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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許多的研究結果傳遞了以下的訊息：發展遲緩兒童及早接受治療，不論是對兒童的整體發展與家庭社會的負擔都有正面的影

響(1)。但是，許多發展遲緩兒童所接受的主流治療並非速效，造成許多家長在等不及的心情下轉而選擇坊間常聽到的各種治

療方式。然而，面對坊間琳瑯滿目的治療方式，連醫療工作者亦缺乏足夠的依據作判別。我們曾針對台北縣市 107 位就讀於

發展中心的發展遲緩孩子，做了就醫行為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有發展障礙的孩子確實接受了許多種類的治療包括復健、中

藥、針灸、氣功、推拿、音樂治療、感覺統合治療，部分為健保給付，但許多是自費（表一至表四）。為了讓從事兒童治療

的臨床作者與家長對另類療法的選擇更有所依據，及讓接受各種治療的兒童之安全有保障，本研究首先將擴大發展遲緩兒童

接受另類療法的流行病學調查，調查內容也包括對他們及家長另類療法之需求與認識。此部分之研究將以就讀於台北新竹與

花蓮各發展中心或教養機構的學齡前兒童為調查對象，實施就醫行為的問卷調查，並作就醫行為城鄉差異的比較。本研究之

第二部分將針對我們的前測調查結果中家長最希望其孩子以後能接受的排名前五名治療種類中：認知治療、中藥、語言治療、

感覺統合治療、與音樂治療，利用實證醫學的方法，進行資料的蒐尋與評估其可信度與實用性，進而產生一提升發展遲緩兒

童使用另類療法療效與安全性的 clinical guideline，包含對不同治療有不同等級的建議，並將依此 guideline 寫成一本適合讓從

事兒童治療的臨床作者與家長閱讀的有關如何促進兒童發展的另類醫療的實證醫學手冊。我們也預計在整年度的研究期間，

針對發展遲緩兒童接受另類治療的議題與家長開數個場次的座談會，會中除了分享我們在以實證醫學評估另類醫療之療效心

得，亦將邀請從事各種治療的專家與家長共同探討如何能讓發展遲緩兒童的未來走的更好更穩。本計畫之研究最後成果將有

助於醫療管理單位對發展遲緩兒童常接觸到的另類醫療之管理機制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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