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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辅助疗法在儿童康复训练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王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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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系统梳理近十年动物辅助疗法（AAT）的应用进展，结合神经科学、心理学及康复医学的跨学科证据，辩证分析
其有效性与实施规范。研究发现，AAT 通过多模态感觉输入与情感互动，对特殊儿童的多方面功能均有改善其作用机
制涉及镜像神经元系统激活、多巴胺能通路调节及前庭觉 - 运动功能重塑。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样本量较小、盲法设
计不足及长期疗效数据缺失等局限。本研究通过整理近10年的文献，探索动物辅助疗法在康复中的应用，为今后的动物
辅助疗法训练提供更多的依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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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animal-assisted therapy（AAT）in the past decade，combin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vidence of neuroscience，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and dialectically analyzes its effectiveness 
and implementation norms.The study found that AAT improved the multi-functional func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rough multimodal sensory input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nvolved the activation of mirror 
neuron system，the regulation of dopaminergic pathways，and the remodeling of vestibulo-motor function.However，the existing 
studies had limitations such as small sample sizes，insufficient blinded design，and missing long-term efficacy data.This study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animal-assisted therapy in rehabilitation by collat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10 years，and provided 
more basis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animal-assisted therap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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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物辅助疗法（Animal-Assisted Therapy，AAT），是一
种目标导向的干预方式，是指在健康或社会服务领域专家的
指导下，使用符合特定标准的动物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以促
进患者的健康恢复[1]。近年来，动物辅助疗法在特殊儿童教
育康复领域逐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随着全球特殊儿童
群体规模的扩大，传统康复手段如药物治疗、行为干预等虽
有一定成效，但在长期依从性、副作用控制及个性化适配方
面仍存在显著局限[2]。 

在此背景下，动物辅助疗法因其非侵入性及高情感参与
度等特点，在美国的作业治疗中，已成功应用于特殊儿童的
治疗，帮助其改善自身能力不足，其中涉及精细和粗大运动
技能、沟通、社会心理技能、感觉处理、认知技能等[3]。 

动物辅助疗法目前还在广泛的探索中，关于动物辅助疗
法的研究存在样本量少，盲法使用较少，影响因素混杂难以
控制等缺陷[4]。本研究拟研究近 10 年文献，梳理动物辅助疗
法的应用，辩证分析动物疗法的有效性及合理性。 

2 动物疗法的起源 

动物的治疗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十年前。在全球范围内，
动物辅助干预（Animal-Assisted Interventions，AAI）已被广
泛应用于医疗机构和患者群体中[5]。临床医生与康复专业人
员认为，治疗动物的参与是一种有效的补充疗法，能够显著
帮助医患双方共同实现康复目标。研究表明，约 40%的康复
患者存在神经功能障碍问题。以脑血管疾病患者为例，超过
半数受中风等事件影响的人群会出现语言或运动功能障碍，
而其中仅约三分之一能完全恢复至原有工作能力。基于神经
系统的可塑性原理，通过针对性的任务训练和日常生活技能
培养，可有效促进受损功能的恢复[6]。除中风患者外，动物

辅助干预（AAI）在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中的疗效也得到广泛
研究。例如，针对帕金森病患者的犬辅助疗法已被证实能显
著改善运动功能、情绪状态及睡眠质量[7]。一些专家建议为
这些患者引入狗辅助疗法，以改善步态和平衡，治疗抑郁症，
情绪障碍，冷漠和经常与该疾病有关的焦虑[8]。在多发性硬
化症领域，马术治疗与犬辅助疗法同样展现出好的疗效。得
益于马匹行进时有节奏的运动，患者躯干肌肉群在持续扭转
与伸展中得以激活，从而显著降低下肢痉挛频率并增强平衡
控制能力。此外，这类干预还被证实具有深远的心理社会效
益：接受治疗的患者普遍反馈，与动物的互动显著提升了他
们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9]。 

动物辅助干预（Animal-Assisted Intervention，AAI）的
实施形式主要可分为两类系统性模式：动物辅助治疗
（ Animal-Assisted Therapy ， AAT ） 与 动 物 辅 助 活 动
（Animal-Assisted Activities，AAA）。其中，AAT 是一种以
目标为导向的康复干预手段，需结合经过专业认证的治疗动
物、标准化训练程序及跨学科团队（如康复治疗师、兽医及
行为专家）共同协作，针对个体或小组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
例如通过动物互动改善运动功能或情绪调节能力。相比之
下，AAA 则侧重于通过动物陪伴提供心理支持，例如在养
老机构或医疗机构中开展宠物探访活动，其核心在于利用动
物的亲和力提升参与者生活质量，而非设定严格的治疗目标
[5]。 

两类模式的差异化应用体现了动物疗法在临床康复与
心理社会支持中的灵活性和广泛适用性。 

3 动物疗法的应用 

3.1 神经系统疾病的应用 
神经血管系统与心血管系统在生理功能上存在紧密关

联，心血管功能的优化可能通过改善血流动力学及代谢调节
机制间接促进神经血管健康。研究表明，规律性犬类互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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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遛狗）可显著降低参与者的收缩压、静息心率及空腹
血糖水平，同时调节血脂代谢异常，上述指标的系统性改善
提示其对神经血管保护具有潜在协同效应[10]。在神经康复领
域，动物辅助干预的获益不仅限于生理层面：针对卒中患者
的临床观察发现，犬辅助疗法可显著提升患者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及功能性独立水平，这一效应可能源于动物互动对运动
功能重建与自我效能感的双重促进作用[11]。此外，治疗犬在
中风后失语症康复中的应用亦显示出独特价值——其提供
的低压力互动环境能够有效缓解患者交流焦虑，进而通过增
强语言重复训练依从性及神经可塑性重塑，改善语言流畅性
与言语清晰度[12]。 

犬类辅助干预在帕金森病管理中已展现出独特的非药
物干预价值。临床研究表明，犬只伴侣的引入可显著降低早
期帕金森病患者的药物依赖程度，并有效缓解运动迟缓、肌
强直等核心运动症状[13]。其作用机制涉及双重维度：其一，
规律性遛狗行为通过强制步态训练增强患者运动协调性，且
日常饲育活动（如喂食、梳毛）可维持关节活动度与精细动
作能力；其二，动物互动激活的多巴胺能通路可能协同药物
发挥神经保护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运动强化策略对认
知功能的改善具有剂量效应特征——针对帕金森病患者的
纵向研究发现，持续 24 个月、每周 3 次 60 分钟的中等强度
运动（如遛狗），可使信息处理速度提升 17%，注意力集中
度改善 23%，同时增强任务切换能力（心理灵活性指标）[14]。
此外，犬只照料过程中衍生的责任归属感与情感联结，为面
临治疗瓶颈期的患者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支撑，这种非药物干
预模式在延缓疾病进展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情绪稳
定性与社会参与意愿。 

3.2 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应用 
动物辅助疗法（AAT）在心理调节领域的应用已从行为

观察层面深入到神经内分泌与脑功能重塑机制的研究。针对
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患者，Beetz 等人[15]的随机对照试验
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参与犬类辅助干预的 BPD 患者唾液
皮质醇水平下降 32%，血清催产素浓度上升 18%，且均有
显著差异，表明动物互动可显著缓解慢性应激反应并促进社
会依恋相关的神经递质释放。这一效应可能与杏仁核-下丘
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轴）的调节有关：动物接触通过
激活前额叶皮层的抑制性调控通路，降低杏仁核过度活跃，
进而减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的分泌。在
Olivia Plett 等学者[16]的实验中也有同样的结果，接受 AAT 干
预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血清皮质醇水平（反映应激状态的
核心指标）显著下降，而催产素浓度（与情绪稳定性和社会
依恋密切相关的激素）上升（无显著性）。这一双向调节效
应提示，动物互动可有效缓解患者的慢性应激反应。 

进一步研究显示，AAT 对焦虑障碍患者的疗效具有神
经可塑性基础。Julius 等人[17]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发现，与治疗犬互动 30 分钟后，广泛性焦虑症患者默认模
式网络（DMN）的过度激活显著降低，同时背外侧前额叶
皮层（dlPFC）与岛叶的功能连接增强，提示动物互动可重
塑情绪调节相关的神经网络。这一机制可能解释为何 AAT
能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闪回症状：动物提
供的非语言安全感通过抑制海马旁回的异常激活，降低记忆
再巩固过程中的情绪负荷。 

在抑郁症治疗中，AAT 表现出独特的抗炎调节作用。
O'Haire 等人的[18]研究表明，每周 3 次、持续 8 周的马辅助
干预可使重度抑郁障碍患者血清 IL-6 水平下降 27%，TNF-
α下降 19%，其效果与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相当，但副作用发生率降低 65%。这种抗炎效应可
能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动物抚摸行为通过激活皮肤 C
纤维，触发胆碱能抗炎通路，抑制脾脏巨噬细胞的促炎因子

释放。 
3.3 特殊儿童的应用 
在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中，动物辅助疗法通过

多模态感觉输入促进社交沟通能力的神经重塑。Gabriels 等
人[19]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12 周的马辅助干预使 ASD 儿童
的社交反应量表（SRS）评分改善 21%，其机制涉及镜像神
经元系统的功能增强：马背骑行时的节律性运动激活顶下
小叶与颞上沟，促进非语言社交信号的编码与解读。此外，
治疗犬的介入可显著降低 ASD 儿童的皮肤电反应（EDA）
水平，表明动物互动能有效缓解感觉超负荷引发的自主神
经功能紊乱。同样有研究显示，动物辅助疗法对于孤独症
儿童可以改善其社交技能，例如同理心和增加的口头交流，
可以增加其自尊和动机，以及降低心率，血压，血压和皮
质醇水平[20]。 

针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Schuck 等[21]

发现犬辅助干预可提升持续注意力测试（CPT）成绩达 15%，
其效果与哌甲酯相当但无药物副作用。脑电图（EEG）数据
显示，θ/β波比值下降 29%，提示前额叶皮层抑制控制功
能的增强。这种改善可能源于多巴胺能通路的调节：与犬互
动时触发的愉悦体验通过腹侧被盖区（VTA）至伏隔核
（NAc）的投射，增强工作记忆相关神经环路的突触可塑性。 

在 Kwon 等人[22]使用马术治疗对于脑瘫患儿的粗大运动
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对 92 名 4-10 岁的脑瘫儿童进
行连续 8 周，每周 2 次的马术疗法，经过测量发现，干预组
的 GMFM-88 粗大功能评分显著增加，提示马术疗法对于脑
瘫患儿的总体粗大运动水平和平衡功能都产生了积极的作
用。但研究并未对此治疗进行长期跟踪，对于长期运动功能
效果的改善仍存疑。 

4 思考与展望 

动物辅助疗法（AAT）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手段，在
特殊儿童康复中展现了独特的潜力，但其发展仍面临多重
挑战[23]。在 Mirena D 等人[24]的综述研究中发现，目前的研究
显示，动物辅助疗法对自闭症儿童的帮助效果存在一定疑
问。虽然和动物互动可能会让孩子在社交和沟通方面有些许
进步，比如更愿意与人互动或表达需求，但对于自闭症的核
心问题，比如重复刻板行为、感官敏感等整体症状，并没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另外，其他干预方法（比如结构化行为训
练）也能达到类似效果，动物疗法并没有展现出独特优势。
关于治疗“剂量”的影响，比如互动时长或频率是否会影响
效果，现有数据还无法给出明确答案，部分原因在于很多研
究设计不够严谨。未来需要更严格、规模更大的研究来验证
动物疗法的真实效果，同时明确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这种干预
方式，以及如何平衡治疗过程中动物和孩子的福祉。 

其次动物辅助疗法其临床试验的样本量偏少，部分研究
样本不足 30 例，且大部分缺少严格的随机对照双盲设计。
动物互动与皮质醇水平下降、催产素释放等生理指标关联已
被证实（通过随访长期干预效果不明显）[25]，但心理社会因
素（如治疗师引导方式、家庭支持）与神经生理变化的交互
作用仍不明确。动物的福利问题也常被忽视，比如治疗犬的
过渡使用可能导致行为异常，例如海豚的圈养环境可能影响
干预效果的真实性[26]。最后，动物携带病原体的风险仍需严
格防控。 

未来可以通过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RCT）验证
AAT 的长期效果，并制定统一的干预方案标准（如动物选
择、训练流程）。结合神经影像技术（如 fMRI、EEG）与行
为数据分析，揭示动物互动对边缘系统、默认模式网络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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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调控路径，并利用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儿童生理指标（如
心率变异性、皮肤电反应），结合人工智能算法优化干预策
略，例如根据儿童感官敏感度动态调整动物互动强度。建立

动物福利评估体系，明确治疗动物的轮换周期与健康管理标
准，同时探索虚拟现实（VR）等替代技术，减少对活体动
物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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