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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侵害儿童状况分析暴力侵害儿童状况分析暴力侵害儿童状况分析暴力侵害儿童状况分析     6 省市 3577 名大中专学生儿童期虐待经历及其与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的关联研究 （摘要）  一、 研究背景 许多研究显示，儿童虐待问题并非少见，存在于世界各地。儿童虐待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发展，有的影响甚至持续一生。 有关儿童虐待问题，发达国家已有许多研究。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本研究目的是初步了解我国大中专学生中儿童期虐待问题的发生情况。探讨儿童期虐待经历与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健康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的关联。本研究将扩展我们对儿童虐待问题在我国发生情况的了解，提高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本研究结果也将为促进、完善我国儿童保护政策和发展预防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 于 2005 年 3 月～4月对广东、浙江、湖北、陕西、黑龙江、北京等 6个省市的 4327 名学生进行了不记名、横断面的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3577 份，占被调查学生的 82.7%。其中男生 1643 名，占 45.9%，女生 1934 名，占 54.1%。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指标、儿童期(16 岁前)虐待经历、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流行学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 儿童期虐待经历主要包括躯体虐待（4项指标）、精神虐待（7项指标）和性虐待（6 项指标）等 17 项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这 17 项指标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从相对较轻的、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普遍的经历（如曾经被他人羞辱过）到非常严重的、在每个文化中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和非常有害的经历（如被故意烧烫或刺伤，或违背个人意愿的性交活动）。 三、研究结果 在此，我们将报告上述每项虐待经历的发生情况，以及童年期虐待经历与被调查学生目前心理健康和危险行为发生的关联。     1111、、、、儿童期(16岁前)虐待经历 童年期3种虐待经历的发生情况，调查结果如下。 ● 躯体虐待。分别有54.6%的男生和32.6%的女生报告曾被人非常用力地徒手打过；39.0%的男生和28.5%的女生报告曾被他人用棍棒/扫帚/皮带等打过；4.3%的男生和2.4%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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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报告曾被人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或捆住无法移动；3.8%的男生和1.9%的女生报告曾被人窒息或烧烫/刺伤。 ● 精神虐待。分别有35.9%的男生和29.9%的女生报告曾被人羞辱；24.6%的男生和6.2%的女生报告曾被迫交出自己挣的钱/属于自己的财物给他人；0.7%的男生和0.4%的女生报告曾因为民族宗教信仰而受到威胁要被伤害；10.5%的男生和10.3%的女生报告曾被家人说过希望其不存在；13.6%的男生和10.5%的女生报告曾被家人威胁要被丢弃；32.4%的男生和33.7%的女生报告曾目睹家人/亲近人的严重打架斗殴；7.5%的男生和2.4%的女生报告曾被威胁要被严重伤害或杀害。 ● 性骚扰/性侵犯。分别有12.2%的男生和13.8%的女生报告曾受到言语性骚扰；6.5%的男生和11.9%的女生报告曾有人故意向他们暴露其生殖器；9.7%的男生和13.5%的女生报告曾被他人触摸身体的隐私部位；1.9%的男生和2.7%的女生报告曾被迫触摸侵犯者的隐私部位；1.3%的男生和5.3%的女生报告曾被试图性交；1.7%的男生和2.1%的女生报告在非情愿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交行为。 比较各项虐待的发生情况，我们看到有些问题比较常见，一些比较严重的虐待问题，发生很少。如在非情愿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交行为是非常严重的虐待问题，其发生率要远低于言语性骚扰的发生率。然而，没有简单的方法能确定什么虐待对儿童的伤害最大，什么虐待只是属于一般的不愉快经历，并不特别地构成对儿童心理健康的伤害。 将青少年报告的虐待经历种类相加，作为测量儿童虐待严重程度的一种方法。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25.2%报告童年期没有一种虐待经历；36.5%报告只有1项或2项不愉快或虐待经历；总的看来，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61.7%没有虐待经历或只有1-2项不愉快/虐待的经历。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发现有22.2%的学生报告曾有3-4项虐待经历，10.4%报告有过 5-6项虐待经历。尤其要注意的是，有5.7%的学生报告在童年期曾有过7项或7项以上的虐待经历。 2、童年期虐待经历与心理健康 结果显示童年期虐待经历与心理健康有明显的关联。与没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学生相比，有多重虐待经历的青少年，抑郁量表得分和出现自杀意念的比例明显高。而且，这种影响，男女生表现出比较一致的倾向。 3、童年期虐待经历与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 本调查健康相关危险行为指标主要有饮酒、吸烟、参与打架斗殴和自我伤害行为。研究显示，有童年期多重虐待经历的学生，其多数健康相关危险行为的发生率偏高，尤其是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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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或7项以上虐待经历的学生，其危险行为的发生率远远高于没有虐待经历的学生。如，有过7项或7项以上虐待经历的学生，在调查前的近12个月里饮酒醉过、因为饮醉酒发生过意外伤害、参与或卷入斗殴的相对危险性明显高于无虐待经历学生，而且这些危险行为的发生率，有随儿童期虐待经历种类增多而上升的趋势。 四、结论 本调查研究是一项有关我国儿童虐待问题发生情况初步和局部的评估，调查人群仅涉及我国 6个省市的部分在校青少年学生。而且此次调查也没有包括同龄的校外青少年。因此，本研究结果不能外推，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情况。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学生童年期的生活环境范围广泛，从农村、县城直到大城市，父母亲文化程度从小学直到大学，因此，本研究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有限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如下基本情况： ● 儿童虐待问题在我国并非少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有 5.7%的被调查学生有 7项或 7项以上的童年期虐待经历。这意味着平均在学校的每个班级有 1-2 名的学生是比较严重的多重虐待受害者。大约每 10 个学生中，有 1人报告在其童年的生活中，曾有5-6 项的虐待经历。 ● 男孩更容易受到躯体虐待和精神虐待，女孩更容易受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的多数虐待经历种类中，两性之间发生率的差异并非很大。也就是说，男孩受到性骚扰/性侵犯的并非少见，一些女孩在童年期也曾有过被严重躯体虐待和精神虐待的经历。 ●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与许多国家的研究结果相似。在多重虐待经历的青少年中，其自杀意念、使用酒精、与饮酒相关的伤害、暴力行为以及其他一些伤害行为的发生率很高。这一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清楚地向父母、医生、教师和所有其他与儿童健康相关的工作者提示，青少年心理和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原因，可能是隐藏的童年期的虐待经历。 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本世纪优先考虑的问题。本研究提示，在我国急需开展提高公众意识和预防儿童虐待问题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