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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关联中的调节作用，为学龄前儿童

情绪行为问题的防控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 2021 年 11—12 月抽取安徽省芜湖市共 12 所幼

儿园 2 049 名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优势与困难问卷 （Strength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评估学

龄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评估母亲养育压力、母子关系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关联。

采用 PROCESS 插件分析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关联中的调节作用。结果　母亲养

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伴交往问题 4 个维度得分及困难总分均呈正相关

（P<0.001）；亲密性母子关系与学龄前儿童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伴交往问题 3 个维度得分及困难总分均呈负

相关 （P<0.001）；冲突性母子关系和依赖性母子关系与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伴交往问

题 4 个维度得分及困难总分均呈正相关 （P<0.001）。控制相关混杂因素后，冲突性母子关系 （β=0.05，P=0.001）

及依赖性母子关系 （β=0.04，P=0.012） 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困难总分关联中均存在调节

作用。结论　不良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间起调节作用，应从减少母亲养育压力

和改善不良母子关系两个方面来预防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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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Methods　Using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2 049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surveyed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2021, who sampled from 12 

kindergartens in Wuhu City, Anhui Province. Th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of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trength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of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The PROCESS Macro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nflicted and dependent mother-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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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these 

preschool children. Results　 Among these preschool childr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symptoms, conduct problems, hyperactivity, and peer problems subscale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P<0.001); intimat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conduct problems, 

hyperactivity, and peer problems subscale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P<0.001); conflicted and dependent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symptoms, conduct problems, hyperactivity, and 

peer problems subscale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P<0.001). After controlling for relevant confounding factors, 

conflicte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β=0.05, P=0.001) and dependent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β=0.04, P=0.012) were 

found to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in these 

preschool children. Conclusions　Negativ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Prevention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should focus on reducing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improving negativ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Citation:[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2023, 25(4): 3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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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child

情 绪 行 为 问 题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是童年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其特点

是无法与同龄人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正常情况

下出现不当行为或感觉，普遍存在抑郁情绪，以

及出现不良的躯体症状或恐惧情绪［1］。养育压力

是指父母感知到养育子女的要求与父母可用于满

足这些要求的资源之间的差距，将直接影响父母

养育行为和儿童的健康发展［2-3］。既往研究表明，

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内外化行为问题风险的增加

有关［4-5］。亲子关系是评估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幼儿时期，亲子关系是儿童经历中最

重要的环境之一，可以通过亲子关系选择性地传

递积极的环境因素或阻断消极的环境因素，对儿

童感知环境的压力起缓冲作用［6］。有研究表明，

亲密性亲子关系可以降低父母压力对儿童幸福感

的消极影响［7］；然而，冲突性和依赖性亲子关系

则可能加重消极教养环境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

影响［8-9］。尽管既往对于母亲养育压力及母子关系

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独立关联的研究很多，然

而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关

联是否会受到不良母子关系的调节尚不明确。本

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市 12 所幼儿园的中小班儿童为

研究对象，分析不良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和

儿童情绪行为问题间的调节作用，为学龄前儿童

情绪行为问题的防控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 2021 年 11—12

月，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选取安徽省

芜湖市 3 个区，分别为鸠江区、经开区、镜湖区，

每个区分别抽取 4 所幼儿园，共抽取 12 所幼儿园，

以所有在园的中小班儿童为研究对象，共调查儿

童 2 128 名，回收有效电子问卷 2 049 份，有效应

答率为 96.29%。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5.2±

0.6） 岁，其中男孩 1 011 名 （49.34%），女孩 1 038

名 （50.66%）；中班儿童 1 036 名 （50.56%），小班

儿童 1 013 名 （49.44%）。本研究取得了研究对象

监护人及其老师的知情同意，并通过安徽医科大

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批号：20210655）。

1.2　研究方法

1.2.1　收集儿童一般人口学特征　 采用自编问

卷调查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儿童性别、出

生体重、是否独生子女、母亲文化程度、家庭人

均月收入、母乳喂养时间和家庭结构等一般资料。

1.2.2　母亲养育压力评估　 采用简式育儿压力

问卷 （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PSI-SF）［10］

调查母亲育儿压力。该问卷共包括 36 个条目，分 3

个维度，分别为育儿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及困难

儿童。每个维度分别由 12 个条目组成，按照 Likert 

1~5 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最低 1 分 （非常不同

意），最高 5 分 （非常同意），并将各条目得分相

加，得到 PSI-SF 总分，得分越高，说明母亲养育

压 力 水 平 越 高 。 本 研 究 中 PSI-SF 量 表 的 总 体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2。

1.2.3　母子关系评估　 采用 Pianta［11］ 编制的儿

童-家长关系量表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Scale，

CPRS） 评估母子关系。该量表共有 26 个条目，包

括 3 个维度，分别为亲密性 （10 个条目）、冲突性

（12 个条目） 和依赖性 （4 个条目）。其中亲密性维

度反映积极的母子关系，而冲突性及依赖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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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these 

preschool children. Results　 Among these preschool childr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symptoms, conduct problems, hyperactivity, and peer problems subscale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P<0.001); intimat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conduct problems, 

hyperactivity, and peer problems subscale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P<0.001); conflicted and dependent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symptoms, conduct problems, hyperactivity, and 

peer problems subscale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P<0.001). After controlling for relevant confounding factors, 

conflicte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β=0.05, P=0.001) and dependent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β=0.04, P=0.012) were 

found to have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total difficulty scores in these 

preschool children. Conclusions　Negativ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Prevention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 should focus on reducing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improving negativ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Citation:[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2023, 25(4): 3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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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消极的母子关系。采用 Likert 1~5 级评分标准

进行评分，最低 1 分 （完全不符合），最高 5 分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母子关系在该维度上

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CPRS 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

数为 0.850。

1.2.4　儿童情绪行为问题评估　 采用儿童优势

与困难问卷 （Strength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评估学龄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该量表包

含 25 个条目，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问

题、同伴交往问题及亲社会行为 5 个维度，各维度

均包括 5 个条目的问题。其中，前 4 个维度得分相

加得到学龄前儿童困难总分，分值越高，表示情

绪行为问题越严重［12］。本研究中，SDQ 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639。

1.3　质量控制

在调查之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并召

开家长会，同时建立家长微信群，采用线上线下

同步指导的方法，指导儿童家长匿名填写电子问

卷。问卷提交后，调查员统一审核问卷，并删除

问卷中存在明显逻辑错误或明显随意作答的问卷。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两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

同 特 征 儿 童 情 绪 行 为 问 题 的 困 难 总 分 ， 采 用

Bonferroni 法进行组间两两比较；使用 Pearson 相关

分析评估母亲养育压力、母子关系与儿童情绪行

为问题之间的关联；采用 SPSS 软件 PROCESS 插件

分析冲突性及依赖性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与

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困难总分之间的调节作

用。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时，主要的连续性变量，

如母亲养育压力、冲突性母子关系、依赖性母子

关系及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困难总分，均做

标准化处理。

2 结果

2.1　不同特征学龄前儿童的困难总分比较

2 049 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困难总分为 （9±4）

分。男生困难总分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生体重 2.5 kg~组困难总分低于出生体

重≥4 kg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母亲文

化程度越高，儿童困难总分越低 （P<0.05）；家庭

人均月收入<3 000 元组和 3 000 元~组困难总分高于

家庭人均月收入≥10 000 元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P<0.05）；母乳喂养时间<6 个月组和 6 个月~组

困难总分高于母乳喂养时间≥12 个月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0.05）；家庭类型为其他家庭组困

难 总 分 高 于 核 心 家 庭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1。

表1　不同特征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困难总分的比较

（x̄ ± s）

变量

性别

男

女

出生体重 (kg)

<2.5

2.5~

≥4

是否独生子女

是

否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3 000

3 000~

6 000~

≥10 000

母乳喂养时间 (月)

<6

6~

≥12

家庭结构#

大家庭

核心家庭

其他家庭

例数

1 011

1 038

129

1 344

576

155

1 894

260

512

1 277

71

347

778

853

463

662

924

748

1 231

70

困难总分

9.32±4.13

8.80±4.04

9.54±4.02

8.86±3.97

9.43±4.36a

9.55±4.10

9.02±4.02

10.15±4.49

9.36±3.93b

8.72±4.03b,c

10.15±3.74

9.60±4.31

9.07±3.95

8.74±4.14d,e

9.40±4.24

9.37±4.11

8.67±3.97f,g

9.32±4.15

8.87±4.03

9.66±4.50h

t/F 值

2.87

4.84

1.44

15.35

5.45

4.19

3.62

P 值

0.004

0.008

0.150

<0.001

0.001

0.002

0.027

注：#大家庭指以长辈为核心，有数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家
庭，或以一对夫妻为核心，加上父母及其未成年的弟妹组成的家
庭；核心家庭指由夫妻及其未成年的子女组成的家庭；其他家庭
包括重组家庭 （夫妻一方或双方离婚后重新组织的家庭） 或不完
整家庭 （父母中有一方或者双方去世）。a 示与 2.5 kg~组比较，
P<0.05；b 示与初中及以下组比较，P<0.05；c 示与高中/中专组比
较，P<0.05；d 示与<3 000 元组比较，P<0.05；e 示与 3 000 元~组比
较，P<0.05；f 示与<6 个月组比较，P<0.05；g 示与 6 个月~组比较，
P<0.05；h 示与核心家庭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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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母亲养育压力、母子关系与儿童情绪行为问

题的关联

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

多动问题、同伴交往问题 4 个维度得分及困难总分

均呈正相关 （均 P<0.001）；亲密性母子关系与学

龄前儿童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伴交往问题 3 个

维度得分及困难总分均呈负相关 （均 P<0.001），

而 与 情 绪 症 状 得 分 的 关 联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 

0.258）；冲突性母子关系及依赖性母子关系分别与

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

伴交往问题 4 个维度得分及困难总分均呈正相关

（均 P<0.001）。见表 2。

2.3　不良母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以母亲养育压力作为自变量，以冲突性母子关

系、依赖性母子关系分别作为调节变量，以学龄前

儿童困难总分作为因变量，分别建立模型。在调整

了儿童性别、年龄、出生体重、母亲文化程度、母

乳喂养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

后，母亲养育压力 （β=0.30，P<0.001） 和冲突性

母子关系 （β=0.26，P<0.001） 对学龄前儿童困难

总分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冲突性母子关系在母

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困难总分之间存在调节作

用 （交互项 β=0.05，P=0.001），见表 3 （模型 2）。

母亲养育压力 （β=0.43，P<0.001） 和依赖性母子

关系 （β=0.16，P<0.001） 对学龄前儿童困难总分

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依赖性母子关系在母亲养

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困难总分之间存在调节作用

（交互项β=0.04，P=0.012），见表4 （模型2）。

为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以调节变量分别取

其均值加减 1 倍的标准差作为不同水平亲子关系

（对于标准化的变量则取值为+1/-1，即 1=高冲突

性母子关系/高依赖性母子关系，-1=低冲突性母子

关系/低依赖性母子关系），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

果表明，相对于低冲突性母子关系 （βslope=0.25，t=

8.00，P<0.001），高冲突性母子关系 （βslope=0.35，t

=10.72，P<0.001） 增强了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困

难总分的关联，见图 1A。相对于低依赖性母子关

系 （βslope=0.39，t=14.38，P<0.001），高依赖性母子

关系 （βslope=0.47，t=17.56，P<0.001） 增强了母亲

养育压力与儿童困难总分的关联，见图 1B。

表2　母亲养育压力、母子关系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相关性 （n=2 049）

变量

母亲养育压力

亲密性母子关系

冲突性母子关系

依赖性母子关系

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

多动问题

同伴交往问题

困难总分

母亲养育
压力

1

-0.09a

0.76a

0.49a

0.35a

0.32a

0.39a

0.30a

0.52a

亲密性母子
关系

1

0.02

0.22a

-0.03

-0.11a

-0.11a

-0.11a

-0.13a

冲突性母子
关系

1

0.56a

0.35a

0.37a

0.36a

0.27a

0.51a

依赖性母子
关系

1

0.32a

0.16a

0.24a

0.23a

0.37a

情绪症状

1

0.25a

0.25a

0.25a

0.66a

品行问题

1

0.39a

0.18a

0.62a

多动问题

1

0.17a

0.77a

同伴交往
问题

1

0.56a

注：a 示 P<0.001。表中数据为相关系数。

表3　冲突性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困难总分关联中的调节作用

变量

母亲养育压力

冲突性母子关系

交互项

模型 1

β
0.31

0.26

0.05

t

11.20

9.21

3.17

P

<0.001

<0.001

0.002

LLCI

0.26

0.20

0.02

ULCI

0.37

0.31

0.08

模型 2

β
0.30

0.26

0.05

t

10.56

9.47

3.20

P

<0.001

<0.001

0.001

LLCI

0.24

0.21

0.02

ULCI

0.36

0.32

0.08

注：模型 1 为单因素模型；模型 2 调整了儿童性别、年龄、出生体重、母亲文化程度、母乳喂养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及家庭结构等
因素。交互项为母亲养育压力×冲突性母子关系。LLCI 为 β 值的 95% 置信区间下限，ULCI 为 β 值的 95% 置信区间上限。模型 1：ΔR2=
0.003，P=0.002；模型 2：ΔR2=0.003，P=0.001。ΔR2 为决定系数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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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男童的情绪行为问题困难总分

高于女童，母亲文化程度较高的儿童困难总分较

低，与方红英等［13］ 的研究结果一致。学龄前儿童

困难总分的性别差异可能与两性儿童在认知、情

感、人格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差异，以及家庭对

男女儿童的教养方式不同有关［14］。家庭结构为其

他家庭类型及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儿童困难总分

较高，与 Philipp 等［15］ 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发

现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在单亲家庭中与儿

童较高的内化问题或外化问题有关。

本研究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养育压力

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 4 个维度得分及困难

总分均呈正向关联，与国外的一项研究结果［16］ 一

致。国外这项研究报告了母亲感知的养育压力比

父亲感知的养育压力更强，且母亲的养育压力能

够正向预测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或注

意力不集中及困难总分［16］。母亲养育压力可能通

过降低养育效率和行为间接对孩子的社会能力产

生消极影响，而积极的养育行为和更高的养育效

率可以提高这种社会能力［17］。本研究发现，亲密

性的母子关系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多个维度得

分及困难总分存在负向关联，而冲突性和依赖性

的母子关系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多个维度得分

及困难总分存在正向关联，与刘静等［8］ 的研究结

果一致。这可以根据依恋理论的概念框架来解释，

具有安全依恋的儿童更有可能表现出更积极、更

综合的自我认知，以及更强的自我效能感，能更

好地应对压力，而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更有可能在

调节情绪和与同伴有效互动方面存在困难，这可

能进一步导致内化或外化问题［18］。此外，国外一

项长达 6 年的队列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及父

母的育儿敏感性与子女外化行为的减少有关，且

母亲的影响在学龄前期更为显著，而父亲的影响

则在学龄期之后增强［19］。有学者认为，父母对儿

童的照顾具有角色互补性，在儿童早期，以母亲

作为主要养育照顾者的角色占主导地位，但随着

儿童的成长，以父亲的纪律管教及成就导向为特

征的角色才逐渐突显［20］。

本研究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冲突性及依

赖性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和学龄前儿童情绪

行为问题困难总分的关联间具有调节作用，即后

两者的关联强度受不同水平冲突性和依赖性母子

关系的影响。Essler 等［7］研究发现，亲子关系的质

量可能会改变父母压力对孩子幸福感影响的强度，

即亲子关系越积极，父母压力对儿童幸福感的不

良影响就越弱。也有队列研究发现，不良亲子关

表4　依赖性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困难总分关联中的调节作用

变量

母亲养育压力

依赖性母子关系

交互项

模型 1

β
0.44

0.16

0.04

t

20.85

7.43

2.63

P

<0.001

<0.001

0.009

LLCI

0.40

0.11

0.01

ULCI

0.48

0.20

0.08

模型 2

β
0.43

0.16

0.04

t

20.22

7.47

2.52

P

<0.001

<0.001

0.012

LLCI

0.39

0.12

0.01

ULCI

0.47

0.20

0.07

注：模型 1 为单因素模型；模型 2 调整了儿童性别、年龄、出生体重、母亲文化程度、母乳喂养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及家庭结构等
因素。交互项为母亲养育压力×依赖性母子关系。LLCI 为 β 值的 95% 置信区间下限，ULCI 为 β 值的 95% 置信区间上限。模型 1：ΔR2=
0.002，P=0.002；模型 2：ΔR2=0.002，P=0.012。ΔR2为决定系数的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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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难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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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养育压力 高养育压力 低养育压力 高养育压力

0.8

0.6

0.4

0.2

0

-0.2

-0.4

-0.6
困

难
总

分

低冲突性母子关系

高冲突性母子关系

低依赖性母子关系

高依赖性母子关系

A B

图 1　冲突性母子关系 （图 A） 和依赖性母子关系 （图 B） 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困难总分之

间的调节作用  与低冲突性/低依赖性母子关系相比，在高冲突性/高依赖性母子关系下，母亲养育压力与儿童情绪行为问

题的关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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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母亲养育压力和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中

介因素［21］，尽管研究类型和分析策略不同，但也

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后两者的关联受到母子关

系的影响。母亲的养育压力影响其对子女的教养

态度，如养育压力大的母亲多采用专制型、放任

型的教养态度，进而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22］。

而专制型、放任型的教养态度往往伴随着冲突性

和依赖性等消极的母子关系［23］，因此，推测不良

母子关系可能会加重母亲养育压力对儿童情绪行

为问题的影响。此外，Cyr 等［24］ 发现，安全的母

子依恋可以缓解母亲严厉的养育对儿童攻击性行

为的有害影响。可见，发展更积极的母子关系，

对于降低母亲养育压力所导致的儿童情绪或行为

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发现不良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和

儿童情绪行为问题间存在调节作用，为今后的学

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防控提供参考。然而本

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仅调查了母

亲的养育压力及母子关系，忽略了父亲相关因素

对结局的影响。有研究表明，父子关系在不良母

子关系与儿童情绪问题之间存在调节作用［25］。因

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全面关注父子关系及母

子关系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作用。其次，本研

究为横断面调查，无法明确养育压力、母子关系

及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因果关联，还需要进

一步的纵向调查来确定。最后，本研究只调查了

芜湖市 12 所幼儿园的中班和小班儿童，样本量相

对较少，使研究结果的外推受限。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

前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相关，且冲突性及依赖性

母子关系对二者的关联具有调节作用，即相比于

低水平的不良母子关系，在高水平的不良母子关

系下，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

的关联更强，提示应从减少母亲养育压力和改善

不良母子关系两个方面来预防学龄前儿童情绪行

为问题的发生。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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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关于“羊水胎粪污染新生儿复苏的前世今生：过去60年
中美两国的演变史”的更正启事

由于作者疏忽，《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23 年第 25 卷第 3 期 229~237 页“羊水胎粪污染新生儿复苏的前世今生：

过去 60 年中美两国的演变史”一文中，文献 ［58］ 更正为：苏晋琼, 朱小瑜, 张谦慎, 等 . 应用胎粪吸引管气管内吸引

防 治 胎 粪 吸 入 综 合 征 的 临 床 效 果 分 析 [J]. 中 华 围 产 医 学 杂 志 , 2009, 12(1): 28-31. DOI: 10.3760/cma. j. issn. 1007-

9408.2009.01.008。特此更正。给读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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