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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障碍是常见的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患病

率为3.51%~15%［1-3］。焦虑障碍是体验焦虑情绪为

主的神经症，分为广泛持续的焦虑和突然发作的惊

恐不安，常常伴有多种自主神经紊乱、肌肉紧张和紧

张性运动不安。青少年的焦虑症状不典型，多表现

紧张、警觉、恐惧和多种躯体症状如腹痛和恶心等，

可以介导边缘性人格障碍［4］和其他躯体的发展［5］。

青少年的焦虑症状具有隐蔽性，不易发现，常常在症

状严重甚至影响上学和学习成绩时受到重视。鉴于

临床青少年焦虑的影响，对病因研究有助于探询有

效预防和缓解青少年焦虑的方法。

儿童虐待是重要家庭环境应激因素，家庭环境

和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了青少年的焦虑水平［6］。研

究发现父母的过分保护、不安全依恋、缺乏温暖有效

回应等家庭环境因素，导致青少年发展无能感，行为

受到抑制，出现焦虑情绪［7］。对父母的依恋和有效

的沟通是焦虑的保护因素，其中和父亲的依恋最为

重要［3］，依恋的质量是家庭功能的核心，对青少年焦

虑有重要影响。儿童虐待主要包括躯体虐待、性虐

待和情感虐待。这些虐待形式不仅仅影响青少年的

心理发展和应对应激的方式，容易产生消极应对［8］，

也影响人格发展，如心理复原能力、神经质水平［9-11］

等。目前较少研究儿童情感虐待对青少年焦虑的影

响，本研究将探讨具体儿童情感虐待和青少年焦虑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索父母情感虐待对青少年焦

虑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4年12月在河南省新乡市某

中学整群随机抽样7个初二班级，以班级为单位进

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493份，经过核对回收有效问

卷为489份，有效率为99%，男生249人，女生240人，

年龄11~15岁，平均年龄12 岁。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儿童虐待史问卷 (CECA.Q): 
2002年由Bifulco等［12］由儿童虐待史晤谈评定量纲

(CECA)改编而成，在我国使用有较好的信效度［13］。

其中情感虐待包含憎恶和忽视两个因子，共计16个
条目。对条目的回答被量化为5个等级分值。1~5分
值依次是“绝对是、是、不确定、不是、绝对不是”，

其中，一些条目采用反向计分。分别由受试者评定

其充当父、母角色扶养人是否存有施虐的情况，分

值越高则表明遭受情感虐待的程度越大。躯体、性

方面的虐待的评定未量化，而是综合虐待事实的严

重性、频率以及受害人的内心感受等因素来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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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期情感虐待对青少年期焦虑症的影响。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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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躯体伤害发生的频率较高 (如经常、总是 )，或
造成的躯体伤害需要医院诊治 (如骨折、烧伤等 )则
判定为躯体虐待，而偶发、轻度的躯体伤害不判定为

躯体虐待；而性方面的虐待只要发生，一般判定为性

虐待。(2)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由华裔教授Zung编制 (1971)。采用 4级评分，

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其标准为：“1”表示没有

或很少时间有；“2”表示有时有；“3”表示大部分时

间有；“4”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20个条

目中有15项是用负性词陈述的，按上述1～4顺序评

分。根据评分，将 50 分以下界定为无焦虑情绪，

50分以上存在焦虑情绪。

1.2.2　调查方法　将一般资料和量表装订成册，被

试需要留下姓名、学号和父母联系方式，以便进入随

访研究。量表以班级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专门培

训的调查员讲解调查目的和意义，现场予指导学生

填写。调查人员现场随机抽取学生50人 (占被试的

10%)，对学生回答是否遭受虐待的条目进行核对后

一致率达到9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相关分

析。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年龄和性别作为

控制因素，是否存在焦虑情绪作为因变量，不同的虐

待形式作为自变量，变量筛选采用进入法。检验水

准为α为0.05，双侧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特征　0.2%的孩子母

亲未接受教育，2.8%的母亲接受小学教育，40.0%的

母亲接受初中教育，43.8%的母亲接受高中或中专

教育，13.2%的母亲接受大专以上教育；0.2%的孩子

父亲未接受教育，3.4%的孩子父亲接受小学教育，

33.0%孩子父亲初中教育，45.6%孩子父亲接受高中

或中专教育，17.7%的孩子父亲接受大专以上教育。

其中12.0%的学生是独生子；3.4%的孩子父母离异；

3.9%的孩子和祖父母一起居住，92.2%孩子和父母

一起居住，0.9%的孩子和亲戚一起居住，2.6%其他

形式居住，0.4%的三代同住。10.8%的青少年存在

焦虑情绪。

2.2　青少年焦虑的社会学影响因素　见表 1。结果

显示，青少年焦虑与家中是否有兄弟姐妹、父母离异

和父母接受教育的程度及是否与父母一同居住的居

住环境均无明显关系。

2.3　青少年焦虑和儿童虐待之间关系　见表 2。结

果显示，青少年焦虑症和情感虐待有明显的关联。

表 1　青少年焦虑症和社会学因素之间关系

因素 B 值 β值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兄弟姐妹 1.567 1.027 2.327 0.127 4.791 0.640~35.864

父母离婚 0.156 0.699 0.050 0.823 1.169 0.297~4.599

父亲文化程度 -0.150 0.241 0.388 0.533 0.860 0.536~1.381

母亲文化程度 -0.352 0.257 1.868 0.172 0.703 0.425~1.165

居住环境 -0.793 0.455 3.033 0.082 0.452 0.185~1.105

表 2　青少年焦虑和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情感虐待之间的关系

因素 B 值 β值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躯体虐待 0.365 0.365 1.003 0.317 1.441 0.705~2.944

性虐待 18.772 16 403.453 ＜ 0.001 0.999 ＜ 0.001 ＜ 0.001

情感虐待 0.096 0.022 18.421 ＜ 0.001 1.101 1.053~1.150

2.4　儿童情感虐待与青少年焦虑之间的关联　见

表 3。儿童情感虐待和青少年焦虑之间有明显的

关联 (OR=1.101)，母亲的情感虐待 (OR=1.172)比父

亲的情感虐待 (OR=1.162)增加青少年焦虑的风险

略大。母亲的忽视明显增加青少年焦虑症的风险

(OR=1.281)。父亲忽视比憎恶增加青少年焦虑的发

病风险 (OR=1.254＞1.211)，母亲忽视亦比母亲憎恶

增加青少年焦虑的发病风险 (OR=1.281＞1.238)，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表 3　不同形式儿童情感虐待与青少年焦虑症之间关系

因素 B 值 β值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情感虐待 0.096 0.022 18.421 ＜ 0.001 1.101 1.053~1.150

父亲忽视 0.226 0.066 11.624     0.001 1.254 1.101~1.429

父亲憎恶 0.192 0.053 12.958 ＜ 0.001 1.211 1.091~1.345

母亲忽视 0.248 0.069   0.000 ＜ 0.001 1.281 1.120~1.465

母亲憎恶 0.213 0.061 12.342 ＜ 0.001 1.238 1.099~1.395

母亲情感虐待 0.158 0.040 15.843 ＜ 0.001 1.172 1.084~1.267

父亲情感虐待 0.151 0.039 15.165 ＜ 0.001 1.162 1.078~1.254

3　讨论

本研究主要发现父母情感虐待明显增加了青少

年焦虑的风险，其中父母忽视影响最大。研究发现

儿童期虐待越严重，神经质倾向越明显，外向型倾向

低，谨慎倾向更明显，再次经历情感痛苦，心理弹性

较差，促进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6, 8, 10］或行为问题

如网络成瘾等［14］。本研究也发现了情感虐待和焦

虑呈正相关，情感虐待越严重，青少年焦虑程度越

严重。

Beli等［15］对94例社交焦虑患者，采用Liebowitz
社会焦虑量表 (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评定社

交考虑障碍，发现情感忽视与社交焦虑的严重程度

呈正相关。Schilling等［16］对随机抽取的2 504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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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群 (14~92岁 )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发现情感和

躯体忽视的影响低于躯体虐待和性虐待，但是仍和

成年后的应激反应有关。侯艳飞等［17］对800名大学

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儿童期情感虐待的学生特质

焦虑分明显升高，安全分较低。陈晶琦等［18-19］研究

者对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儿童期经历躯体虐待和

情感虐待的学生发生焦虑抑郁的比率明显升高，焦

虑、敌对、抑郁、偏执分升高。陶芳标等［8］在中学生

群体中，同样采用了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发现了

同时经历躯体虐待、情感虐待等多种虐待形式的青

少年，抑郁和焦虑因子分明显升高，且成正向效应关

系。本研究发现情感忽视和青少年焦虑有明显得关

联，但未发现躯体虐待和性虐待对青少年焦虑的影

响。提示父母忽视孩子的感受，缺乏对孩子情感上

回应可能是造成不安全依恋的重要因素，而不安全

依恋的儿童成人后自我评价较低，易产生负性情绪，

害怕被人拒绝或否定，面对应激易产生焦虑情绪。

王敏和季益富［20］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对38例住

院焦虑障碍患者和匹配对照进行研究发现，与对照

相比，84.2%的焦虑障碍存在不安全性依恋，焦虑障

碍和父亲控制、母亲控制、母亲关爱相关。有研究认

为情感虐待是儿童虐待的核心部分［21］，其中个体化

不足、母亲关爱缺乏、父母控制较多是情感虐待的

重要表现，对焦虑症患者的依恋方式存在重要影响［20］。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父母的关爱是焦虑的重要保

护因素，而父母忽视是焦虑情绪危险因素。研究发

现儿童期对父亲依恋是青少年焦虑发展时保护性因

素，对父亲依恋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焦虑，或通过影

响青少年期同伴依恋影响青少年焦虑；母亲的依恋

主要间接通过青少年依恋影响青少年焦虑［3］。当青

少年感受到父母的控制，和父母之间缺乏必要的情

感表达和交流可以预测个体焦虑水平［22-23］。情感忽

视主要体现在青少年无法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情感和

兴趣，也无法体会父母的关心和理解，本研究结果提

示父母的忽视对焦虑影响最明显，可能是通过这种

不安全依恋关系，影响成长过程中的应对方式，甚至

面对应激焦虑情绪发生。其中的机制可能和青少年

焦虑中明显有丘脑体积增大呈正相关［24］。儿童情感

虐待经历者当重新面对难以处理和应对的应激，出

现信息处理加工困难、注意力难以集中和自主神经

功能紊乱等症状。

儿童期情感虐待影响青少年焦虑情绪，进而对

其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当青少年体会到焦虑情绪，

难以描述自己的情绪感受和内在的愿望，常常有述

情障碍［25］，通过行为问题或躯体不适表达，对他们

的人格成长和学习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儿童期

持续经历情感虐待在青少年期容易被同伴拒绝，容

易产生消极情绪［8］和攻击行为及青少年病理性行

为。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对子女的打骂

管教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但对家庭关系和对孩子

的交流方式重视不足，因此家长对其关注和回应的

方式也影响孩子自我接纳和自我映像。尤其在遭遇

挫折时，这种自我的认知影响内心的感受，这个过程

就是心理弹性对认知的影响。其中父母的忽视容易

让孩子理解为我不重要，我没有资格接受更多的爱

和支持等自责的认知模式，这也是一种抑制性行为［26］，

遇到无法解决困难时候，出现外向攻击性或内向消

极性应对［8］。

儿童期的虐待作为一种应激因素，可能产生抑

制性行为模式，看到陌生人容易心率增快、脸红、害

羞、声带紧张等焦虑表现，预示后期发展抑郁症、焦

虑症和物质滥用等，影响脑部的海马体积发育［5］。

青少年焦虑可能是一种介导因素，本研究为横断面

回顾性研究，尤其对儿童期虐待的回顾调查可能因

为时间和环境的因素存在偏倚。儿童期情感虐待作

为儿童虐待的一种重要形式，日益受到重视，研究其

与青少年期焦虑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有焦虑情绪的

青少年行为和情绪表达，对他们提供相应的心理辅

导和家庭治疗，期望能够达到早干预，帮助青少年理

解自己，合理表达自己需求，希望他们不但能获得知

识，而且人格能顺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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