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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学生儿童期性虐待经历回顾性调查

陈晶琦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中儿童期性虐待发生情况，探讨性虐待经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

响。方法 用自填式问卷，于#$$%年&月对一所普通高校!"!名大学生就有关儿童期受性虐待经历

进行不记名回顾性调查。结果 在被调查的!"!名大学生中，有#$’$(（%#／)"$）的女生和)*’%(
（!+／*$!）的男生报告)"岁以前曾经历过非身体接触或身体接触的性虐待，其中)+名（))’%(）女生

和%)名（,’,(）男生经历过身体接触的性虐待。儿童期性虐待经历首次发生年龄!&’*(的女生、

!)’,(的男生发生在))岁及以下。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比较，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

生抑郁情绪量表得分高；健康状况自我感觉评价得分低；症状自评简表中的躯体症状、敌意、强迫症状

和焦虑得分高；有过性交行为及在调查的近一年里考虑过自杀、饮酒醉过的比例高。结论 儿童性虐

待问题在中国并非少见。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相关。亟待开展儿童期性虐待的

预防工作及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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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性 虐 待（->?）问 题 在 世 界 各 地 并 非 少

见［)D*］。然而，我国有关儿童性虐待问题的研究仍

然很少，一般人群中儿童性虐待的发生情况及性虐

待对受害者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报道则更少［!D+］。

为探讨大学生中儿童期性虐待经历及其对学生心理

健康的影响，于#$$%年&月对!"!名大学生进行了

性虐待经历的回顾性问卷调查。

对象与方法

)’对象：采用方便样本。即在同意参与此项调

基金项目：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D$)++）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查的一所普通高校中，以班级为单位，对,#+名大学

生进行了调查，获得有效答题卡!"!份，占被调查人

数的,,’"(。其 中 女 生)"$人，占 被 调 查 女 生 的

+$’$(；男生*$!人，占被调查男生的,"’,(。年龄

)+!#"岁，平均年龄（#$’!%O)’%%）岁。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指标。#
儿童性虐待经历［"D&］。儿童性虐待指)"岁以前，在

不情愿的情况下经历下列性活动中的任何一种：虐

待者故意向儿童暴露其生殖器、在儿童面前手淫、对

儿童进行性挑逗、触摸或抚弄儿童身体敏感部分（包

括乳房或外阴部）、迫使儿童对其进行性挑逗和性挑

逗式地触摸虐待者的身体、在儿童身上故意摩擦其

性器官、用口接触儿童的外阴部或性器官、迫使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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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口接触虐待者的性器官、试图与儿童性交和强行

与儿童性交、试图与儿童肛交和强行与儿童肛交。

上述!"种情况的前#种为非身体接触性虐待，后$
种为身体接触性虐待。!采用流行学研究中心的抑

郁量表（%&’()）［!*］。此量表总计"*个题目，用以

评价当前抑郁症状出现的频度。每个题目赋值*"#
分，总分范围*"+*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出现

频度越高。本调查该量表的%,-./012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3$*。#自尊量表（’&’）用以评定关于自我

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由!*个条目组成［!!］。

每个条目分四级评分，总分范围为!*"4*分，分值

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调查该量表的%,-./012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356。$简化症状自评量表（/,789
:;<=>-<7.?8.>-,;，@’A）中的躯体化症状、敌对、强

迫症状和焦虑等四个分量表，由"4个条目组成，每

个条 目 分 五 级 评 分［!"］。 本 调 查 四 个 分 量 表 的

%,-./012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356、*36#、*36#
和*36B。%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一个题目，要求被

调查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做一个总体的评价［5］。

得分范围为!"B分，分值越高，自我感觉健康状况

越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主要包括性交行

为、目前吸烟、饮酒、自杀意念、打架等行为［!#(!B］。

#3调查方法：组织学生在教室内答卷。整个调

查过程充分考虑保护学生的隐私。在调查前向学生

讲明调查目的，并告诉学生本调查为不记名、自愿参

与；在回答问卷过程中，学生的座位相互隔开，以考

试距离坐好。学生在机读卡上用"@铅笔回答问卷

中的问题。问卷当场发放，答完后的问卷及答题卡

由学生自己将其放入信封内封好，并由调查员当场

收回。

43统计学分析：用’C’’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主要计算相关指标的频数和百分数，描述儿童性虐

待的发生情况。运用’"检验、!检验、D-E7:>71回归

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探讨儿童性虐待发生的影响因

素和性虐待经历对学生心理行为的影响。

结 果

!3儿童性虐待发生率：在被调查的B+B名大学

生中，有$*人报告在!+岁前在非情愿的情况下曾

经历过至少一次或非身体接触或／和身体接触性虐

待。其中女生#"人，占被调查女生的"*3*F；男生

B6人，占被调查的!43#F。因为此次调查男女生所

占比例相差较大，所以分别加以论述。经历过身体

接触性虐待的女生有!6人，占!!3#F；男生有#!
人，占535F；经历过或被强行的性器官间的接触、或

口与性器官接触、或性器官与肛门接触的（均包括在

身体接触性虑待中）女生有"人，占!3#F；男生有4
人，占!3*F。比较所调查的!"种儿童期性虐待经

历的比例，以女生报告经历过非情愿的侵犯者对其

暴露性器官的最多（!"3BF），其次为侵犯者触摸其

隐私部位（$34F），如乳房或性器官；在男生中，报告

经历非情愿的侵犯者在其面前手淫的最多（435F），

其次为侵犯者触摸其隐私部位（43*F）。见表!。

表! 某大学B+B名大学生!+岁前儿童期性虐待经历情况

儿童期性虐待经历

女生
（"G!+*）

人数
发生率
（F）

男生
（"G4*B）

人数
发生率
（F）

侵犯者故意向儿童暴露其性器官 "* !"3B( !4 #3B
侵犯者在儿童面前手淫 !* +3# !$ 435
侵犯者对儿童进行性挑逗 B #3! !B #35
曾经历过非身体接触性虐待 "# !434 #6 $34
侵犯者触摸或抚弄儿童身体的敏感部位 !B $34! !+ 43*
侵犯者迫使儿童对其进行性挑逗和

性挑逗式地触摸其身体 B #3! 5 !35

侵犯者在儿童身上摩擦其性器官 ! *3+ # *35
侵犯者用口与儿童性器官接触 * *3* ! *3"
侵犯者迫使儿童用口与其性器官接触 ! *3+ " *3B
侵犯者试图与儿童性交 # !3$ 5 !35
侵犯者强行与儿童性交 ! *3+ * *3*
侵犯者试图与儿童肛交 " !3# 4 !3*
侵犯者强行与儿童肛交 * *3* " *3B
曾经历过身体接触性虐待 !6 !!3# #! 535
曾经历过非身体接触或身体接触性侵犯 #" "*3* B6 !43#

( 男女生比较，差异有显著性，’"G!+3B6，#G*3***；!’"G

+3B!，#G*3*!!

"3儿童性虐待首次发生的年龄：在回答有性虐

待经历的学生中，其首次性虐待发生年龄男女生分

别小至+岁和4岁（表"）。统计表明，在$*名有儿

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中，其性虐待首次发生年龄，

女生有B$34F、男生有B!35F发生在!!岁及以下。

表" $*名大学生儿童期性虐待经历首次发生年龄分布

年龄组
（岁）

人数（构成比F）

女生 男生

4" *（*3*） 6（!#36）

+" B（!B3+） +（!*3#）

6" 6（"B3*） B（63+）

!*" +（!636） !!（!$3*）

!"" 4（!"3B） !!（!$3*）

!4"!B $（"63!） !5（"$3#）

合计 #"（!**3*） B6（!**3*）

#3儿童性虐待发生的社会人口学特点：比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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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别、不同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及父母亲文化

程度之间儿童性虐待发生率发现，各组间差别均无

显著性（表!）。为进一步探讨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

影响因素，采用"#$%&’%(回归，将有关影响因素作为

自变量：性别（女为)，男为*）、是否为独生子女（是

为)，否为*）、)+岁前家庭居住地（农村为)，县城为

*，城市为!）、父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初中

为*，高中及以上为!）、母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为)，初中为*，高中及以上为!）。用后退法筛选变

量，结果所有自变量均未被选入，与单因素!*检验

分析结果一致。

表! 儿童性虐待发生的社会人口学特点

人口学特点
调查
人数

曾有,-,.经历者

人数 发生率（/）

显著性检验

!*值 !值

性别

女 )+0 !* *010 *12+ 01032
男 405 56 )41!

家庭居住地

农村 *+* !4 )!10
县城 66 )5 )210 *122 01*50
城市 *0+ !6 )614

独生子女

是 !)+ 5+ )212 )1+2 01)32
否 *46 !4 )!12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5 )) )412
初中 **2 !5 )514 01*+ 01626
高中及以上 *+! 44 )+12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6 )6 )*1*
初中 *)+ !3 )61) *1!! 01!))
高中及以上 *0) !! )+14

41儿童期性虐待经历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根

据儿童期性虐待经历，将被调查学生分为没有性虐

待经历组、非身体接触性虐待经历组和身体接触性

虐待经历组。单向方差分析显示，与没有儿童期性

虐待经历的学生比较，有儿童期身体接触性虐待经

历的学生抑郁情绪出现频度得分高，健康状况自我

感觉评价得分低，7-8量表中的躯体症状、敌意、强

迫症状、焦虑等因子分高，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

从表4和表5可见，反映心理问题的各指标得分，有

随着性虐待严重程度增加而增高（健康状况自我感

觉评价得分降低）的趋势，但非身体接触性虐待与身

体接触性虐待之间的各心理问题得分比较，差异均

没有显著性。见表4和表5。

为探讨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别将本研究的

心理指标健康状况自我评价、,9-:;、-9-以及7-8
量表中的躯体症状、敌意、强迫症状和焦虑因子得分

作为因变量，将儿童期性虐待经历（无为0，非接触

性虐待为)，身体接触性虐待为*）、年龄（)6")3岁

为)、*0岁为*、*)岁为!、**"*4岁为4）、性别（女

为)，男为*）、是否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为)，非独

生子女为*）、被调查者)+岁前的家庭居住地（农村

为)，县城为*，城市为!）、父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

下为)，初中为*，高中及以上为!）、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为)，初中为*，高中及以上为!）作为

自变量，分别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健康

状况自我评价、,9-:;、躯体症状、敌意、强迫症状和

焦虑等均与儿童期性虐待经历有关联，而与被调查

者的年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岁前的家庭居

住地、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等均无统计学意

义的关联。本文只将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儿童期

性虐待经历和各因变量心理指标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列出（表+）。

表" 儿童期性虐待经历与,9-:;、-9-及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得分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儿童期性虐待经历
,9-:;

人数 !"<#
-9-

人数 !"<#

健康状况自我评价

人数 !"<#
无 45+ ))154<616) 4+0 !01!*<!166 4+5 !12*<013+
非身体接触性虐待 40 )412!<3144# 4) !0100<!1*+ 4) !1*3<)106#
身体接触性虐待 42 )+1!+<)015+# 46 *31*!<!134 43 *13+<013+#

$值 216)" )16) )+14*"

"!#010)；#=#&’:>#(检验（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比较），!#0105；非身体接触性虐待与身体接触性虐待两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表# 儿童期性虐待经历有与无两组间7-8量表躯体症状、敌意、强迫症状和焦虑因子得分比较

儿童期性虐待经历
躯体症状

人数 !"<#

敌意

人数 !"<#

强迫症状

人数 !"<#

焦虑

人数 !"<#
无 42! *1*4<*163 42! *1+*<!1)) 42! 4123<41)) 42* *105<*130
非身体接触性虐待 4) !14)<!1)0# 40 !1!5<*12! 4) 5160<!160 4) !15+<!1+5#
身体接触性虐待 46 4154<!133# 43 414)<!130# 46 210*<4140# 46 4146<41!!#

$值 )41+)" 212!" 21)4" )+1++"

"、# 同表4

·526·中华流行病学杂志*004年)0月第*5卷第)0期 ,>%?@9A%BCD%#"，E(’#FCG*004，H#"1*5，I#1)0

 



表! 各因变量心理指标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各心理指标 离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值 "值

!"#$% &’’()’*+ , --.)-(/ 0)*(/*)***
#"# .()&/- , ’.)(.’ ,)-*’*)*.(
健康状况自我评价 ’&)’.’ , &()-0-&.)&-/*)***
躯体症状 ,’+)-0. , &&+)0/’&,)0(**)***
敌意 &,/)&,- , -,)*-’ -)*00*)**,
强迫症状 ,’0)/-’ , &&+),’, -)0+,*)**&
焦虑 ,00)*.( , &//)*’.&/)0&+*)***

! 自变量为儿童期性虐待经历

()健康相关危险行为：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

历的学生比较，有过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在调

查的最近一年内，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的比例明显

偏高（&*／00，&&)/1；&-／/-(，’)/1；!,20)-.，"2
*)**’）；在调查的最近一年内，回答曾酗酒的比例也

明显 偏 高（,+／+*，’,),1；&*/／/.’，,,)*1；!,2
/)’+，"2*)*’-）。

有关性交行为，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

生比较，有过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其性交行为

发生 率 明 显 偏 高（&+／+*，,&)&1；/,／/.(，0)01；

!,2&&)0’，"2*)**&）。

讨 论

由于性虐待问题的敏感性，研究方法又多为回

顾性调查，所以很难准确估计一般人群中儿童性虐

待的发生率。又由于各研究者所使用的儿童性虐待

的定义的不同（如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同、性虐待各种

情况所包含内容的差异等）、调查对象的不同（如有

基于社区的全国性随机样本、也有学生的方便样本）

以及调查方法的不同（如有电话访谈、面对面访谈和

问卷调查等），也是使各研究结果差别较大的一个原

因。因此笔者将与相关研究进行粗略的比较。本研

究结果显示，在&-岁前，女生中有,*)*1、男生中有

&/)’1经历过非情愿的非身体接触或身体接触的性

虐待；经历过身体接触性虐待的女生有&&)’1，男生

有.).1；经历过强行性交的比例，女生有&)’1，男

生有&)*1。笔者于,***年和,**,年对+0(名高

中女生、,’+名高中男生和0+,名卫生学校女生的

调查结果显示［-$0］，包括非身体接触在内的儿童性

虐待 的 发 生 率 女 生 为,()(1和,()-1，男 生 为

,’)*1；身 体 接 触 性 虐 待 发 生 率 女 生 为+)01和

&/)(1，男生为&()*1。本次调查女生结果与其相

似，男生偏低。345646［&-］在美国对’&0名大学生（男

&*-人，女,&,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岁及

以前，有过身体接触性虐待的男生有&+)01，女生有

,&).1。78695:;［&.］在澳大利亚对.&*名随机抽取

的女性调查结果显示，有,*1的女性在&-岁前受

到过身体接触的性虐待。本研究结果低于这两项研

究结果。

有关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首次发生年龄，本研

究女生有(+)/1、男生有(&).1发生在&&岁及以

下。与345646［&-］对美国大学生及<=:;［(］对香港大

学生的研究结果初次发生平均年龄&&岁相近。

有关儿童性虐待与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许多

研究都曾试图确定儿童性虐待的发生是否与特定的

家庭社会阶层有关。然而，多数研究都显示，与儿童

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不同，儿童性虐待的发生与家

庭社会经济状况无关或呈现弱相关［,］。75:>68?@4
等［&0］在美国的抽样调查显示，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

与儿童性虐待的发生率无关。A=B$C=?5=，<=95D?［’］

对巴勒斯坦大学生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调查结果显

示，儿童期性虐待的发生率与家庭大小、家庭收入、

父母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家庭居住地

等无显著关联。陈晶琦等［-，.］对高中生的研究显

示，父母亲文化程度与儿童期性虐待发生率无关。

陈晶琦等［0］对0+,名卫生学校女生的调查结果显

示，儿童期性虐待经历与父母文化程度、是否为独生

子女、家庭居住地（农村、县城、城市）等无关。本文

以被调查者的性别、父母文化程度、&-岁以前的家

庭居住地（城市、县城、农村）、是否为独生子女作为

社会人口学的基本指标，来探讨儿童期性虐待经历

的社会人口学特点。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性虐待

发生率与父母亲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是否为独生

子女无关。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

儿童性虐待发生率的性别差异，在多数研究中

都能见到［,，(，+，&+，,*］。一般是女性儿童期性虐待的

发生率是男性的&)("/倍。但对于严重涉及性交

的性虐待发生率，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小［,］。也有

地区研究显示，儿童性虐待发生率在女性与男性之

间差别不显著。如A=B$C=?5=，<=95D?［’］对巴勒斯

坦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男女大学生儿童期性虐

待经历发生率相似。本研究儿童性虐待发生率男女

生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由于本研究样本例数

较少，且来自方便样本，有关儿童性虐待发生率的男

女性别差异还有待做进一步调查。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关儿童期性虐待经历对受

害者心理健康的影响，与没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

学生相比，有儿童期性虐待经历的学生，健康状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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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评价低，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性行

为发生率高；简化症状自评量表!个分量表躯体化

症状、敌对、强迫症状和焦虑等的得分均明显高，这

与国内外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似［"，#，$，%&，%%］。

本研究的局限性：!调查对象来自方便样本，理

想的抽样方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大学生进行随机抽

样，但由于研究问题的敏感性及其他一些条件的限

制，目前情况下难以做到。"无法知道儿童性虐待

的发生率比实际发生率高还是低。其原因一是所研

究问题的敏感性。二是儿童性虐待定义的局限性。

目前，有关儿童性虐待的判断还没有一个“金标准”。

本研究所调查的也仅限于所列出的&%种性活动情

况，且是在非情愿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有些“自愿

的”性活动或没有列出的性活动可能没有包括进来。

尤其是在小年龄阶段，儿童对此活动并不十分清楚

的情况下，即使是自愿的，也应该属于性侵犯。因

此，不排除本研究的儿童期性虐待发生率低于实际

发生率的可能性。三是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回顾性调

查，不能排除由于记忆偏差所带来的误差。这也是

回顾 性 调 查 固 有 的 局 限 性。 四 是 应 答 率 只 有

##’()，与没有参与调查的学生比较，如果参与调查

的学生儿童期性虐待发生率高，该结果就会比实际

人群中的发生率偏高；如果其儿童期性虐待发生率

低，则结果会比实际发生率偏低。#大学生是个特

殊的群体，不能代表这一年龄段的整个人群。对于

儿童期性虐待问题的研究有它的局限性。但本调查

采用大学生作为研究这一敏感问题的调查对象，也

有它的优点。其优点是他们有很好的阅读能力和理

解问题的能力，适合于不记名问卷形式的调查，尤其

是在儿童性虐待问题流行学研究的早期阶段，从研

究方法的可行性上有着独特的优势。

儿童性虐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目前在我

国对这一问题进行流行学研究非常困难。致使我国

人群中儿童性虐待问题的发生情况的研究至今仍十

分有限。尽管本研究有其局限性，其调查得出的儿

童性虐待的发生率不能外推，但与近期在我国的几

个调查结果相似，提示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我国儿

童性虐待问题常见，且与青少年学生诸多心理问题

相关，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加快进行儿童性虐待问题

的流行病学、预防措施、服务、立法等的研究，重视幼

儿园和小学预防儿童性虐待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以

及受害者的心理卫生服务工作。

（向所有参与本项调查的学生，以及对这项调查工作给

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教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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