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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情障碍由 Sifneos 于 1973 年提出［1］，是情绪障

碍的一种综合征，主要指个体缺乏识别他人情感和

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具体表现在情绪识别困难、

情绪表达困难和外部导向思维 3 个方面［2］。健康人

群中述情障碍发生的比例为 10%～13%［3］，在精神

障碍患者中述情障碍的发生率更高，大约有 45.7%

的精神障碍患者存在严重的述情障碍［4］。述情障碍

不构成精神疾病的诊断，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

特征［5］，其与个体童年创伤经历、依恋风格以及童

年时期基本的情感需求未得到满足密切相关［6-7］。

在童年时期遭受言语虐待的个体，其语言相关的脑

区会受到影响，如布洛卡区及韦尼克区，进而导致

语言功能以及理解能力的下降，个体的情感表达能

力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8］。目前尚不清楚童

年时期遭受的创伤事件如何影响述情障碍的产生，

但有研究认为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 EMS）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9］。童年早

期的创伤经历可能导致 EMS 发展，且两者都与述情

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1，3，9］。许多研究强调了心理

因素对述情障碍产生的影响，但是其背后具体的作

用机制尚不明确［6-9］。因此，本文主要对童年创伤

与 EMS 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在述情障碍发展中的

作用进行综述，以整合影响述情障碍发展的相关心

理因素，并深入了解相关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为

后续的心理治疗和干预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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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创伤与 EMS 的关系

既往研究显示，59.6% 的男性和 40% 的女性都

遭受过至少一种类型的童年创伤，其中身体忽视占

所有童年创伤的 44.7%，情感虐待占 40.3%，而身

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分别占 31.8%、30.4% 和

30%［10］。童年创伤会影响个体内部工作模式的形成，

损害儿童对自我和他人的看法，导致儿童在建立新的

人际关系时会将他人视为消极且不值得信任的［11］。

相关研究表明，遭遇童年虐待个体的自尊水平较低，

对他人缺乏信任，表现出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从而

避免建立亲密关系［12-13］。在此环境下成长的儿童，

其核心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当成年时期遭遇应激事

件时，就会发展出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13］。

EMS 是关于自我、他人和世界关系的术语，是

在个体气质与儿童时期基本的情感需求未得到满足

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对当时环境的一种消极适应，

进而建立起自我挫败的情绪和认知方式。EMS 分为

18 种类型，根据未满足早期情感需求的不同，可分

为分离 / 拒绝、缺乏自主性 / 能力不足、限制不足、他

人导向、过于警惕 / 压抑 5 类，这 5 类被统称为图式

域［14］。童年创伤是 EMS 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儿童

经历身体和情感忽视时，比如缺乏持续的照顾和养

育，就会产生严重的需求挫败感，从而导致儿童发

展出情感剥夺图式（预期自己对情感支持的需求不

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和遗弃图式（期望重要的他人将

无法继续提供支持和联系等），其中情感忽视还与失

败、依赖/无能力以及对伤害和疾病的易感性图式有

关，这表明缺乏情感支持可能会削弱个体承担责任、

保护自己和他人以及取得成功的能力［15］。Bach等［16］

发现遭受过童年虐待，如身体、情感和性虐待的儿

童会发展出不信任虐待图式（预期他人会伤害、虐待

和利用自己）以及缺陷羞耻图式（认为自己在重要方

面有缺陷、不受欢迎且低人一等），其中情感虐待与

Young 等［14］的研究相关性最强［17］。因此，可以推断

童年创伤不仅影响个体的认知方式，如自我价值感、

不信任感、自尊等，还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如亲社会

行为等。

二、童年创伤与述情障碍的关系

童年创伤是 29.8% 的精神障碍患者的致病原因

之一，其对个体心理的负面影响往往持续终身［17］。

相关研究表明，童年创伤与人格存在相关关系，但

具体关系尚不清楚，需要对经历过童年创伤的儿童

进行长期的随访调查，以便进行更准确和深入的研

究［18-19］。Krystal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对述情障碍做

出了解释，他认为述情障碍是由破坏性事件和关系

造成的，这些事件和关系抑制了儿童早期的情绪发

展［20］。个体前语言期的创伤经历是述情障碍发生

的影响因素之一，儿童早期经历的心理创伤会影响

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使个体想象力受损、终身愉

快感缺乏，并产生不安全的依恋方式，从而导致述

情障碍［21-22］。此外，Paivio 和 McCulloch［23］的研究

证明，童年时期的情绪虐待会在儿童对情绪的理解

上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识别和区分情绪的能力下

降，进而引发述情障碍。童年创伤与述情障碍呈正

相关，经历过更严重童年创伤的个体可能表现出更

高水平的述情障碍，其自杀风险更高［24-25］。

一项针对酒精依赖患者的研究发现，遭受严重

童年创伤的儿童难以发展出识别和调节自身情绪的

能力，在其成年之后会对自身的述情能力产生负面

影响［26］。Honkalampi 等［27］以重度抑郁症患者为研

究对象，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情感忽视和身体虐待的

严重程度与多伦多述情障碍 20 条目量表总分呈正

相关，表明重度抑郁症患者童年经历的创伤事件与

成年后述情障碍有关。然而，述情障碍作为一种稳

定的人格特征不仅存在于精神障碍患者中，也存在

于健康人群中［28］。一项针对323名已婚农民工的研

究表明，童年时期经历的心理虐待与述情障碍呈正

相关，童年创伤会导致其情感发育停滞，情绪理解和

识别能力下降，进一步发展为述情障碍［29］。另一项

针对5 283名健康人群的研究发现，童年时期遭受严

重的忽视和虐待会增加述情障碍的严重程度［30］。因

此，无论是在精神障碍患者或是健康人群中，童年

创伤都可能会导致个体情绪发展受损，破坏情感调

节的生物和心理过程，最终导致述情障碍的发生。

三、EMS 与述情障碍的关系

个体早期的经历、生活环境对图式的形成具

有重要意义，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更容易形成

EMS，并与未来个体述情能力的降低及精神疾病的

发生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图式域都与

述情障碍相关，例如“分离和拒绝”“自主性和能力

不足”“限制不足”“他人导向”和“过度警惕 / 压抑”

都与述情障碍呈正相关［1，6，31-32］。Saariaho 等［33］发

现，个体的述情障碍水平与分离 / 拒绝图式域得分

之间存在相关性，且情绪识别困难这一维度会受到

疾病/伤害的易感性图式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自

主性 / 能力不足”图式域是述情障碍的重要预测因

素，具有此图式域的个体，对自我和环境的期望会

对其生存和分离的能力产生不良影响［1］。另一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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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证明，“过度警惕 / 压抑”图示域也可预测述情障

碍，具有该图式域的个体存在人际交往困难，对他

人疏远和冷漠，例如，在人际关系中，其害怕表达自

己的情绪，避免完全失去对自身的控制，“过度警惕

/ 压抑”图式域中具有消极 / 悲观图式的个体会忽视

生活的积极方面，不表达情绪、感情和爱，这也可能

会影响其述情能力［6］。上述研究表明 EMS 与述情

障碍之间存在联系。然而，也有研究否认了这种关

系的存在，有EMS个体后来并没有发展出述情障碍，

且 EMS 并不能直接导致述情障碍的发生，该研究提

示需进一步探索 EMS 与述情障碍的关系［34］。

随着述情障碍水平的增加，个体罹患精神障碍

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例如抑郁症、焦虑症、饮食障

碍等，严重的可能产生自杀观念［8，35］。英国的一项

研究显示，有述情障碍的女性比未存在述情障碍的

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高 2.6 倍［28］。述情障碍的发生

有助于了解精神疾病发生的原因，在精神疾病诊断

的同时进行述情障碍筛查，能更全面地了解导致精

神疾病的可能因素，并有助于对不同精神疾病制订

更有效的治疗和干预手段［36］。

四、EMS 在童年创伤与述情障碍之间的中介 

作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童年创伤与述情障碍之间的关

系，有研究分析了 EMS 在童年创伤与述情障碍之间

的中介作用。Feyzioğlu 等［9］对 435 名健康人进行研

究，发现童年创伤是述情障碍的影响因素，在引入

中介变量探讨童年创伤对述情障碍的间接影响时发

现，5 个图式域在童年创伤和述情障碍之间都起到

了中介作用。其中被照顾者的虐待和忽视与分离 /

拒绝图式域的形成相关：在该图式域中，被照顾者

认为他们对归属感、爱、关怀、安全和稳定的需求在

任何关系中都无法得到满足，其倾向于发展出更高

程度的述情障碍水平。该研究将EMS作为中介因素，

显示健康人群的童年创伤经历通过 EMS 间接影响

述情障碍，但该研究针对非临床样本，目前尚缺少

临床样本的相关研究。

童年创伤、EMS 以及述情障碍是某些精神疾病

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童年创伤能预测抑郁症的

发生，抑郁症患者也拥有更多的 EMS，且述情障碍

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相关［37-39］。有研究表明，童

年创伤是焦虑症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童年的不

良经历会影响个体的身体情况、大脑和思维功能，

这可能更容易导致情绪障碍的产生；EMS 是一种功

能失调的认知结构，对焦虑症状的出现具有重要意

义，述情障碍与焦虑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40-42］。双

相障碍通常起病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受包含童年

经历在内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EMS 是

双相障碍的危险因素之一，双相障碍患者在遗弃、

失败、自控不足、屈从、苛刻标准、纠结和权利图式

中的得分高于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述情障碍也

对双相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产生重要影响［43-45］。 

Boyda 等［46］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发现童

年时期虐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因素，不良的

童年经历会导致消极的图式表现，最终可能会改变

个体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进而导致个体产生脆

弱认知，这些适应不良的认知方式可能与幻觉、妄

想以及其他精神病性症状有关。述情障碍还可能是

精神分裂症的影响因素，其存在可能会导致精神分

裂症患者产生严重的阳性和阴性症状以及持续的自

杀观念［47］。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评估患者的童年经

历、EMS 以及述情障碍的水平，有助于了解精神疾

病患者的童年创伤如何通过图式对述情障碍造成影

响，并且有助于理解三者是如何共同影响精神疾病

的发展，为后续进行心理治疗与干预提供不同的方

向。目前，国内外关于三者关系的研究较少，受限

于试验设计、样本选择、统计方法的差异，研究结果

尚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因此未来仍需进一步深入

探索与研究。

五、总结与展望

个体的童年经历对未来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

义。有童年创伤的个体，其生活环境、家庭关系以

及其他人际关系常不如意，因此可能会引发一系列

心理问题。EMS、童年创伤是述情障碍的影响因素。

童年创伤与 EMS 可以对述情障碍产生影响，但是将

EMS 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童年创伤对述情障碍影响的

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 EMS

如何对述情障碍产生影响。尽管经历过童年创伤的

个体具有较高的可能性出现述情障碍，但并不是所

有个体都会出现，其间存在着一系列中介和调节因

素，探索与识别这些相关因素，可以为未来的心理

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童年创伤、EMS 以及述情障碍是部分精神疾病

的影响因素，例如述情障碍可能与抑郁症、双相障

碍、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发生有关。

未来可以在临床样本中探讨童年创伤、EMS 以与述

情障碍的关系以及三者共同作用时对精神疾病的

影响。在临床干预中，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药物治

疗的同时，可从童年创伤经历、EMS 以及述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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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角度针对性地进行心理治疗，促进患者对疾病形

成更准确、深刻的认识，有利于疾病症状的缓解。

EMS 的形成与早期基本的情感需求未得到满足密切

相关，长期处于这种成长模式下，会形成不同的图

式类型，EMS 作为较为稳定的认知方式，一旦被激

活，常会影响个体生活，甚至可能导致个体产生严

重的心理问题，这一理论也为后续图式治疗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是回顾性研究，

未来需进行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深入探索童年创

伤、EMS 以及述情障碍对心理健康及精神疾病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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