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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功能性构音障碍"

_.N

$儿童的辅音错误情况!为临床开展训练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儿保科就诊的
'((

名
_.N

儿童的辅音错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辅音错误频率及不同

年龄段辅音错误差异性%结果
!

#

种不同发音部位的辅音中!舌尖后音发音错误频率最高%两组年龄段患儿辅

音发音错误比较!仅唇音#
S

#和舌面音#
b

#的发音错误在不同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余辅音发音

错误在两个年龄段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_.N

儿童绝大部分的辅音发音并没有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改善!患儿需尽早进行语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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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音困难&辅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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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构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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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

(指患者的构音器官无形态异常和运动机能

异常!听力#智力均在正常水平!但出现发音不清$

)

%

"

儿童
_.N

是儿童中最常见的一种发音障碍性疾病!

尽管
_.N

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但是构音方面的障

碍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学习甚至成年后的日常生活或

心理健康$

'3*

%

"研究显示
_.N

可增加儿童拼写和阅

读障碍的风险!可能发展成为阅读障碍$

!

%

)

_.N

儿童

的行为问题的发生率较正常儿童明显增多!高达

!(&'C

!易出现社交退缩#易激惹等现象$

"3#

%

"由此可

见
_.N

影响着儿童的日常交流及身心健康"本研究

对儿保科就诊的
'((

名
_.N

儿童的发音错误进行总

结!分析
_.N

儿童出现的构音问题!对临床有计划和

针对性开展构音矫正训练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帮助"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
'()#

年
)

$%$'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面上项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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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娟'

)4%"A

(!护师!硕士!主要从事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相关

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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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儿保科诊断为
_.N

并接受

构音训练的儿童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
_.N

诊断标准!即构音器官无形态和运动异常!听力正常#

智力正常!构音错误并呈固定状态"排除标准&器质

性#运动性构音障碍!语言障碍#孤独症等疾病"共

'((

名儿童纳入研究!其中男
)!!

名!女
"#

名!男女比

例为
'&#l)&(

!患儿年龄
!

!

$

岁"由于正常儿童的

语音发育在
"

岁以前基本稳定!因此在本研究中!以
"

岁为年龄界限将研究对象分为
'

组&

"

"

岁组!共
))4

名)

"

!

$

岁组!共
%)

名"

!&"

!

方法
!

采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的

构音量表进行测试!了解儿童构音错误情况"被测儿

童在安静#舒适#光线适宜的环境中进行测试"由
'

名测试人员对其发音进行准确记录!如被测儿童不能

对该图片内容独立发音则由测试人员示范!被测儿童

复述该词汇!测试人员记录其发音"普通话辅音的发

音!按照发音部位的不同分为
#

类!唇音*
Y

*#*

/

*#*

+

*#*

S

*)舌尖前音*
`

*#*

P

*#*

=

*)舌尖中音*
E

*#*

F

*#*

Q

*#*

-

*)舌尖后音*
6̀

*#*

P6

*#*

=6

*#*

2

*)舌面音*
b

*#*

d

*#*

]

*)舌根音*
0

*#*

J

*#*

6

*"对不同年龄段辅音发

音错误进行统计分析"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GG)4&(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发音部位辅音错误发生频率
!

'((

名儿童

辅音错误频率统计显示!舌尖后音*
P6

*发音错误频率

最高!其次为舌尖后音*
=6

*#舌尖后音*
6̀

*#舌根音*

J

*#舌尖前音*
P

*!错误频率均在
"(C

以上!见表
)

"

在
#

类辅音中!舌尖后音错误频率最高!其后依次为

舌尖前音#舌根音#舌尖中音"

表
)

!!

辅音错误频率

辅音
$

占比'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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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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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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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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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音错误频率

辅音
$

占比'

C

(

!

2 !$ '*&"(

舌面音

!b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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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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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根音

!0

44 !4&"(

!

J ))% "4&((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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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龄组辅音错误发生情况
!

将
'((

名儿童

按年龄分为
'

组!

"

"

岁组和
"

!

$

岁组"对所有错误

辅音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唇音*
S

*和舌面音*
b

*发

音错误人数在两个年龄段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其余辅音发音错误人数在两个年龄段之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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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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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唇音错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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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舌尖中音错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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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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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舌面音错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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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舌根音错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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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语音是由肺部呼出的气流经过发音器官的调节

形成"发音时气流从肺部呼出!作用于声带#咽腔#口

腔#鼻腔等发音器官!通过各部位的协作配合!发出不

同的语音"儿童语音习得遵循一定的规律!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在语音发育过程中!对于某些尚未习

得的语音儿童会用熟练的语音来替代"但是随着年

龄的增加!这种替代现象会逐渐消失"正常儿童的语

音发育在
!

岁
#

个月左右完成!

"

岁以前基本稳定$

)

%

"

本研究中!以
"

岁为年龄界限将研究对象分为
'

组!

"

"

岁组和
"

!

$

岁组"两组患儿所有错误辅音分

析中发现!仅唇音*
S

*和舌面音*
b

*发音错误人数在两

个年龄段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余多

个辅音错误在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本研究得出的数据显示!对于诊断
_.N

的儿

童来说!大部分错误辅音发音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改善!很多家长认为的+年龄大了自然会好,的观念

和想法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对于诊断为
_.N

的儿

童需及时进行干预训练"对于这类儿童需要尽早开

展语音训练!纠正患儿错误发音!帮助其习得正确的

语音!避免因长期构音问题带来的沟通交流和社交方

面的困扰!促进儿童心理及社会交往能力正常发展"

本研究发现!舌尖后音*
6̀

*#*

P6

*#*

=6

*的错误频

率最高!其次为舌尖前音!舌根音!舌尖中音!唇音的

错误频率最低!这与王慧等$

$

%

#杜志宏等$

%

%的研究基

本一致"舌尖后音的错误率高!可能与两个因素有

关!'

)

(与舌尖后音的习得较晚有关系!正常儿童的辅

音习得顺序中!舌尖后音的习得是最晚的!其稳定发

音在
!

岁半以后"有研究发现习得越晚的辅音!构音

错误的发生率越高$

4

%

)'

'

(此次研究对象均来自西南

片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
*

个地区!这
*

个地区的

地方发音隶属于西南官话!与普通话发音有所不同!

在普通话发音的舌尖后音中*
6̀

*#*

P6

*#*

=6

*与舌尖

前音*
`

*#*

P

*#*

=

*发音区别明显!而在西南官话发音中

均将*
6̀

*#*

P6

*#*

=6

*分别发成*
`

*#*

P

*#*

=

*

$

)(3))

%

"因

此本研究中出现舌尖后音错误频率最高可能与舌尖

后音的习得较晚及西南官话发音中无舌尖后音有关"

在正常儿童中习得较早的唇音!在
_.N

儿童中错误

频率最低!在正常儿童中习得较晚的舌尖后音在
_.N

儿童中发音错误频率最高!提示在构音训练的过程中

可尝试参照正常儿童的语音习得顺序制订构音训练

计划!帮助
_.N

儿童在训练中较好地学习和掌握辅

音发音!以提高构音训练的效果和效率"

_.N

儿童需及时进行干预训练!但是考虑儿童的

认知发展和语言发育能力!早期的干预训练具体适宜

于多大年龄的儿童!需要进一步在实践和研究中总结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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