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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学龄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因素，为减少其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提供依

据。方法　采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BCL）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147 对 6~12 岁学龄双生子心理行为问

题进行调查，运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 Ⅱ -CV）和家庭一般情况问卷了解儿童生活环境因素。

结果　学龄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为 24.1%，单项行为问题中思维问题检出率（15.3%）最高，身体不适

检出率（3.4%）最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是否足月产对退缩行为的发生及 CBCL 总粗分有显著影响

（P<0.05），气质类型对思维问题的发生及心理行为问题总检出率有显著影响（P<0.05），父亲生育年龄对思

维问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家庭亲密度对违纪行为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家庭适应性对思

维问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家庭教养方式对社会化问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结论　儿童

气质类型、是否足月产、父亲生育年龄、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及教养方式是影响学龄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的主

要因素。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5，17（12）：1286-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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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school-
age twins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these problems. Methods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were assessed in 147 pairs of twins aged 6-12 years in Huhhot, China, using the Achenbach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and Family General Condition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Results    The overall detection rate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these children was 24.1%; the detection rate of thought problems (15.3%)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physical discomforts (3.4%) was the lowest. According to th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ull-term birth or 
no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withdrawn behavior and total score on the CBCL (P<0.05); temperament typ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ought problems and overall detection rate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P<0.05); father's child-bearing ag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ought problems (P<0.05); family cohe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iscipline violation (P<0.05); family adapt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ought problems (P<0.05);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ization problems (P<0.05). 
Conclusions    Children's temperament type, full-term birth or not, father's child-bearing age, family cohesion,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school-age twins.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5, 17(12): 1286-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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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行为问题（childhood behavioral disorders）

是指在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超过了相应年龄

所允许的正常范围的异常行为 [1]。双生子儿童心理

行为与环境因素的相关研究表明，儿童行为受遗

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 [2-5]，且环境因素是主要影响

因素 [6-8]。目前，国内对学龄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

问题有关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以往研究

多是对学龄双生子儿童行为问题遗传度的报道 [7,9]。

为了了解学龄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情

况及环境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6~12 岁学龄双生子儿童进行了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父母知情同意基础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共募集 147 对（294 例）6~12 岁双生子，每个

儿童均发育正常，平均年龄为 8.9±1.8 岁。其中

同卵双生子（monozygotic twins, MZ）47 对；异卵

双生子（dizygotic twins, DZ）100 对，包括同性别

异卵双生子（same-sex dizygotic twins, SSDZ）64 对

和异性别异卵双生子（opposite-sex dizygotic twins, 

OSDZ）36 对。 双 生 子 男 生 136 例， 平 均 年 龄

为 9.0±1.8 岁；双生子女生 158 例，平均年龄为

8.8±1.9 岁。

1.2　研究方法

（1）DNA 的提取：采集双生子口腔上皮细

胞，用天根公司口腔拭子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

（TIANamp Swab DNA Kit）提取全基因组 DNA。

（2） 卵 型 鉴 定： 异 性 别 双 生 子 直 接 认 定

为异卵双生子。同性别双生子则采用 ABI 公司

的 AmpFISTR® Sinofiler™ 试 剂 盒（PE Applied 

Biosystems Inc., Perkin Elmer, Foster City, CA, USA）

对 16 个 STR 位点（D8S1179，D21S11，D7S820，

CSF1PO，D3S1358，D12S391，D13S317，

D16S539，D2S1338，D19S433，vWA，D6S1043，

D5S818，D18S51，FGA， 性 别 鉴 定 Amelogenin）

的一致性进行卵型鉴定，可靠性达 99.9% 以上 [10]。

（3）相关问卷调查及测评：①一般情况调查：

由家长填写家庭一般情况调查问卷，问卷中包括

儿童性别、年龄、父母职业及文化程度等一系列

家庭一般状况。②心理行为问题调查及测评：采

用家长用 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简称 CBCL）2001 版计分方法 [11] 测查

儿童行为问题，计算 8 个因子（焦虑抑郁、退缩、

身体不适、思维问题、注意力问题、社会化问题、

违纪行为及攻击性行为）得分及总粗分 9 个项目

的得分。依据苏林雁等 [12] 湖南 CBCL 常模对本研

究中 6~12 岁学龄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发生与否

进行统计。③气质测评：采用中国标准化 Carey

系 列 气 质 评 价 量 表 中 的 3~7 岁（Behavioral Style 

Questionnaire, BSQ） 及 8~12 岁（Middle Childhood 

Temperament Qustionnaire, MCTQ）儿童气质问卷对

儿童气质进行评价，使用气质评价软件计算得分并

将气质分为易养型、中间偏易养型、中间偏难养型、

难养型及启动缓慢型 5 种类型。④家庭亲密度调

查使用 Olson 等 1981 年编制、沈其杰第 3 次修改

的中文版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量表（FACES Ⅱ -CV，

第 3 次修订），经信度和效度检验后认定此量表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及内部一致性。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Epidate 3.0 软件进行双核查录入，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对可能影响学龄双生子心理行

为问题发生的各因素（性别、年龄、卵型等）运

用 χ2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P<0.05 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依据单因素分析结果，使用 Backward 

LR 法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

学龄双生子儿童行为问题总检出率为 24.1%，

各单项行为问题中思维问题（15.3%）检出率最高，

身体不适（3.4%）检出率最低。男、女儿童各单

项行为问题和总的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学龄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

题发生情况及性别间比较见表 1。



 第 17 卷 第 12 期

  2015 年 12 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Chin J Contemp Pediatr

Vol.17 No.12

Dec. 2015

·1288·

2.2　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发生与否的单因素分析

将可能影响学龄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的

各因素（性别、年龄、卵型、父母生育年龄、父

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结构、家庭人口数、

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是否在近 1 年发生过重大

事件、母亲孕期有无疾病、儿童出生后是否患病、

是否足月产、出生方式、家庭教养方式、家庭亲

密度及适应性、气质类型等）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父母生育年龄、父母职业、父亲文化

程度、家庭适应性类型、家庭亲密度类型、家庭

教养方式及儿童气质类型、是否足月产、卵型与

学龄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有关（P<0.05）。

表 1　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

因子
总体 (n=294) 男童 (n=136) 女童 (n=158)

χ2 值 P 值
人数 检出率 (%) 人数 检出率 (%) 人数 检出率 (%)

焦虑抑郁 14 4.8 6 4.4 8 5.1 0.068 0.794

退缩 11 3.7 5 3.7 6 3.8 0.003 0.957

身体不适 10 3.4 5 3.7 5 3.2 0.058 0.809

思维问题 45 15.3 22 16.2 23 14.6 0.148 0.701

注意力 16 5.4 11 8.1 5 3.2 3.443 0.064

社会化问题 24 8.2 15 11.0 9 5.7 2.733 0.096

违纪 23 7.8 12 8.8 11 7.0 0.351 0.553

攻击行为 17 5.8  10 7.4 7 4.4 1.146 0.284

总粗分 18 6.1 10 7.4 8 5.1 0.667 0.414

行为问题发生与否 71 24.1 38 27.9 33 20.9 1.986 0.159

表 2　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与否的单因素分析

因子 影响因素 χ2 值 P 值

焦虑抑郁 父亲生育年龄 9.830 0.009 

气质类型 10.625 0.016 

退缩 父亲生育年龄 9.661 0.009 

家庭适应性类型 8.253 0.022 

是否足月产 6.934 0.018 

气质类型 16.062 0.001 

身体不适 父亲生育年龄 8.907 0.012 

母亲职业 7.537 0.029 

家庭亲密度类型 8.450 0.028 

家庭教养方式 8.062 0.035 

气质类型 10.586 0.015 

思维问题 父亲生育年龄 8.754 0.029 

父亲职业 9.534 0.021 

家庭亲密度类型 10.562 0.010 

家庭适应性类型 9.087 0.024 

气质类型 11.349 0.017 

注意力 父亲职业 11.122 0.006 

母亲职业 11.300 0.005 

父亲文化程度 11.460 0.006 

气质类型 16.408 0.001 

续表 2

因子 影响因素 χ2 值 P 值

社会化问题 母亲职业 8.445 0.032 

家庭亲密度类型 7.514 0.045 

家庭教养方式 11.208 0.007 

违纪 卵型 7.104 0.025 

家庭适应性类型 8.607 0.026 

家庭亲密度类型 15.536 0.001 

家庭教养方式 16.778 <0.001

气质类型 12.020 0.009 

攻击 父亲生育年龄 9.853 0.009 

母亲生育年龄 8.934 0.022 

家庭亲密度类型 10.375 0.011 

家庭教养方式 7.748 0.033 

气质类型 17.616 0.001 

总粗分 父亲生育年龄 17.475 <0.001 

母亲生育年龄 16.335 <0.001 

母亲职业 13.213 0.002 

是否足月产 5.290 0.034 

气质类型 10.570 0.017 

行为问题发生与否 父亲职业 9.032 0.029 

母亲职业 8.785 0.032 

父亲文化程度 2.469 0.044 

家庭亲密度类型 15.243 0.001 

气质类型 22.41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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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发生与否的多因素分析

将双生子行为问题各因子发生情况定为因变

量，将无行为问题定为“0”，有行为问题定为“1”，

并将各因子发生情况单因素分析得出的可能影响

双生子行为问题发生的各因素定为自变量，使用

Backward LR 法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归

分析，进入模型的水准定义为 0.05，剔除模型的

水准定义为 0.10，各自变量均以第一水平为对照

组设立哑变量，其赋值如表 3 所示。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是否足月产对

退缩行为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父亲生育

年龄、家庭适应性类型和儿童气质类型对思维问

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家庭教养方式对

社会化问题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对违

纪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家庭亲密度类型（P<0.05）

（表 4）。

表 4　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各单项因子发生与否的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

因子 影响因素 b Sb Wald χ2 P OR
95% CI

下限 上限

退缩 是否足月产 3.318 1.410 5.534 0.019 27.596 1.739 437.803 

常数项 -4.492 1.734 6.711 0.010 0.011 

思维问题 父亲生育年龄 11.010 0.012 

26~30 岁 0.009 0.700 0.000 0.990 1.009 0.256 3.982 

31~35 岁 -1.601 0.651 6.050 0.014 0.202 0.056 0.722 

≥ 36 岁 -0.616 0.787 0.611 0.434 0.540 0.115 2.529 

家庭适应性类型 11.733 0.008 

有规律 -2.127 1.067 3.971 0.046 0.119 0.015 0.966 

灵活 -0.923 0.908 1.034 0.309 0.397 0.067 2.354 

无规律 -3.088 1.12E+00 7.658 0.006 0.046 0.005 0.406 

气质类型 11.339 0.023 

中间偏易养型 -0.373 1.246 0.090 0.765 0.689 0.060 7.923 

中间偏难养型 0.996 1.215 0.672 0.412 2.707 0.250 29.293 

难养型 2.120 1.333 2.529 0.112 8.329 0.611 113.539 

启动缓慢型 1.658 1.294 1.642 0.200 5.250 0.416 66.318 

常数项 -0.482 1.567 0.095 0.759 0.618 

社会化问题 家庭教养方式 8.949 0.030 

溺爱型 -1.547 0.552 7.848 0.005 0.213 0.072 0.628 

专制型 -19.439 1.16E+04 0.000 0.999 0.000 0.000 0.000

综合型 0.377 0.850 0.197 0.657 1.458 0.276 7.717 

常数项 -1.764 0.312 31.861 <0.001 0.171 

违纪 家庭亲密度类型 10.173 0.017 

自由 -17.416 1.98E+04 0.000 0.999 0.000 0.000 0.000

亲密 1.341 1.265 1.123 0.289 3.823 0.320 45.653 

缠结 2.575 0.841 9.369 0.002 13.134 2.525 68.315 

常数项 -21.742 1.14E+04 0.000 0.998 0.000 

表 3　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赋值情况

影响因素 哑变量 其他自变量

卵型 0：同卵 1：同性别异卵；2：异性别异卵
是否足月产 0：早产 / 过期产 1：足月产
气质类型 0：易养型 1：中间偏易养型；2：中间偏难养型；3：难养型；4：启动缓慢型
父、母亲生育年龄 0：≤ 25 岁 1：26~30 岁；2：31~35 岁；3：≥ 36 岁
父、母亲职业 0：企事业 1：在职工人；2：个体职业；3：无业待业及其他
父、母亲文化程度 0：初中及以下 1：高中 / 中专；2：大专；3：本科及以上
家庭适应性类型 0：僵硬 1：有规律；2：灵活；3：无规律
家庭亲密度类型 0：松散 1：自由；2：亲密；3：缠结
家庭教养方式 0：民主型 1：溺爱型；2：专制型；3：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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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总粗分、行为问题发生与否的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

项目 影响因素 b Sb Wald χ2 P OR
95% CI

下限 上限

总粗分 是否足月产 2.313 1.063 4.730 0.030 10.103 1.257 81.219 

常数项 -23.329 1.09E+04 0.000 0.998 0.000 

行为问题发生与否 气质类型 20.397 <0.001

中间偏易养型 -1.179 0.834 1.997 0.158 0.308 0.060 1.578 

中间偏难养型 -0.027 0.775 0.001 0.972 0.973 0.213 4.448 

难养型 1.079 0.954 1.279 0.258 2.940 0.454 19.057 

启动缓慢型  1.641 0.909 3.257 0.071 5.159 0.868 30.652 

常数项 20.015 7.32E+03 0.000 0.998 4.92E+08 　 　

如表 5 所示，是否足月产对心理行为问题总

粗分有显著影响（P<0.05）；儿童气质类型对行为

问题发生与否有显著影响（P<0.05）。

3　讨论

本研究对呼和浩特市 147 对学龄双生子儿童

心理行为问题发生与否进行了研究，心理行为问

题总检出率为 24.1%（男 27.9%，女 20.9%），低

于傅一笑等（2007，SDQ）[13] 的调查结果（37.6%），

但高于金敏（2007，CBCL）等 [14]（6.25%）的研

究结果。这可能与各研究所调查的样本年龄构成

不同有关。儿童心理行为问题随年龄的增长有逐

渐降低趋势 [15]，本研究中样本年龄为 6~12 岁，此

年龄段与其他研究相比偏低，因此可能导致行为

问题检出率的差异。其次，还可能与测评量表不

同有关。本研究采用 2001 版 CBCL 家长用表，使

用不同量表对儿童心理行为问题进行筛查也可能

是导致行为问题检出率不同的原因。

本研究中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总检出率

（24.1%）高于杨喆等（2013，CBCL）[16] 对天津

市 1~5 年级单胎学龄儿童的调查结果（8.1%）。

这可能与调查地区及样本构成不同有关，其次，

还可能与双生子这一特殊人群本身有关。有研究

指出，与双生子家庭相比，单胎家庭的经济条件

相对更宽裕，其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教育子

女 [17]。对于双生子家庭而言，两个孩子同时出生，

其父母较单胎儿童父母教养压力更大，且在教养

过程中双生子儿童分享父母的关注力。以上原因

均可能导致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

本研究在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与否

的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发现，与足

月产儿童相比，早产或过期产儿童更易发生心理

行为问题；是否足月产对儿童退缩行为的发生亦

有显著影响。早产儿童普遍体重偏低，而新生儿

低体重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显著相关 [18]。此

外，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还显示，气质类型是

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气质类型与

儿童思维问题的发生显著相关。显示气质类型为

难养型的儿童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与李虹 [19] 对

于章丘市学龄前儿童气质类型特点和心理行为问

题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对双生子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各单项因

子发生与否的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

显示，父亲生育年龄对儿童思维问题的发生有显

著影响，≤ 25 岁组和≥ 36 岁组中儿童思维问题

发生率较高，可能因父亲在 25 岁以下自身心理尚

未完全发育成熟，导致其对儿童疏于关心有关；

另外，相关研究表明，父亲生育年龄越大，儿童

越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 [20]。父亲生育年龄大于 36

岁时，对儿童的管教可能有些力不从心。此外，

家庭适应性类型也对双生子儿童思维问题的发生

有显著影响；家庭亲密度类型与儿童违纪行为的

发生显著相关；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的社会化问

题的发生显著相关。家庭适应性类型为僵硬、亲

密度较低的家庭父母与儿童沟通少，沟通不畅，

其子女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与贾守梅 [21] 、苏朝

霞等 [22] 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教养方式为民主型

家庭中的儿童不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与于凡 [23]

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父母应为儿童营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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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及亲密的家庭环境与氛围，可预防和减少其

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促进其健康成长。

综上，本研究发现，儿童气质类型、是否足

月产、父亲生育年龄、家庭亲密度、家庭适应性

及教养方式是影响学龄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的主

要因素。其中家庭因素是影响双生子儿童心理行

为问题发生的重要环境因素，提示今后有必要对

双生子儿童父母的气质类型、个性特征以及家庭

居住环境等进行调查分析，从而对影响其心理行

为问题发生的因素进行更全面、细致的分析。其次，

双生子作为一类特殊人群，其心理行为问题的发

生与单胎儿童相比是否具有一致性尚未知，今后

有必要进行单、双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比较研

究，从而为双生子心理行为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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