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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4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中国康复研究

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滨州医学院、中华女子学院、

吉林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山东省康复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芳、梁巍、曲春燕、张庆苏、刘巧云、陈傲、李革临、张云舒、林青、赵

惠、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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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言语功能评估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儿童言语功能评估的原则，提供了儿童言语功能评估的条件、流程、内容和服务质

量控制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的言语功能评估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 children

未满 18 周岁的人员。

3.2

言语 speech

有声语言（口语）形成的机械过程。

3.3

言语障碍 speech disorder

个体的口语产生及运用出现了异常。

注：包括声音的发出、语音的形成、正常的语流节律等。表现为说话费力、发音不清或者完全丧失发音能力的情

况。

3.4

构音障碍 dysarthria

构音器官在构音的过程中，由于运动异常或者协调运动异常，导致发音不清的现象。

3.5

儿童言语失用 childhood apraxia of speech

发生在儿童期，在没有神经肌肉结构和运动缺陷的情况下，出现言语运动的准确性和协调性受损，

导致语音和韵律的产生出现错误。

3.6

嗓音障碍 voice disorder

呼吸或喉部存在器质性病变或功能异常导致的失声、发声困难、声音嘶哑等。

3.7

语畅障碍 fluency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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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的流畅性障碍和言语节奏的紊乱。
注：口吃属于语畅障碍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在说话的过程中拖长音、重复、语塞并伴有面部及其他行为变化等。

4 评估原则

4.1 综合原则

评估内容宜多维化。全面了解和评估儿童的基本信息、病史、听觉能力、构音语音能力、构音器

官的结构和功能、学习能力、神经发育、行为发育等情况。

4.2 阶段原则

评估过程宜进行定期的阶段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判断康复效果、分析错误走向，找到问题所在，

制定或调整康复训练计划。

4.3 时效原则

评估宜注重实效。随时进行观察和评估，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解决。评估内容可适时调整，必

要时宜转诊。

4.4 可信原则

评估测试环境宜符合测试要求。测试时间宜选择在被试状态良好愿意配合测试的情况下进行，测

试人员经过标准化培训，测试过程规范。保证评估结果真实可信。

5 评估条件

5.1 场地条件

5.1.1 设有相应的场所用于进行儿童各项、各阶段言语功能评估。

5.1.2 评估场所符合国家相关安全和消防规定。

5.1.3 无障碍设施符合 GB 50763 规定。

5.1.4 室内的本底噪声≤45dB（A）。

5.1.5 环境布置整洁舒适。

5.2 人员条件

5.2.1 评估机构宜有康复医师、言语治疗师或康复教师等专业人员。

5.2.2 评估人员宜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具备康复、医疗、教育或护理等专业背景。

5.2.3 评估人员可独立完成相关评估工作，并熟悉及能够使用常用评估量表。

5.3 物料条件

5.3.1 宜具有各项评估工具、记录用表、玩教具及儿童桌椅。

5.3.2 根据实际情况宜配套相应评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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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内容

6.1 构音障碍

6.1.1 构音器官检查

包括对头面部、呼吸和口咽部的外观形态及功能的评估。评估时与儿童相对而坐，观察其在自然

放松时构音器官外观形态以及完成目标动作时的功能是否正常。异常情况宜详细描述。

6.1.2 构音语音能力评估

通过字、词、句、阅读、对话等形式对儿童的构音语音能力进行评估，如使用《构音语音能力评

估记录表》以及《双音节声调评估记录表》对声母、韵母、声调音位的习得情况进行评估。评估记录

表样例见附录 A 和附录 B。

6.1.3 腭咽功能的评估

6.1.3.1 口腔内视诊：宜观察安静状态下软腭的长度和形态、硬腭形态；发/a/音时软腭、咽侧壁、

咽后壁的活动度及腭咽间距。

6.1.3.2 发音检查：让儿童自然状态和捏鼻状态下，分别发非鼻音，比较二者的区别。

6.1.3.3 镜面检查：利用鼻息镜或镜面进行检查。鼻息镜或镜面水平放置，弦线面或镜面紧贴于儿童

鼻孔下方 0.5 cm 的皮肤上，让儿童分别发/a/、/i/、/u/三个元音，观察鼻息镜或镜面上是否有鼻漏

气造成的雾气凝结。

6.2 儿童言语失用

6.2.1 非言语运动评估

指导或模仿非言语口面部运动，包括张口、噘嘴、呲牙、鼓腮、伸舌、摆舌、咂唇、咳嗽以及吹

气动作，记录儿童在指导下和模仿下的运动状态。

6.2.2 言语运动评估

检查元音音序、辅音音序、音节音序、词序和句序、正序和逆序，分别指导或模仿发/a-u-i/、

/baba-mama-didi/、/ba-da-la-ga/、单词和短句、数字的顺数和逆数并重复 5 遍，记录发音状态和错

音现象。

6.3 嗓音障碍

6.3.1 视觉模拟评估

以单音、语句以及短文作为测试材料，在听感知评估中用视觉可见的方式描述评估结果。评估人

员在一个 0-10 的标尺上标记嗓音障碍的程度，0 代表完全正常，10 代表嘶哑的极限，0-10 之间的数

值代表不同的嘶哑程度。

6.3.2 听感知评估

嗓音分级评估（GRBAS）采用 4 级评估尺度：0 表示正常，1 表示轻度障碍，2 表示中度障碍，3

表示重度障碍。

注1：GRBAS包括声音嘶哑总体感知程度（grade，G）、发音粗糙声程度（roughness，R）、发音气息声程度（breathness，

B）、发音无力程度（asthenia，A）、发音紧张程度（strain，S）。

注2：常用声音嘶哑粗糙度（RBH） 和嗓音听感知评估共识（CAPE-V）。CAPE-V除发音无力外，与GRBAS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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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CAPE-V采用视觉模拟评分，设定了嗓音任务和评分标对语调、响度等进行评估。

6.3.3 自我评估

主要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常包含社会参与受限程度的问题。

注：例如由家长填写的儿童嗓音障碍指数量表（pVHI）及其简表，儿童自己填写的儿童嗓音障碍指数量表（cVHI）

及儿童嗓音相关生活质量量表（pVRQOL）。

6.4 语畅障碍

6.4.1 家长问卷

由家长填写口吃或言语流畅度调查问卷，对流畅程度分级、异常主要表现、附加表现、加重或诱

导因素、情绪情感表现等方面进行评价。

6.4.2 综合评估

通过对话、独白、背诵、朗读或跟读的形式，对流畅度、附加表现、儿童和父母的情绪、言语运

动以及非言语运动能力进行评估，记录流畅度异常的发生频率及表现。

6.5 相关功能评估

了解与儿童言语能力密切相关的其他相关功能的发育水平，包括听力、认知、情绪、行为、发育

等评估。

7 评估流程

7.1 病史采集

对儿童言语障碍的病史进行全面完整的采集，包括主要症状及出现的时间、前期治疗的情况、家

族史、养育史、家庭社会关系、伴随症状等。

7.2 言语功能及相关功能评估

根据门诊观察和问诊结果，初步判断言语障碍类型，选择相应的评估方法对儿童的言语及相关功

能进行评估，包含构音障碍、儿童言语失用、嗓音障碍、语畅障碍以及听力、认知、情绪、行为、发

育等相关功能的评估。

7.3 评估数据分析

根据观察、访谈及评估结果对儿童的言语功能做出判断，包括言语功能、严重程度、预后及干预

建议。

7.3.1 言语障碍判断

根据言语能力及相关能力的评估结果，结合观察以及对儿童背景资料的掌握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该儿童是否存在言语障碍。

7.3.2 严重程度分级

基于评估数据，判断儿童言语障碍的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中、重和极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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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干预及预后建议

确定了儿童言语功能的状况以及原因后，给出是否需要干预以及干预、预后的建议。

7.4 撰写评估报告

将上述儿童的一般情况、评估结果、严重程度、干预及预后建议 4 个方面进行整合形成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是制定干预计划的依据，宜使用客观、清晰、简洁、专业的语言，明确儿童是否需要干预、

干预的重点以及目前干预是否有效等。评估报告样例见附录 C。

7.5 转介

言语功能评估的同时，宜观察儿童的整体状况。有下列情况时宜及时转介到儿童内科、儿童保健

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以及眼科等，避免延误危重疾病的诊治：

a) 整体发育落后；

b) 儿童情绪或行为问题；

c) 呼吸困难、营养不良、口腔结构缺陷、听力障碍、视力障碍等。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评价体系

宜设立康复质量评价体系，对专业人员数量和水平以及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8.2 继续教育

宜制定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实施，保障入职和从业专业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8.3 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包括满意度调查、现场评价、自查报告，宜通过设立意见箱、召开座谈会、家长会、社

会投诉等方式进行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

8.4 持续改进

宜通过定期工作例会、座谈会、家长委员会等相关会议，以及服务质量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查找问题、分析原因， 及时制定有效措施，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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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构音语音能力评估记录表示例

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评估者：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

目标音
记录音

目标音
记录音

声母 韵母 声调 声母 韵母 声调

1. bo 菠 26. shou 手

2. po 破 27. xia 虾

3. ma 马 28. wa 娃

4. fa 发 29. zhuo 桌

5. da 大 30. yue 月

6. ta 塔 31. biao 表

7. nv 女 32. niu 牛

8. li 梨 33. kuai 筷

9. ge 鸽 34. zui 嘴

10. ku 裤 35. fan 饭

11. hu 虎 36. men 门

12. jie 姐 37. jian 剪

13. qi 气 38. suan 蒜

14. xi 西 39. yuan 圆

15. zi 紫 40. pin 拼

16. ci 刺 41. dun 蹲

17. si 四 42. yun 云

18. zhi 纸 43. lang 狼

19. che 车 44. qiang 枪

20. shu 书 45. chuang 床

21. ri 日 46. reng 扔

22. er 耳 47. ting 听

23. cai 菜 48. weng 翁

24. bei 杯 49. hong 红

25. gao 糕 50. xiong 熊

*记录：正确：√，歪曲：⊗ ，省略： ，替代：实发音。

评估结果：声母： 得分

韵母： 得分

声调： 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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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双音节声调评估记录表示例

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评估者：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正确：√，歪曲：⊗ ，替代：实发音。

总得分： 一声得分： 二声得分： 三声得分： 四声得分：

1-1 飞 机 乌 鸦 1-2 关 门 拍 球 1-3 喝 水 铅 笔 1-4 吃 饭 积 木

字 字 字 字

词 词 词 词

2-1 门 窗 熊 猫 2-2 蝴 蝶 弹 琴 2-3 苹 果 红 纸 2-4 游 戏 玩 具

字 字 字 字

词 词 词 词

3-1 火 车 水 杯 3-2 女 孩 脸 盆 3-3 洗 澡 洗 手 3-4 扫 地 跑 步

字 字 字 字

词 词 词 词

4-1 电 灯 看 书 4-2 气 球 跳 绳 4-3 绿 草 下 雨 4-4 睡 觉 电 视

字 字 字 字

词 词 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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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评估报告示例

下列给出评估报告的示例。

示例：

姓名: ________________年龄：_______________

第一语言:___________ 家庭主要使用语言或者方言:______________

孩子是否会说其他语言或方言? ____________ 流利 不流利

如果孩子有助听设备，此次门诊是否使用? 是 否，为什么？__________

病 史

主诉

现病史

母亲妊娠期史 □传染病史 □保胎药使用 □外伤史

□足月 □早产 月份：--------------

出生史 □顺产 □剖腹产 □难产 □氧窒息 出生体重：--------------

喂养史 □母乳 □人工喂养 □喂养困难

生长发育史

听力障碍史 □无 □有

耳毒性药物应用史 □无 □有

既往治疗史 包括地点、时间、人员以及治疗效果

全身系统疾病史 □无 □有，疾病名称：--------------

助听设备使用史

家族型沟通障碍史 □无 □有

备注

评估结果小结

康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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