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 卷 第 12 期

  2019 年 12 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Chin J Contemp Pediatr

Vol.21 No.12

Dec. 2019

·1212·

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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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相关遗传与环境因素对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索影响其攻击行为

的因果关系提供线索。方法　采用问卷法对 261 对 4~12.8 岁双生子儿童的攻击行为、气质类型及父母教养方

式等进行测评；采用 Holzinger 法和最大似然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遗传度估计。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多

元线性回归和一般线性模型分析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和相关环境因素的关联。结果　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的发

生遗传度为 44.4%，攻击行为得分呈中度遗传（男 60.9%，女 65.6%）。多因素分析显示，双生子儿童攻击行

为得分受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母亲惩罚 / 严厉和父亲过度保护的共同影响（P<0.05），其中母亲情感温暖 / 理

解与父亲过度保护有交互作用（P<0.05）。结论　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攻击行为均有影响；影响双生子儿童

攻击行为的环境因素主要是父母教养方式。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9，21（12）：121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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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ggressive behavior 
in twin children, and to provide clues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factor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aggressive behavior, temperament type and parenting style 
among 261 twin children aged 4-12.8 years. The Holzinger method and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or the estimation of heritabilit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general linear model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win children. Results    The heritability of aggressive behavior was 44.4% in 
twin children and the score of aggressive behavior showed moderate heritability (60.9% in boys and 65.6% in girls).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twin children was affected by the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understanding, the mother's punishment/severity and the father's overprotection (P<0.05). There 
wa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understanding and the father's overprotection (P<0.05). 
Conclusions    Both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influence on children's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parenting 
style is the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 affecting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twin children.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9, 21(12): 121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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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是一种会对他人造成身体或精神伤

害的行为 [1]。儿童攻击行为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是衡量破坏性行为障碍的标准之一，也是

许多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一个突出特征 [2-4]。国内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变化，其攻击行为

发生率也呈现多样化，其中 12.6% 学龄前儿童、

18% 小学生和 10% 中学生都会发生攻击行为 [5-7]。

而儿童期的攻击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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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和社会性发展具有明显的不良影响，可以直

接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导致心理伤害，不

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会导致青少年期行

为障碍和成年期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的发生 [8]。

行为遗传学通常以双生子为研究对象，分析

其遗传及环境因素的双重影响，从而更好地解释

攻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国内外有关儿童双生子

研究显示，攻击行为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但遗

传度（7.6%~88%）变异较大 [9-11]。同时，流行病

学研究发现，早期生活环境因素可以影响个体性

格倾向、情绪表达以及应对成年期压力的能力等

多个方面 [12]。一项纵向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

在青春期早期攻击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消极教

养方式可以增加儿童发生攻击行为的风险 [13]。此

外，气质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对儿童

心理行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 [14]。本研究拟以

双生子儿童为研究对象，在估算双生子儿童攻击

行为遗传度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双生子儿童攻击

行为的相关环境因素，为儿童攻击行为的早期干

预及预防提供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监护人知情同意基础上，以学校为单位，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募集双生子 261 对（共

522人），其中同卵双生子（monozygotic twins）82对、

异卵双生子（dizygotic twins）179对。年龄4~12.8岁，

男生平均年龄 7.8±2.5 岁，女生 7.5±2.4 岁。

1.2　相关问卷调查及测评

（1）Achenbach 儿 童 行 为 量 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采用经苏林雁等 [15] 修订并标

准化中文版量表对攻击行为进行测评，问卷由父

母填写，得分越高，表明攻击水平越高。再依据

上述标准化中文版量表中常模将双生子儿童攻击

行为发生与否情况进行统计。此量表在中国人群

中信效度较好（0.61~0.79）[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8。

（2）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gna Minnen 

Betraffende Uppfostran）：采用由岳冬梅等 [16] 翻译

并标准化中文版问卷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测评，

该量表包含拒绝否认、过度保护、过分干涉、惩

罚 / 严厉、偏爱被试和情感温暖因素方面的 66 个

条目。

（3）Carey 系列儿童气质量表：采用由张

劲松等 [17] 修订并标准化的 Carey 系列气质评价

量表中的 3~7 岁儿童气质问卷（Behavioral Style 

Questionnaire）及 8~12 岁儿童气质问卷（Middle 

Childhood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对儿童气质

进行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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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受访者父母均填写家庭一般情况调查

问卷（包括儿童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度及父

母职业等信息）。

1.3　分子生物学实验方法

（1）DNA 提取：使用一次性口腔拭子对口腔

上皮细胞进行采集，采用口腔拭子基因组 DNA 提

取试剂盒 [TIANamp Swab DNA Kit，天根生化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 提取全基因组 DNA。DNA 提

取操作步骤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 卵 型 鉴 定： 采 用 ABI  公 司 的 Amp 

FISTR®Sinofiler® 试 剂 盒（PE Applied Bi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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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logenin）的一致性进行鉴定，

可靠性达 99.9% 以上 [18]。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Epidate 3.0 软件双核查录入数据，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Holzinger 法

估算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与否的遗传度，通

过 Mx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估算攻击行为得分的

遗传度。

分类变量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或 Fisher 精确概

率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连续型变量通过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数据正态

性；采用平方根法对非正态数据（攻击行为得分）

进行转换 [19]；正态分布数据采用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

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进行

相关性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调查攻击行为

相关环境影响因素。采用一般线性模型（Univariate）

检验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大小。P<0.05 为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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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1.5　质量控制

（1）向研究对象所在的小学、老师及家长说

明调查意义和目的，取得学校及家长的同意与配

合；测评完毕后，将测试结果反馈给家长。

（2）培养专门人员进行测量及样本采集，为

统一测量标准，每对双生子的两个成员的样本采

集要尽可能在同一时间完成。

（3）收回的所有问卷由调查员逐个检查，不

合格的问卷及时返回重填或电话询问；从合格的

问卷中随机抽取进行回访，保证问卷真实可靠。

（4）使用 Epidata 3.0 软件进行问卷双录入，

核查逻辑错误。

2　结果

2.1　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遗传效应分析

通过对双生子一致性比较，采用 Holzinger

公式对攻击行为发生与否进行遗传度估算。结

果显示（表 1），攻击行为发生与否的遗传度为

44.4%。

表 2　不同性别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在最佳模型下

各方差组分及遗传度估计　[ 方差（95%CI）]

组别
加性遗传

效应
共同环境

效应 
特殊环境

效应
年龄
效应

女生
0.66

(0.43~0.88)
0.19

(0~0.37)
0.15

(0.10~0.26)
0.00

(0.00~0.02)

男生
0.61

(0.34~0.83)
0.21

(0~0.42)
0.18

(0.11~0.26)
0.04

(0.00~0.10)

表 1　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与否的遗传度估计

组别
一致的
对子数

不一致的
对子数

同性状
一致率

遗传度
(%)

同卵双生子 89 5 0.95
44.4

异卵双生子 170 16 0.91

注：同性状一致率 = 一致的对子数 /（一致的对子数 + 不一
致的对子数）；遗传度 =（同卵双生子同性状一致率 - 异卵双生
子同性状一致率）/（1- 异卵双生子同性状一致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中同

卵双生子组内相关系数为 0.35，异卵双生子组内

相关系数为 0.28，依据最大似然法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一般原理 [19]，采用 ACE 模型（A：加性遗传

效应；C：共同环境效应；E：特殊环境效应）中

共同效应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

（表 2），在攻击行为总变异方差中，加性方差为

0.61~0.66，共同环境方差为 0.19~0.21，特殊环境

方差为 0.15~0.18，年龄方差为 0.00~0.04。校正年

龄后的遗传度为女生 65.6%，男生 60.9%。

2.2　影响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与否的环境因

素分析

双生子儿童气质、母亲职业、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和母亲惩罚 / 严厉对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的发

生有影响（P<0.05），见表 3。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双生子儿童攻

击行为发生与否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未发现双

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与否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表 4）。

表 3　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与否的环境因素

[n（%）]

影响因素 n 攻击行为的
发生

χ2 值 P 值

气质

难养型 31 5(16.1)

13.744 0.008

启动缓慢型 13 0(0)

易养型 137 2(1.5)

中间偏难养型 27 3(11.1)

中间偏易养型 141 9(6.4)

母亲职业

企事业 76 0(0)

7.639 0.009
在职工人 74 3(4.1)

个体职业 85 8(9.4)

待业无业及其他 143 9(6.3)

母亲情感是否温暖

是 28 2(7.1)
4.519 0.049

否 12 4(33.3)

母亲是否惩罚 / 严厉

是 19 6(31.6)
7.802 0.007

否 21 0(0)

注：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表格内的数据均为剔除缺失值后
的结果；父母教养方式为追踪样本数据，追踪过程困难，故样本
量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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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与否的环境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B SE Wald 
χ2 值

P 值 OR(95%CI)

气质

难养型 5.494 0.330

启动缓慢型 1.44 0.66 4.763 0.129 4.22(0.84~8.67)

易养型 -18.11 0 0 0.999 0(0)

中间偏难养型 -1.04 0.831 1.579 0.209 0.35(0.04~0.95)

中间偏易养型 1.19 0.776 2.331 0.127 3.27(0.55~9.63)

母亲职业

企事业 1.248 0.741

在职工人 -18.53 0.005 0 0.997 0(0)

个体职业 -0.78 0.721 1.171 0.279 0.46(0.18~2.38)

待业无业及其他 -0.39 0.645 0.356 0.551 0.68(0.40~3.60)

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 -1.90 1.088 3.041 0.081 0.15(0.04~0.79)

母亲惩罚 / 严厉 20.35 0.008 0 0.998 0(0)

常数项 -2.565 0.734 12.218 0

表 5　双生子攻击行为得分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x±s）

因素 n 攻击行为
得分

F/t/r 值 P 值 因素 n 攻击行为
得分

F/t/r 值 P 值

性别 年龄 ( 岁 )

男 258 6±5
2.827 0.005

4~ 68 6±4

2.134 0.031

女 264 5±4 5~ 58 5±5

气质 6~ 70 5±4

难养型 38 8±5

11.374 <0.001

7~ 36 8±7

启动缓慢型 18 4±3 8~ 86 5±4

易养型 183 4±3 9~ 64 4±3

中间偏难养型 36 7±5 10~ 62 4±4

中间偏易养型 200 6±5 11~ 46 6±5

父亲文化程度 12~12.8 32 4±4

本科及以上 152 4±4

5.629 0.001

母亲文化程度

大专 136 5±5 本科及以上 129 4±4

4.626 0.003
高中 / 中专 108 5±4 大专 165 5±5

初中及以下 106 6±4 高中 / 中专 116 5±4

父亲职业 初中及以下 94 6±5

企事业 140 4±4

5.362 0.001

母亲职业

在职工人 110 5±4 企事业 120 3±3

9.055 <0.001
个体职业 155 6±5 在职工人 94 6±5

无业待业及其他 99 6±4 个体职业 109 6±5

父亲生育年龄 ( 岁 ) 无业待业及其他 179 5±4

≤ 25 74 6±5

3.278 0.021

分娩方式

26~30 250 5±4 顺产 348 5±5
-1.989 0.047

31~35 129 5±4 剖宫产 140 5±5

≥ 36 49 7±6 父亲教养方式

母亲教养方式 过分干涉 42 18±4 0.323* 0.037

情感温暖 / 理解 50 60±9 -0.386* 0.006 情感温暖 / 理解 46 56±8 -0.546* <0.001

过度保护 / 干涉 50 33±5 0.427* 0.002 过度保护 42 11±2 0.588* <0.001

拒绝否认 50 13±3 0.519* <0.001 拒绝否认 42   9±2 0.485* 0.001

惩罚 / 严厉 50 13±3 0.564* <0.001 惩罚 / 严厉 42 17±4 0.534* <0.001

偏爱被试 50   8±3 0.223* 0.12 偏爱被试 42   9±2 0.019* 0.904

注：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表格内的数据均为剔除缺失值后的结果；* 为父母教养方式与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得分的相关系数。

2.3　影响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得分的环境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双生子儿童性别、年龄、

气质类型、父亲生育年龄、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

度和分娩方式均对攻击行为得分有影响（P<0.05）；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除父母教养方式为“偏

爱被试”外，其他父母教养方式均与攻击行为得

分存在相关（P<0.05）（表 5）。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得

分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表 6），双生子儿

童攻击行为回归模型成立，其中母亲惩罚 / 严厉、

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及父亲过度保护对攻击行为得

分有显著影响（P<0.05）。依据模型中标准化回归

系数大小可知，母亲惩罚 / 严厉对双生子儿童攻击

行为影响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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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和父亲过度保护交互作用对

双生子攻击行为的影响

表 6　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相关环境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Beta t 值 P 值

母亲惩罚 / 严厉 0.130 0.022 0.537 5.825 <0.001

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 -0.041 0.009 -0.427 -4.590 <0.001

父亲过度保护 0.097 0.039 0.245 2.473 0.018

表 7　父母教养方式交互作用对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变量 均方 F 值 P 值 检验效能

父亲过度保护 1.791  4.047  0.051  0.500 

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 1.665  3.762  0.060  0.472 

父亲过度保护 ×
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

2.216  5.009  0.031  0.588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一步分析上述结果中各

因子发生水平高低的交互作用对双生子儿童攻击

行为得分的影响，将母亲惩罚 / 严厉、父亲过度保

护、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按各因子常模分为“高”

分组（得分 > 常模），“低”分组（得分 < 常模），

运用 Univariate 检验分析交互作用效应。结果显示

（表 7），父亲过度保护和母亲情感温暖 / 理解间

交互作用对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得分有显著影响

（F=5.009，P=0.031）。由图 1 可知，在母亲低情

感温暖 / 理解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无论父亲高

或低过度保护，其攻击行为得分均较高；而在母

亲高情感温暖 / 理解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其父

亲为高过度保护儿童攻击得分明显高于父亲低过

度保护儿童。

3　讨论

本研究中，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发生与否的

遗传度（44.4%）较低，而其攻击行为得分呈中度

遗传（60.9%~65.6%），这可能是由于攻击行为得

分属于连续变量，作为数量性状，其加性遗传效应

在遗传度估算中可以充分体现；而攻击行为发生与

否属于定性资料，作为质量性状，其加性遗传效应

需累加到一定阈值才能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本研

究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既往研究中攻击行

为发生与否的遗传度为 7.6%~54.3%[10-11]，得分遗

传度为 32%~88%[9]。

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可能与发育期的

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

生 [20]。本研究显示，双生子儿童攻击行为的发生

受儿童气质、母亲职业和母亲教养方式（情感温

暖 / 理解、惩罚 / 严厉）的影响，而双生子儿童攻

击的程度不仅因自身发育特征（性别、年龄、气质）

变化而发生改变，也受相关家庭因素（父母教养

方式、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等）影响，与既

往研究结果一致 [21-24]。本研究还发现，在上述相关

影响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母亲惩罚 / 严厉、母

亲情感温暖 / 理解和父亲过度保护）为影响儿童攻

击行为的独立因素，并在父母教养方式中发现母

亲情感温暖 / 理解和父亲过度保护存在交互作用，

即在母亲非情感温暖 / 理解家庭中成长的儿童，无

论父亲是否过度保护，其攻击性均较高；而在母

亲情感温暖 / 理解家庭中成长的儿童，因父亲的教

养方式出现两极化趋势，当父亲高过度保护时，

其攻击性较高；而当父亲低过度保护时，其攻击

性较小。这也提示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要结合

儿童的性别和年龄特点，给予积极合理的教养方

式；同时要顺应儿童自身气质特征，采取适合的

教养方式，从而有效防止攻击行为的发生。

综上，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儿童攻击行为

具有遗传基础，并在发育时期易受父母教养方式

的影响。但本研究仅初步探讨了双生子儿童攻击

行为的影响因素，未对双生子儿童与单胎儿童进

行对照研究，未来应结合单胎儿童进一步分析并

充分考虑其他环境因素，如童年期不良事件或同

伴关系等。此外，未来应结合其他候选基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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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同卵双生子表观遗传学分析，探讨攻击行为

的发生中遗传与环境相对效应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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