的连接性下降ꎮ

ｆＮＩＲＳ 在 ＡＳＤ 儿童分类诊断中的应用

目前ꎬＡＳＤ 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及量表评估ꎬｆＮＩＲＳ 的

出现为 ＡＳＤ 的诊断及评估提供了客观依据ꎬ而且 ｆＮＩＲＳ 的测试

简单ꎬ适用人群可以从婴儿到老年ꎮ ＡＳＤ 儿童的分类诊断的应

用方法主要有支持向量机(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ꎬＳＶＭ)、卷积

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ＣＮＮ)、样本熵(ｓａｍｐｌｅ ｅｎ￣
ｔｒｏｐｙꎬＳａｍｐＥｎ)等算法ꎬ目前已有很多研究将 ｆＮＩＲＳ 数据应用在

ＡＳＤ 儿童的分类诊断中ꎮ
一、分类算法 ＳＶＭ
根据 ＡＤＨＤ 参与者和 ＡＳＤ 患者在面对视觉刺激时的血流

动力学反应不同这一基础ꎬＩｃｈｉｋａｗａ 等[２４] 成功地找到了 ＳＶＭ
以 ８４％的准确率对真实血液动力学数据进行分类的最佳子集ꎮ
另有研究者[４２] 利用基于包括双边静息状态功能连接和 ＨｂＯ２

波动功率的 ＳＶＭ 模型区分 ＡＳＤ 和 ＴＤꎬ以 ＨｂＯ２ 作为变量可以

实现高精度分类ꎬ敏感性为 ８１.６％ꎬ特异性为 ９４.６％ꎬ并提出多

参数成像可能会更准确地区分 ＡＳＤ 和 ＴＤ 这一结论ꎮ
有研究者利用 ｆＮＩＲＳꎬ通过频域分析ꎬ发现了一个新的特

征ꎬ即低频脑血流动力学振荡的功率谱在 ＡＳＤ 中表现出独特的

模式ꎬ通过观察到的特征可以通过使用 ＳＶＭ 分类器在 ＡＳＤ 和

ＴＤ 之间实现相当准确的分类ꎬ敏感度 ９０.２％ꎬ特异度 ９５.１％ꎬ准
确率 ９２.７％ [４６] ꎮ

二、深度学习算法 ＣＮＮ
有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由 ＣＮＮ 和循环神经网络组成的多层

神经网络ꎬ用于学习和预测 ＡＳＤꎬ通过 ｆＮＩＲＳ 从 ２５ 例患有 ＡＳＤ
儿童和 ２２ 例 ＴＤ 儿童的双侧额下回和颞皮质中收集自发性血

流动力学波动ꎬ通过使用这种组合的深度学习网络ꎬ即使使用

单个光通道ꎬ也可以实现 ＡＳＤ 与 ＴＤ 之间的高精度分类ꎬ达到准

确率 ９２.２％、敏感度 ８５.０％和特异度 ９９.４％ [４７] ꎮ 在此基础上ꎬ
Ｘｕ 等[４８] 还构建了将长短期记忆 ( 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ＬＳＴＭ)和 ＣＮＮ 结合在一起的深度学习模型ꎬ旨在探索颞叶的潜

在变化来鉴别 ＡＳＤꎬ通过 ＨｂＲ 的血流动力学信号ꎬ利用 ＬＳＴＭ
和 ＣＮＮ 识别 ＡＳＤ 的分类准确率为 ９５.７％ꎬ敏感度为 ９７.１％ꎬ特
异度为 ９４.３％ꎮ

三、信号处理算法 ＳａｍｐＥｎ
有研究[４９]表明ꎬｆＮＩＲＳ 的 ＳａｍｐＥｎ 可以准确区分 ＡＳＤꎬ该研

究利用双侧额下回和颞叶皮质 ｆＮＩＲＳ 的 ＳａｍｐＥｎ 对 ２５ 例 ＡＳＤ
儿童和 ２２ 例 ＴＤ 儿童进行心理模式分析ꎬ以 ＳａｍｐＥｎ 作为特征

变量ꎬ应用机器学习分类器标记 ＡＳＤ 并定位大脑中的异常区

域ꎬ结果表明 ＡＳＤ 的 ＳａｍｐＥｎ 普遍低于 ＴＤꎬ表明 ＡＳＤ 的 ｆＮＩＲＳ
系列不稳定ꎬ波动小ꎬ自相似性高ꎬＡＳＤ 和 ＴＤ 之间的分类准确

率可以达到 ９７.６％ꎮ
四、聚类算法

研究表明ꎬ使用以网络效率为特征参数的 ｋ 均值聚类方

法ꎬ对所有参与测试的 ４.８ ~ ８.０ 岁的 ＡＳＤ 儿童和 ＴＤ 儿童的最

大分类准确率可以达到 ８３.３％ [３２] ꎮ

ｆＮＩＲＳ 在 ＡＳＤ 儿童治疗中的应用

利用神经信号的实时反馈ꎬ受试者可以学习调节区域性大

脑活动ꎬ并可能减轻诸如疼痛之类的医学症状[５０] 或改善 Ａ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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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症状[５１] ꎮ Ｌｉｕ 等[５２]利用 ｆＮＩＲＳ 实时反馈 ＨｂＯ２ 的自我调

节方法研究 ４ 例受试者(２ 例 ＡＳＤ 和 ２ 例 ＴＤ)ꎬ受试者参与面

部身份识别训练计划ꎬ此间根据受试者的大脑活动和行为表现

给予隐式强化训练ꎬ训练中 １ 例 ＡＳＤ 和 １ 例 ＴＤ 参与者接受真

实反馈ꎬ而另 ２ 例参与者接受虚假反馈ꎻ经 ５ 次训练后ꎬ接受真

实反馈的受试者(尤其是患有 ＡＳＤ 的参与者)在面部识别方面

比接受虚假反馈的受试者表现出更大的改善ꎬ这表明基于

ｆＮＩＲＳ 的神经反馈可以增强对 ＡＳＤ 儿童的治疗干预[５２] ꎮ
Ｊｕｎｇ 等[２５]利用 ｆＮＩＲＳ 发现当 ＡＳＤ 儿童面对人类面孔时大

脑的不对称性明显减少ꎬ但与机器人的口语交流却明显增加ꎬ
表现出与 ＴＤ 儿童的大脑不对称模式相似ꎻ也有报道称机器人

可以有助于 ＡＳＤ 患者的康复治疗[３４] ꎮ Ｂｒｅｍｅｒ 等[５３] 让参与者

在不同的日期完成循环训练、跑步机行走和久坐控制三项

２０ ｍｉｎ的训练任务ꎬ结果显示循环训练在这 ３ 项任务中引起的

变化最大ꎬ说明循环训练可以改善 ＡＳＤ 儿童大脑氧合的即时效

应和抑制性控制ꎬ故认为运动是增强 ＡＳＤ 儿童执行功能的可行

干预措施ꎮ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ｆＮＩＲＳ 作为一种新兴的脑功能检测工具ꎬ已被广

泛地应用于 ＡＳＤ 的分类诊断、评估以及治疗中ꎬ具有很好的研

究应用前景ꎬ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者进行进一步探讨ꎮ
①尽管有大量的 ｆＮＩＲＳ 预处理和分析程序以及免费工具箱可供

使用ꎬ但迄今为止ꎬ对于 ｆＮＩＲＳ 数据的分析尚无统一标准ꎬ缺乏

标准化的用于预处理和分析算法的众多可调整参数ꎬ这可能会

使 ｆＮＩＲＳ 的初学者感到困惑ꎬ并可能导致研究质量不佳或产生

对结果的误解和不可重复性ꎻ②对于儿童大脑皮质的空间定

位ꎬ由于 ＭＮＩ 等标准的大脑模板是基于成年人的大脑ꎬ因此目

前尚无适合婴儿和儿童的模板ꎬ这也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

的误差ꎮ
对于目前 ｆＮＩＲＳ 在 ＡＳＤ 患者中的应用存在的一些问题ꎬ未

来可以进行以下方面的探讨和研究:①规范 ｆＮＩＲＳ 的操作方法

与流程ꎬ提出对于 ｆＮＩＲＳ 任务设计、数据处理方法、数据参数意

义的指南ꎻ②将应用不同工具箱分析的数据进行对比ꎬ并分析

各工具箱之间的优缺点ꎬ为后续学者在工具箱应用的选择上提

供依据ꎻ③进行大样本量不同年龄段 ＡＳＤ 患者大脑皮质的空间

定位的 ＭＮＩ 模板的制定研究ꎬ使 ｆＮＩＲＳ 能有适合婴儿和儿童的

模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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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Ｆｒｏｎｔ Ｈｕｍ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３ꎬ７:８９. ＤＯＩ:１０. ３３８９ / ｆｎｈｕｍ.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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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ｎｔ Ｈｕｍ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４ꎬ８:４８０. 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ｎｈｕｍ.２０１４.００４８０.

[２５] Ｊｕｎｇ ＣＥꎬ Ｓｔｒｏｔｈｅｒ Ｌꎬ Ｆｅｉｌ￣Ｓｅｉｆｅｒ Ｄ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ｆｏｒ 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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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Ｈｉｒａｔａ Ｋꎬ Ｅｇａｓｈｉｒａ Ｋꎬ Ｈａｒａｄ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Ｊ] . Ｓｃｉ Ｒｅ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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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Ｆｕｎａｂｉｋｉ Ｙꎬ Ｍｕｒａｉ Ｔꎬ Ｔｏｉｃｈｉ Ｍ.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ｎｄ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 Ｊ] . Ｒｅｓ Ｄｅｖ Ｄｉｓａｂｉｌꎬ２０１２ꎬ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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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Ｚｈｕ Ｈꎬ Ｌｉ Ｊꎬ Ｆａｎ Ｙꎬｅｔ ａｌ.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ｊｏｉｎｔ / ｎｏｎ￣ｊｏｉ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ＳＤ):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Ｏｐ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５ꎬ６(３):６９０￣７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４ / ＢＯＥ.６.０００６９０.

[２９] Ｌｌｏｙｄ￣Ｆｏｘ Ｓꎬ Ｂｌａｓｉ Ａꎬ Ｐａｓｃｏ 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ｔｅｒ ａｕｔｉｓｍ[Ｊ] . Ｅｕｒ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８ꎬ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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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Ｂｒａｕｋｍａｎｎ Ｒꎬ Ｌｌｏｙｄ￣Ｆｏｘ Ｓꎬ Ｂｌａｓｉ Ａ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５￣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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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Ｌｉ Ｙꎬ Ｙｕ 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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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９:６７. 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ｐｈｙｓ.２０１８.０００６７.

[３４] Ｋｅｅｈｎ Ｂꎬ Ｗａｇｎｅｒ ＪＢꎬ Ｔａｇｅｒ￣Ｆｌｕｓｂｅｒ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ｔ￣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ａｕｔｉｓｍ: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ｔｕｄｙ[ Ｊ] . Ｆｒｏｎｔ Ｈｕｍ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３ꎬ７:
４４４. 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ｎｈｕｍ.２０１３.００４４４.

[３５] Ｆｕｎａｂｉｋｉ ＹꎬＭｕｒａｉ ＴꎬＴｏｉｃｈｉ Ｍ.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ｎｄ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 Ｊ] . Ｒｅｓ Ｄｅｖ Ｄｉｓａｂｉｌꎬ２０１２ꎬ３３
(２):５１８￣５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ｒｉｄｄ.２０１１.１０.０１６.

[３６] Ｈｉｒｓｃｈ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Ｎｏａｈ ＪＡꎬ ｅｔ ａｌ.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ｉｅｔ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ｒａｉ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ｉｖｅ ｅｙｅ￣ｔｏ￣ｅｙｅ ｃｏｎ￣
ｔａｃｔ[ Ｊ] .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ꎬ２０１７ꎬ１５７:３１４￣３３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
ａｇｅ.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８.

[３７] Ｘｉａｏ ＴꎬＸｉａｏ Ｚꎬ Ｋｅ ＸＹ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ｕ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ｄａｔａ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２ꎬ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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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Ｓｕｔｏｋｏ Ｓꎬ Ｍｏｎｄｅｎ Ｙꎬ Ｔｏｋｕｄａ Ｔ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ｍｅｔｈｙｌｐｈｅｎｉｄａｔｅ￣
ｅｖｏｋ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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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ｅｅ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Ｆｒｏｎｔ Ｈｕｍ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９ꎬ１３:７. ＤＯＩ:
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ｎｈｕｍ.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７.

[３９] Ｙａｓｕｍｕｒａ ＡꎬＫｏｋｕｂｏ Ｎꎬ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Ｈꎬ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ｅ￣
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ｏｏｐ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ｔｒｏｏｐ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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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Ｙｅｕｎｇ ＭＫꎬＬｅｅ ＴＬꎬＣｈａｎ ＡＳ.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ｌｏｂ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ｗｏｒ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ｆｕｎｃ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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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Ｏｐ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７(１０):３８７１￣３８８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４ / ＢＯＥ.７.００３８７１.

[４３] Ｋｉｋｕｃｈｉ Ｍꎬ Ｙｏｓｈｉｍｕｒａ Ｙꎬ Ｓｈｉｔａｍｉｃｈ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ｈｅ￣
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３￣ ｔｏ ７￣ｙｅａｒ￣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８(２):ｅ５６０８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０５６０８７.

[４４] Ｌｉ ＹＷꎬ Ｊｉａ ＨＢꎬ Ｙｕ ＤＣ. Ｎｏ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ＮＩＲ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Ｏｐ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８ꎬ９(８):３６９４￣３７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４ / ＢＯＥ.９.００３６９４.

[４５] Ｂｈａｔ ＡＮꎬ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ＮＭꎬ Ｅｉｌｂｏｔｔ ＪＥ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Ｊ] . Ｉｎｆａｎｔ
Ｂｅｈａｖ Ｄｅｖꎬ２０１９ꎬ５７:１０１３３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ｉｎｆｂｅｈ.２０１９.１０１３３７.

[４６] Ｃｈｅｎｇ ＨＹꎬ Ｙｕ Ｊꎬ Ｘｕ Ｌ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 ｈｏ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Ｏｐ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０ ( ３): １３８３￣１３９２.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４ / ＢＯＥ.１０.００１３８３.

[４７] Ｘｕ Ｌꎬ Ｇｅｎｇ Ｘꎬ Ｈｅ Ｘ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ｍ ｂｙ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９ꎬ１３:１１２０. 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ｎｉｎｓ.２０１９.０１１２０.

２８２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第 ４５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３



[４８] Ｘｕ Ｌꎬ Ｌｉｕ Ｙꎬ Ｙ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ｂｙ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ｂｒ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２０２０ꎬ３３１:１０８５３８.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ｊｎｅｕｍｅｔｈ.２０１９.１０８５３８.

[４９] Ｘｕ ＬＹꎬ Ｈｕａ ＱＬꎬ Ｙ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ｉｇｎａｌ[Ｊ] .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ꎬ２０２０ꎬ１３１(６):１３６５￣１３７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ｌｉｎｐｈ.２０１９.１２.４００.

[５０]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Ｖꎬ Ｓｕｔｔｉｅ Ｎꎬ Ｓｉｖａｎａｔｈａ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ｇａｍ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ｎｅｕｒ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Ｊ] .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ｅｎｇꎬ２０１４ꎬ
７:２１. 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ｎｅｎｇ.２０１４.０００２１.

[５１] Ｋｉｍ ＥＳꎬ Ｂｅｒｋｏｖｉｔｓ ＬＤꎬ Ｂｅｒｎｉｅｒ ＥＰ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Ｊ] . Ｊ Ａｕｔｉｓｍ Ｄｅｖ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１３ꎬ４３(５):１０３８￣１０４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８０３￣０１２￣１６４５￣２.

[５２] Ｌｉｕ ＮꎬＣｌｉｆｆｅｒ ＳꎬＰｒａｄｈａｎ ＡＨꎬ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ｎｅｕｒｏ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 Ｊ ] . Ｎｅｕｒ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 ( １ ):
０１１０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７ / １.ＮＰｈ.４.１.０１１００３.

[５３] Ｂｒｅｍｅｒ Ｅꎬ Ｇｒａｈａｍ ＪＤꎬ Ｈｅｉｓｚ Ｊ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Ｊ] . Ｆｒｏｎｔ Ｂｅｈａｖ 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２０ꎬ１４:８４. 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ｎｂｅｈ.２０２０.０００８４.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２０)
(本文编辑:汪　 玲)

消息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依瑞德杯”经颅磁刺激优秀论文评奖结果公告

为了检阅和总结国内康复界经颅磁刺激( 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ＴＭＳ)的研究成就ꎬ鼓励广大专业人员进一步深化

ＴＭＳ 应用与研究ꎬ«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与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联手ꎬ对本刊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所发表的 ＴＭＳ 论

文开展了评优活动ꎮ
本次活动中ꎬ聘请了由国内 ＴＭＳ 领域的 １２ 位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ꎬ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ꎬ从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

性三方面进行全面衡量ꎬ并结合论文的写作水平做出评判ꎬ经层层筛选与认真评审ꎬ最终确定了获奖名单ꎮ 在此谨向各位获奖者表

示热烈的祝贺ꎬ并对专家组的辛勤工作及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的鼎力赞助致以衷心的感谢!

获奖论文名单

一等奖(１ 名):
１.间歇性 θ 短阵脉冲刺激对轻度认知障碍合并吞咽障碍患者认知及吞

咽功能的影响及机制(王杰ꎬ杨诚ꎬ卫小梅ꎬ等)ꎬ ２０２１ꎬ４３(１２):１０９４￣
１０９９.

二等奖(３ 名):
１.不同频率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梗死患者上肢功能的影响(殷稚

飞ꎬ沈滢ꎬ孟殿怀ꎬ等)ꎬ２０１４ꎬ３６(８):５９６￣６０１.
２.经颅磁刺激对健康受试者舌骨上肌群运动诱发电位的影响(江力生ꎬ
张婷ꎬ林国桢ꎬ等)ꎬ２０１５ꎬ３７(１２):９０４￣９０７.

３.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中枢性疼痛及皮质兴奋性的影响(孙玮ꎬ
赵晨光ꎬ袁华ꎬ等)ꎬ２０１９ꎬ４１(４):２５２￣２５６.

三等奖(６ 名):
１.小脑间歇性 θ 短阵脉冲刺激对小脑卒中吞咽障碍的影响及机制(李坤

彬ꎬ吴志远ꎬ温小鹏ꎬ等)ꎬ２０２１ꎬ４３(１２):１１００￣１１０４.
２.重复经颅磁刺激诱导下运动想象疗法对脑卒中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

影响(居磊磊ꎬ许光旭ꎬ孟兆祥ꎬ等)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７):５９９￣６０３.
３.成对关联刺激与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大脑皮质兴奋性的调节作用(随燕

芳ꎬ宋振华ꎬ童良前ꎬ等)ꎬ２０１３ꎬ３５(７):５４７￣５５１.
４.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单侧大脑半球卒中后患者吞咽障碍的影响(欧
阳瑶ꎬ朱其秀ꎬ阎文静ꎬ等)ꎬ２０１９ꎬ４１(４):２６１￣２６５.

５.小脑间歇性 θ 短阵脉冲刺激对健康人双侧大脑运动皮质兴奋性的调

控(李修齐ꎬ陈颖ꎬ吴军发ꎬ等)ꎬ２０２１ꎬ４３(３):２１５￣２２０.
６.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帕金森病患者临床症状及其细胞衰老相关因

子的影响(郑秀琴ꎬ于苏文ꎬ何益民ꎬ等)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５):４２７￣４３２.
优秀奖(１０ 名):
１.经颅磁刺激抑制健康人初级运动皮质后双侧中央前回精细分区的脑

有效连接变化(陈颖ꎬ朱玉连ꎬ胡瑞萍ꎬ等)ꎬ２０２１ꎬ４３(３):２１１￣２１４.
２.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及其脑事件相关电位

康复评价(王绍昌ꎬ张惠芳ꎬ陈兴时ꎬ等)ꎬ２０２０ꎬ４２(８):７０５￣７０９.
３.经颅磁刺激在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康复疗效评估中的应用(苏敏ꎬ韩
立影ꎬ杨卫新ꎬ等)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３):１７５￣１７９.

４.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静脉血栓形成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李刚ꎬ李
六一ꎬ宋佳ꎬ等)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５):３２７￣３３１.

５.不同频率健侧半球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影响(张祎

辰ꎬ王强ꎬ孟萍萍ꎬ等)ꎬ２０２０ꎬ４２(４):２９５￣２９９.
６.骨盆辅助式康复机器人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下

肢功能的影响(施爱梅ꎬ郑琦ꎬ柏和风ꎬ等)ꎬ２０２１ꎬ４３(８):７１２￣７１６.
７.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多奈哌齐治疗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郑婵娟ꎬ夏文广ꎬ段璨ꎬ等)ꎬ２０２０ꎬ４２(１):３２￣３６.
８.多靶点重复磁刺激对脊髓损伤后尿潴留患者的影响(蒋金金ꎬ尹凯月ꎬ
宋娜ꎬ等)ꎬ２０２２ꎬ４４(５):４３３￣４３６.

９.不同频率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有癫痫发作史的颅脑损伤患者认知

功能的影响(关晨霞ꎬ郭钢花ꎬ李哲)ꎬ２０１６ꎬ３８(５):３４９￣３５２.
１０.不同频率重复经颅磁刺激对脑卒中后非流畅性失语的影响及其血氧

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的表现(胡雪艳ꎬ张通ꎬ刘丽旭ꎬ等)ꎬ２０１４ꎬ
３６(８):５８７￣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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