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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伴焦虑障碍患儿

家庭环境因素对照研究

张跃兵 罗学荣 刘霞 韦臻管冰清袁秀洪叶海森宁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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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麓】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褥(ADHD)俘或不伴焦虑障碍儿童家庭养育方式及相关因

素。方法采用二阶段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湖南省9495名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对符合

DSM．IV诊断标准的ADHD儿童郴正常JL童莱粥父母教箨方式评价壁表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鼍表

徽迸一步调查。结巢俘或不俸焦虑障碍的ADHD与蠢鬻咒童比较，主要在家藏实际亲密度、父母豹

惩罚、父姆的拒绝、母亲的过干涉过保护和父亲的过度保护方面差异脊统计学意义(尸<0．05)。ADI-ID

伴焦虑障碍与单纯ADHD比较，父母的惩罚、父母的拒绝、父亲的过艘保护、父亲的过度干涉、母亲的

莲子涉避像护方瑟羞舞有统计学意义(尹<0．05)。母亲糖绝是单缝A转HDJ毛童薛影睫毽素，冀OR遣

为1．122；ADHD伴焦虑障碍儿童的的影响因索分别为家庭理想亲密度、母亲拒绝和父亲惩罚，其

OR值分别为0．966、1．215和I．089。结论ADHD伴或不伴焦虑障碍患儿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着诸多

方嚣酶阏遂，ADI-ID倦焦意障碍悫J毛懿发垒受母亲抠缝、父亲惩罚程察瘫理想亲密度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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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amily rearing paRern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with or without anxiety disorder and to explore its risk factors．Methods 9495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were sampled at random in Hunan province。using two—stage investigation．Those who

we,re diagnosed ADHD and the normal control filled out Egna Minnen av Bamdoms Uppfostran and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by themselves．Resulls The comparison of factors as：actual family

cohesion，parents’punishments，rcjection。mother'S excessive protection，intervention and rather'S

excessive prote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ADHD with or without anxiety disorder and

normal children《P<◇．05)。弧le comparison ofparents’punishments。∞{ection，excessive pro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were obviously different between ADHD with anxiety disorder and simple ADHD{P<0。05)。

Mother’S rejection w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simple AD∞。with(俄as 1．I 22．Idcal family eohesion．

mother’S rejection and father’s punishments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ADHD with anxiety disorder。

wi邀DR as 0。966。l。2 l 5 and 1．089 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ofAD}{D with or without anxiety disorder Mother's rejecfion．father’S punishments and

ideal family cohesion were suggested to be correlated with ADHD and anxiety disorder．

【Key words】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nxiety disorder；Rearing slyles ofparents；
Cohesion adaptability

已有研究表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儿童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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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中常见的问题。据报道，在ADHD患儿中8％一

30％伴有焦虑障碍11]。儿童焦虑障碍是一组以过分

焦虑、担心为主要薅验的情绪漳碍，包括分离性焦

虑障碍、过度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恐怖性焦

。虑障碍及社交性焦虑障碍。临床表现受发育性因素

的影睫，不同年龄表现的形式不同，瘸程常为後性病

程，缓解率低。常常导致儿童学业不佳、社交不良，

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近年来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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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及家庭对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发生、发展起

重要作用瞰310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家庭环境对

ADHD患儿的影响，而忽略了对伴有焦虑障碍的

ADHD深入探讨。为此，本研究基于湖南省儿童精

神障碍患病率的调查，对伴或不伴焦虑障碍的

ADHD儿童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的特点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探讨家庭环境因素对

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有效、针对性地提出家庭干

预措施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研究样本来自“湖南省中小学精

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时间为2005年9月至

12月31日。采用分层、随机、整群的抽样方法，共抽

查湖南省6个地区5。17岁中小学生9495人，其中

城市5982人，农村3513人，男性5148人，女性4347

人。单纯ADHD 219人(男性175人，女性44人；年

龄10．0岁±2．8岁)，ADHD伴焦虑障碍111人(男性

78人，女性33人；年龄10．0岁±2．7岁)，从正常儿童

对照组中随机抽取资料齐全者214人(男性161人，

女性53人；年龄10．0岁±2．9岁)。各组年龄、性别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调查方法：采用二阶段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第一阶段筛查，即由调查儿童的父母、教师或抚养者

填写儿童精神障碍调查筛企表(自编)和ADHD诊

断量表，凡父母或教师所填的症状筛查表有一条为

“是”或ADHD诊断量表中任一个达到了该疾病的

诊断条目数者为筛查阳性；第二阶段为临床诊断，由

主治医师以上的精神科医师首先对筛查阳性的中小

学生用半定式诊断检查表(K．SADS—PL)(含筛查、

补充检查和儿童总评问卷)并与儿童面谈进行精神

检查，且与患者的知情人进行会谈。然后依据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一Ⅳ)中

ADHD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临床检查对怀疑有精

神发育迟滞、广泛性发育障碍、学习障碍者做联合型

瑞文智力测验及成就测验进行鉴别排除诊断。最后

所有患儿的诊断均经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复核。

正常儿童对照组，从筛查阴性者中随机抽总人数的

20％JL童作为正常儿童对照组，并对所抽取的正常

儿童对照组进行临床诊断，且依据DSM．Ⅳl临床诊

断为正常。

3．调查工具：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

(EMBU)进行父母教养方式调查Ⅲ。该量表包括父

亲教养方式的6d"主因素(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

厉、过度干涉、偏爱、拒绝否认和过度保护)和母亲

教养方式的5个主因素(情感温暖理解、过干涉过保

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分别由58和57个

条目组成，每项有“从不”、“偶尔”、“经常”、“总是”4

个选择答案，分别采用l～4记分。采用家庭版本家

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 II．CV)评

价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51，及家庭体系随家庭

处境与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

能力。该量表共30个项目，每个项目的答案得分为

l一5分(不是=1分，偶尔=2分，有时=3分，经常=

4分，总是=5分)；不满意程度为实际感受得分与理

想得分之差的绝对值。两份问卷均由小学三年级以

上学生本人在调查的第一阶段填写。

4．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用FOXPRO 6．0建立

数据库，EMBU、FACES 11一CV计算因子分，SPSS

11．5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并用最小显著差异t检验

(LSD．￡)做两两比较分析。对家庭因素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以确定伴焦虑障碍的ADHD的危险因

素。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进

入检验水准a=0．05。

结 果

1．正常儿童对照组、单纯ADHD组和伴焦虑障

碍的ADHD组EMBU评分比较：j组儿童父母的情

感温暖理解、惩罚、拒绝、过度保护和过度干涉因子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JP<o．05)，见表l。其中，

单纯ADHD组与正常儿童对照组相比，父母亲的情

感温暖因子得分均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对照组(P<

0．01)。父母亲的惩罚与拒绝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正

常儿童对照组(P<0．01)，父亲的过度保护因子得分

高于正常儿童对照组(P<0．05)，母亲的过干涉过保

护因子得分高于正常儿童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ADHD伴焦虑障碍与正常儿童

对照组相比，父母亲的惩罚、拒绝因子，父亲的过度

保护、过度干涉因子和母亲的过于涉过保护因子得

分均明显高于正常儿童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ADHD伴焦虑障碍组与单纯ADHD

组相比，父亲和母亲的惩罚、拒绝因子，父亲的过度

保护、过度干涉因子和母亲的过干涉过保护因子得

分均高于单纯ADHD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正常儿童对照组、单纯ADHD组和ADHD伴

焦虑障碍组FACESⅡ．CV评分比较：三组儿童家庭

中实际亲密度与理想亲密度因子得分差异均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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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正常儿童对照组(1组)、单纯ADHD组(2组)和ADHD伴焦虑障碍组(3组)EMBU评分比较

注：。P<0．01：中<0．05

学意义(P<0．05)，其中单纯ADHD组与正常儿童对

照组相比，实际亲密度因子得分低于正常儿童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DHD伴焦虑障

碍与正常儿童对照组相比，实际亲密度和理想亲密度

因子得分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1)；而ADHD伴焦虑障碍组与单纯

ADHD组相比，各因子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

3．单纯ADHD组、ADHD伴焦虑障碍组家庭环

境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单纯ADHD或ADHD

伴焦虑障碍有无为应变量，采用逐步后退logistic回

归分析(表3)。进入单纯ADHD logistic回归方程

的影响因素为母亲拒绝；进入ADHD伴焦虑障碍

logistic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分别为理想亲密度、母

亲拒绝和父亲惩罚。

讨 论

父母的养育方式对个体的认知发展、性格形成

和行为社会化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伴或不

伴焦虑障碍的ADHD患儿与正常儿童对照组相比，

父母的惩罚、拒绝因子，父亲的过度保护和母亲的过

干涉过保护因子得分均高于正常儿童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上述因子均属ADHD儿童

家庭中的主要表现。Alizadeh等陋1研究认为ADHD

危险因素与父母的体罚密切有关。其次，由单纯

ADHD组与正常儿童对照组的比较中可发现，前者

父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得分均明显低于后者，

提示单纯ADHD家庭中缺乏情感温暖和理解。以

上说明ADHD患儿家庭中普遍存在不良的家庭教

养方式，此与国内外研究一致一’8，。父母亲的温暖理

解等情感支持，可以帮助消除患儿的消极自卑心理；

而父母的惩罚、拒绝和过分干涉等则可能压抑积极

情感，久之必然会导致出现各种心理及行为问题。

因此，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多给予理解和关怀，

减少惩罚和拒绝，对于建立健康的家庭关系，培养身

心健康的子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发现，ADHD伴焦虑障碍组与单纯

ADHD组相比，父母亲的惩罚、拒绝因子，父亲的过

度保护、过分干涉因子和母亲的过干涉过保护因子

得分均高于单纯ADHD组。提示ADHD伴焦虑障

碍患儿的家庭父母惩罚、拒绝、过度保护和过分干涉

现象更为突出。这可能为ADHD伴焦虑障碍儿童

对父母的拒绝干涉转向自己时m现内化影响，表现

为明显的焦虑情绪，有时突出表现为坐立不安、提心

吊胆、社交恐怖等。Kernberg等|91研究认为内化过

程的强化可以导致被动攻击性人格、回避性人格、依

赖性人格、强迫性人格以及边缘性人格等。而对于

父母的过度保护表现为过分纠缠母亲或由于逆反心

理对家长的被动抵触，儿童情感上不成熟，在危机状

表2正常儿童对照组(1组)、单纯ADHD组(2组)和ADHD伴焦虑障碍组(3组)FACESⅡ．CV评分比较

注：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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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单纯ADHD缰、AD硪)傣焦虑障碍缀家庭环境

因索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冈素 尽 靠 耽￡研值P值 O尺傻

单纯ADHD组

母亲燕缝0。115 0．038 9。241 0．002 1。122

常数值 一1．524 0．825 3．41l 0．065 0．218

ADHD伴煞虑障碍组

理想亲镪度 一O．035 0．014 5．930 0．015 0．966

母亲瓠绝0。195 0．048 16。192 0．000 l。2ls

父亲惩弱0。085 0．038 5．066 0．024 1．089

常数值 一2．920 1．266 5．324 0．02 l 0．054

态下逃避现实，遇到困难挫折、应激事件不能有效的

应对，从而压抑积极情感，产生焦虑情绪，久之必然

会导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阙内外研究发现父母的

拒绝、避度保护、焦虑性养育行为与JL蘧青少年的

焦虑症状呈显著性正相关，对焦虑症状具有预测作

用u㈨J。王凯等“2j硼：究认为不同年龄的焦虑障碍儿

童伴发的行为不同，年幼的JL童语言表达不完善，情

感体验不深刻，导致他们只能以行为方式表达其情

绪。还发现ADHD伴焦虑障碍组儿童的实际亲密

度程理想亲密发躁子得分明显低于正鬻JL童对照

组，单纯ADHD组儿童的实际亲密度因子得分低于

正常儿黧对照组。衣明纪等[131研究中发现亲密度是

影嚷儿煮行为闻题的因子之一。

由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单纯ADHD的危险因

素为母亲拒绝；ADHD伴焦虑障碍的危险因素为母

亲拒绝穰父亲惩罚，悉家庭遴想亲密度为保护牲阂

素。由此提示母亲在教育子女中的重要性，在我国一

直以“严父慈母”家庭教养方式为主，母亲在家庭教育

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闻耨精力，有时可能是母亲的过波

干预；而父亲则忙于工作，忽视了与子女感情的培养，

以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为主，导致患儿的不安全感，

加重患JL的焦虑情绪。Satake等“41认为家庭环境的

低亲密猁容易使儿童产生不安全感和孤独恐惧感。

这在伴有焦虑障碍的ADHD患儿家庭中较为明显。

由上述结果可稽出，在父母教养方式上，父母不

能给予子女充分的情感温暖，缺乏对子女的关心、理

解、支持积鼓励；相反，代之以惩罚、严厉和拒绝、否

认，这些是ADHD患JL父母教养方式的共性。父母

缺乏对子女的理解、关心和鼓励，他们将会更多地表

现出冷漠、忽视的态度，从而影响子女的逶常入际交

往；父母的过分保护，阻碍了个体独立性和社交能力

的发展；父母的过分惩罚和拒绝，往往会造成子女做

事过于拘谨，惟恐傲错事瑟受罚，这些不良的父母教

养方式势必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郭全芳等“51研究

发现多采取正强化法，即患儿进步或良好行为出现

后，及时绘予肯定、赞美或奖赏，包括搂抱、摸头、抚

慰鼓励、表扬等，倡导家庭串民主、平等、满怒孩子情

感和精神需求，有利于帮助孩子调整自尊心和自信

心，从而使孩子变得更积极、更健康。

综上新述，尽管ADHD有其生物学根源，遗传

因素有重要作用，而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对子女的

心理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证实

ADHD伴焦虑障碍患JL的家庭环境与单纯ADHD

患儿存在差异。提示对ADHD患儿的预防和行为

干预中不能一概而论，尤其对伴有焦虑障碍的惠JL，

父亲的不良教养方式对其身心发育的影响也不容忽

视。本文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是现况

调凌，研究结果只能说明伴或不伴焦虑障碍AD珏D

的相关因素，丽不能进一步阐述这些因素与疾病之

间的因果关系。

《本研究褥戮l￡豪霞龙戏沃皖瞧床漉行癣学磅突室费变鹏教授

和巾瀚协稻医科大学张学教疆酶技术支持稳资勘，谨诧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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