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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的短期影响及其与精神障碍的关系 

王丽莉 徐改玲 甄 龙 杨建立 杨桂伏 

【摘要】目的 研究儿童虐待对儿童焦虑、抑郁、自我意识及冲动等心理特征的短期影响及其与精神障碍之 

间可能的关系。方法 在 1500名 1O—l3岁学生中，用儿童受虐筛查表结合即时诊断查出3个月内受虐、且 3个 

月前至少半年内未受虐的儿童 195名，随机抽取 85名未受虐儿童作对照；对上述儿童用长处和困难问卷筛查并 

诊断精神障碍儿童，分为受虐组、纯受虐组(无精神障碍)、对照组、纯对照组(无精神障碍)四组，分别实施儿童焦 

虑、抑郁、自我意识量表及Barratt冲动自评量表的测评。结果 受虐组的广泛性焦虑(t=2．283，P=0．023)、社交 

焦虑(t=2．405，P=0．017)维度分及焦虑总分(t=2．196，P=0．029)均高于对照组；受虐组在自我意识量表的行 

为(t=一2．017，P=0．045)、合群(t=1．967，P=0．050)维度及总分(t=一2．108，P=0．036)上低于对照组，在冲动 

量表分(t=2．289，P=0．023)上高于对照组；纯受虐组与纯对照组在焦虑、抑郁、自我意识及冲动上均无差异。结 

论 童年期虐待对儿童心理特征的影响与儿童本身的精神状况关系密切；短期影响易导致状态性、外在化特征 

的改变，且对健康儿童的影响有限；虐待创伤的形成可能更倾向于一个多因素的慢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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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buse s short—term effect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ffects and mental disorders·WANG Lil ，XU Gailing， 

ZHEN三D， ，et a1．Tianjin Anding Hospital，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short—term abused children S changes on anxiety，depression，self—consciousness and im— 

pulsive an 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changes and mental disorders．Methods 195 abused pupiles and 85 contrast pupiles were 

shift for mental disorders by DSM—IV then were classified into 4 groups：abuse group(abused children)；pure abuse group(abused 

children without mental disorders)；contrast group(the no abused children)；pure contrast group(the no abused children without 

mental disorders)．A1l the children completed the scales：the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 

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Piers—Harris Children S SeIf—Concept Scale。and Barratt Impulsivity Scale．Results The SCale 

scores in abu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ast group on generality anxiety(t=2．283，P=0．023)，social association anxie- 

ty(t=2．405，P=0．017)，total anxiety scores(t=2．196，P=0．029)in SCARED，and impulsive(t=2．289，P=0．023)in BIS， 

then lower on behacior(t=一2．017，P=0．045)，gregariousness(t=1．967，P=0．050)and total scores(t=一2．108，P=0．036) 

of self—consciousness scale．Th 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ure ab use group and pure contrast group on all scales． 

Conclusion Th e effects of children abuse o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related to children S mental disordel'8 and mental 

syptoms．The effects of short—term children abuse on health children were limited．Children ab use trauma more inclined to chronic 

process onset because of multi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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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对儿童的躯体发育和心理发展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认为，童年期虐待的影响 

与许多精神症状或精神障碍的发生相关，但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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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其间有因果关系⋯，也不清楚虐待作用于儿 

童精神变化的具体过程，目前的研究多是关于儿 

童虐待的远期影响。那么，在虐待作用于儿童心 

理发育的过程中，施虐近期对儿童产生了什么影 

响?为此，本研究对虐待近期的影响结果及与儿 

童精神状况的关系做些探究和思考，现报道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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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0年 10月，在河南省唐河县城关 

第一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小学生中，随机抽取 1500 

名 10～13岁学生，用儿童受虐筛查表筛查，对阳 

性儿童依据相关概念和知识面谈核实 ，调查时 

筛查表中及即时诊断时都注意受虐时间。查出3 

个月内受虐、而 3个月前至少半年内未受虐的儿 

童 195名，同时抽取与所查出的短期受虐儿童年 

龄、性别匹配的未受虐儿童 85名作为对照。之 

后，对受虐、对照儿童先用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筛 

查，后由两名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对阳性者依 

据 DSM—IV即时诊断，筛查出焦虑、抑郁、破坏性 

行为障碍(包括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对立违抗障 

碍和品行障碍)、适应障碍及其他精神障碍儿童。 

对受虐和对照儿童进行儿童抑郁 自评量表、儿童 

焦虑自评量表、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和 Barratt冲动 

量表的测评。 

1．2 方法 

1．2．1调查工具 ①儿童受虐筛查表 (screen 

questionnaire of child abuse)，由杨世昌、张亚林 

于2002年根据 WHO(1999，Et内瓦)的儿童虐待 

的界定而编制。由8个条 目组成，每一条 目采用 

0、1的评定方法，未遭受的儿童评 0，遭受者评 1 

分，任何一条目的分值为 1就应引起关注。该量 

表为自评量表，适用于 l0～16岁的儿童，用于对 

儿童是否受 虐。② 长处和 困难 问卷 [学生版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是由美国 

心理学家 Good—man．R于 1997年编制，2001年 

再次修订 J。共有 25个条目，由此评估出情绪症 

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问题和社 

会行为。条目按0～2三级评分。已在上海、四川 

等地进行信效度检验和建立常模，信效度均好 。 

③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self— 

rtating scale for children)由 Bideson198 1年制定， 

适用于8—13岁的儿童，量表共有 18个项 目，按 0 
～ 2三级评分。用于儿童抑郁症的评估。2002年 

我国苏林雁、王凯等进行信效度检验并制定全国 

城市常模，该量表信效度均较好 』。④儿童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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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自评量表(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是由 Birhamer于 1997年制定， 

用于9—18岁儿童青少年自评焦虑障碍。量表分 

为5个维度。按 0～2三级计分。2002年王凯、苏 

林雁等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并制定全国城市常模， 

该量表信效度均较好 。⑤Piere—Harris儿童自 

我意识量表(Piers—Harris children s self—concept 

scale)，由Piers—Harris1969年编制，1974年修订。 

该量表分为六个维度。国内学者于 1992年和 

2002年分别在湖南省及全国实施了城市儿童的 

信效度检验，其信度和效度较好。适用于 7～16 

岁的人群 。@Barrtt冲动量表(Barratt impulsivi． 

ty scale)由 Barratt于 1959年编制，曾多次修订。 

该量表由30个条目组成，分为三个维度。2006年 

李飞等 修订并在长沙进行信效度检验，维度的 

Cronbach S系数分偏低，并重新划分为六个维度， 

而该维度 Cronbach S系数仍偏低，多在0．3左右， 

其他均好。故本研究中不用维度分，只用量表总 

分。 

1．2．2调查方法 调查由一名儿童精神科主治医 

师实施，二名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指导。调查前 

系统学习并掌握在校小学生调查的方法和技巧， 

同时对调查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名词、术语、概念 

作了准确的规定，对调查步骤作了详细地说明。 

对精神发育迟滞、不能完整地接受调查 、不能完成 

问卷填写的儿童排除入组。 

1．2．3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6．0软件包对年龄、 

性别进行 检验，对量表测量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显著性水平取 仪=0．05(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一般资料 共查出受虐儿童 195名，男 124 

名，女71名，其中抑郁障碍儿童4名，焦虑障碍儿 

童 18名，破坏性行为障碍儿童36名，饮食障碍0， 

适应障碍2名，共 45名；对照组中相应障碍有 0、 

2、11、0、1，共 l3名。删除不合格者共分为四组， 

分别为182名受虐儿童为受虐组(男 114名，女68 

名)；134名无精神障碍的受虐儿童为纯受虐组 

(男79名，女 55名)；82名对照儿童为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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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名，女 3O名)；69名无精神障碍的对照儿童为 

纯对照组(男 42名，女 27名)。受虐组与对照组 

儿童的性别构成比( =0．015，P=0．926)、年龄 

构成比( =11．126，P=0．322)，差异均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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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纯受虐组与纯对照组儿童的性别构成比( 

= 0．465，P=0．501)、年龄构成比( =12．190，P 
= 0．273)，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四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比较(见表 1)。 

表 1 四组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比较 

由表 1显示，受虐组的广泛性焦虑、社交焦虑 

维度分及焦虑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其他无差异；纯 

受虐组量表分与纯对照组间均无差异。 

2．3 四组自我意识和冲动量表评分比较(见表2)。 

表 2 四组自我意识和冲动■表评分比较 

由表2显示，受虐组在自我意识量表的行为、 

合群维度及总分上低于对照组，在冲动分上高于 

对照组，纯受虐组和纯对照组间均无差异。 

3 讨 论 

本文显示，受虐组焦虑量表中的广泛性、社交 

焦虑维度分及焦虑总分高于对照组，抑郁量表分 

无差异。提示焦 虑更多是一种情绪问题，与外界 

环境的变化关系较为密切，抑郁障碍则是一种深 

层的情感障碍，因此，虐待的短期影响易发生焦虑 

问题，而很难造成抑郁状态明显的改变。本文虐 

待对焦虑的影响更多表现在广泛性和社会交往维 

度上，由于广泛性焦虑往往症状泛化且有一定的 

个性基础，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同时虐待本来 

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直接影响着儿童的社会交 

往，故易出现社交维度的变化。 

二是受虐组在合群、行为维度及总分上低于 

对照组，说明虐待对自我意识的影响有一定的即 

时效应，自我意识量表中的合群、行为体现着儿童 

在人际交往中的情绪和行为状态，该维度结果呈 

阳性，说明虐待可能影响了儿童在与同伴交往中 

自信体验和行为方式。 

三是受虐组冲动分高于对照组，心理学上认为 

童年期虐待使一个人成年后行为障碍的危险性增 

高的原因是来自对虐待行为的模仿，儿童的模仿可 

表现出即时的后果效应，也多是一种外化行为，而 

冲动问题本身也外在化，本文 自我意识量表中的行 

为分异常，进一步支持了短期影响的外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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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本文无精神障碍受虐组量表分与无精神 

障碍对照组间均无差异，表明了虐待在人群中的 

影响很大程度上受该人群本身的精神状况的制 

约。童年期精神症状往往具有阶段性、隐匿性和 

多变性，精神问题儿童和有精神问题监护人的儿 

童本身就是发生虐待的高危人群 ，因此，对于 

儿童虐待后果的研究必然要考虑儿童自身的精神 

状况。另外，也说明了虐待对健康群体的短期影 

响并不明显，可能与本研究对象均为在校小学生 

有关，受虐者受虐程度一般没有医院或社会认识 

的严重，也说明了普通社会群体包括儿童本身对 

虐待的包容态度，而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对虐待 

后果的易感性与个人认知、精神状况和家庭环境 

等有关，因此虐待后果的形成往往也需要一个过 

程  ̈。本文抑郁症状阳性率低，而许多研究认为 

童年期虐待与抑郁障碍关系密切，这些研究多在 

远期效应和性虐待方面，本身抑郁障碍生物学因 

素较明显，且发生与受虐者经济状况、是否暴露及 

其情绪反应，如应激反应和自责等有关 ” 。可 

见，抑郁障碍的形成受自身状况和认知制约明显， 

外界施于的虐待可能需要长期或者巨大，影响到 

患者的内在的情感状态与认知之后形成。 

另有报道，童年虐待可造成各种神经生物反 

应系统的改变，此时患者体内的相关基因，如 5一 

H1Tr短(s)等位基因、MAOA—uVNTR等发生变 

化，与环境交互作用导致发生焦虑、抑郁障碍及冲 

动行为  ̈’ 。心理学认为，将童年受虐史造成的 

痛苦，或内化成 自我系统的一部分，反复体验痛 

苦，产生情感症状  ̈；或外化于意识之外，易被类 

似情境唤醒，引起行为问题 j。说明了虐待影响 

的过程是复杂的，不仅体现了素质基础，也解释了 

可能较弱的短期效应的原因：虐待创伤不单单是 
一 种应激反应，其形成难以一撮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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