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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儿童强迫症的发展和持续中的作用

谭洁清　易春丽

【摘要】　对家庭在儿童强迫症的发展和症状持续中的作用进行文献的回顾、分析和总结。从目前

的一些研究当中找到了遗传基因、教养方式、情绪表达、认知风格和家庭环境等几个方面的因素 ,介绍了

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局限性。同时 ,对儿童强迫症的家庭研究的未来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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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迫 症 ( Obsessive - comp ulsive disorder ,

OC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症 ,是指以反复出现强迫观

念和/ 或强迫动作为基本特征 ,影响日常社会功能的

一种焦虑障碍 ;患者通常具有病态的怀疑、不断插入

的想法、对恐惧的夸大评价 ,以及仪式化的行为等表

现形式 (DSM - Ⅳ) [1 ] 。在儿童当中 ,强迫行为是一

种令人厌烦的症状 ,经常会给家庭关系带来深刻的

负面影响 ,危害到同伴之间的交往和学校的成绩[2 ] 。

强迫症在整个一生中有双高峰发病的情况 ,大约三

分之二的成年强迫症患者都报告在童年期就出现症

状[3 ] 。但是在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的年轻人当中 ,

只有 20 %的人就治 ,并且这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误诊

为抑郁或者其他焦虑障碍[4 ] 。

有确切证据显示强迫症有遗传因素的影响[5 ] ,

但是也有很多研究强调环境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比

如 Bressi & Guggeri (1996) 认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

类似 ,高度表达的情绪会加剧强迫症状[6 ] 。过度保

护和缺乏温暖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和强迫症相

关[7 ] 。在直系亲属中的高发病率也导致一些研究者

认为对回避、谨慎和害怕的塑造会导致孩子更容易

产生强迫症状[8 ] 。从一些对焦虑症儿童的家庭因素

的研究中也可以推断 ,高度的父母焦虑 ,对外界事物

知觉控制的缺乏 ,用威胁或者回避来解释亲子关系

中的交互作用 ,这些因素都可能和儿童强迫症状的

加剧有关。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理解儿童强迫症发病的家

庭因素呢 ? 首先 ,在近十年中 ,对强迫症的神经生物

学和神经化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对于心

理社会因素的关注却很少。对父母和双胞胎的强迫

症研究表明同病率只达 60 %[ 5 ] ,说明在强迫症状的

发展和维持中环境因素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二 ,

必须承认孩子是在家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

治疗也应该反映这一因素。基于家庭的干预方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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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关注孩子要更有疗效也更持久 ,比如关注家庭

在强迫症状发展过程中的卷入。因此 ,本文中将从

强迫症父母、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中的情绪表达、

家庭的认知风格等方面对儿童强迫症发展的家庭因

素进行研究的综述。

1 　强迫症患者的父母
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强迫症是有遗

传成分的 ,尽管研究的结果不是很一致。总结所有

发表的研究 ,发现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同病

率分别是 67 %和 31 %[5 ] 。此外 ,经常能够在强迫症

患者的父母身上观察到亚临床的强迫症和强迫人格

障碍特质。父母的一些特质比如“过分的完美主义 ,

对于洁净和细节的过分考虑”都被认为和孩子的强

迫症状有关。一个研究发现大约有 50 %的父母有过

分地要求秩序和检查的行为[ 9 ] 。Black , Gaff ney ,

Schlosser , Gabel (2003) 对 21 名强迫症患者长达 2

年的追踪研究发现 ,他们的孩子比控制组的孩子有

更大的危险患焦虑、抑郁、体像障碍和其他的社会问

题。并且 ,这些孩子患终生焦虑、强迫症的概率也会

更大。如果强迫症患者是女性 ,或者家庭功能差 ,以

及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都对之后孩子发展出强迫症

有很大的预测性[10 ] 。

但是 ,对上述研究结果的解释也必须谨慎。首

先这些研究中只有少数采用了结构化的诊断访谈 ,

很多都只是基于临床观察或者非结构化的讨论。其

次 ,大多数研究中不是父母亲都包括在内 ,因此家庭

中强迫症的发病率可能会更高或者更低。第三 ,对

于亚临床的强迫症和强迫人格障碍的定义不清晰 ,

这可能导致对这些主观观察的解释出现困难。

2 　父母教养方式
对焦虑症的研究认为 :抚养方式对儿童的适应

和一般功能有影响。Rapee[11 ] (1997)提出 ,儿童的焦

虑症和高度的父母控制或者保护有关。儿童在家庭

中体验到的控制 ,对于他们发展出焦虑症 ,比如害怕

和脆弱的感觉有很大的作用。因此 ,抚养方式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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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强迫症的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广泛思考。

Krohne[12 ] (1998)提出了)] 出)) 出9] 91 出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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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骨位于中后颅窝底及中上斜坡交界处 ,其周

围是肿瘤好发部位 ,肿瘤常侵犯并包绕岩尖、海绵

窦、破裂孔、斜坡、内耳孔、小脑幕孔、Ⅲ- Ⅶ对脑神

经。由于肿瘤位置深在 ,颅骨解剖复杂 ,其内部和周

围有许多重要的神经血管结构 ,该部位的肿瘤一直

是神经外科的手术难点。至 20 世纪 60 年代 ,随着颅

底手术入路的开展 ,特别是显微外科技术的应用 ,岩

骨周围肿瘤的全切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而且手术

死亡率明显下降。岩骨周围肿瘤的基底起于岩骨

前、后 ,但肿瘤通常呈侵润性生长 ,涉及周围区域 ,从

前后包绕岩骨。这就要求所采用的颅底入路不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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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主体暴露良好 ,还要涉及肿瘤的扩展区域。

如果肿瘤的瘤体巨大 ,它所涉及的区域不分主次 ,则

需要采用联合入路。本文对岩骨周围肿瘤的类型、

特点和各种手术入路 ,作一综述。

1 　岩骨周围常见肿瘤及其特点
岩骨周围常见的肿瘤包括硬膜内和硬膜外两大

类 ,硬膜内常见的肿瘤有 :脑膜瘤、神经鞘瘤 (三叉神

经鞘瘤、听神经瘤) ,海绵状血管瘤、表皮样囊肿和皮

样囊肿。硬膜外常见肿瘤有 :脊索瘤、软骨瘤和软骨

肉瘤。肿瘤往往呈侵润性生长 ,包绕其周围的重要

的神经血管组织 ,并破坏颅底骨质 (如脑膜瘤、软骨

肉瘤) ,血供丰富 ,通常有颈外动脉、颈内动脉或椎基

底动脉系统双重供血。但有的肿瘤生长缓慢 (如神

经鞘瘤、脑膜瘤) 。到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时 ,瘤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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