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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离不开安全温暖的家庭环境。家庭被视

为人类身心发展的加工厂，父母是孩子接触社会最早的纽带，

父母营造的良好的家庭氛围，积极和睦的亲子关系会对儿童的身

心发展起促进作用。儿童期遭受的忽视和虐待，对儿童的身

体、认知、情感和社会性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心理、行

为和学习问题，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持续存在。此外，累积性

创伤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风险，为亲密关系的建立带来阻碍。而

及时实施干预措施可缓解创伤经历对儿童造成的影响。

1　童年创伤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童年创伤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科学家Henry Kempe在1976年发

表的《受虐儿童综合症》中提出。至此之后，童年期间的创

伤由家庭教育问题变为引人深思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虽然不同

学者对童年期创伤有不同见解，但综合他们的观点可以发现，

童年创伤与破坏个体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因此，本文所讨论的

童年创伤指个体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所遭遇的创伤经历，包括所

有种类的身体或者情感的虐待、忽视以及性虐待等，会直接或

者间接的伤害儿童的健康、发育以及亲密关系中的尊严、信任

感等。

一项美国的调查研究表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和十三分

之一的男性在童年期遭受了性虐待，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在童年期

遭受了身体虐待。考虑到童年虐待的普遍性和危害性，研究童年

创伤对个体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关键问题在于童年创

伤是否影响了大脑发育，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了解负面的

生物影响及其对健康与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缓解童年创伤的负

面影响的干预手段[1]。

2　童年创伤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磁共振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从认知神经的层面揭示童

年创伤和大脑的关系。许多研究关注了童年创伤对大脑结构的改

变。目前为止，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海马和杏仁核是受童年创伤影

响的核心脑区。海马作为边缘系统的核心结构，承担着构建和提

取记忆的功能，包括自传体记忆等。很多精神疾病都涉及到海马

结构的异常，如 PTSD，精神分裂，双向障碍等。由于富集了糖皮

质激素受体，海马对创伤事件非常敏感，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损

伤海马的功能。杏仁核作为边缘系统的另一重要区域，涉及到情

绪记忆加工，威胁刺激探测及反应等功能。跟海马类似，杏仁核

也是一个富集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脑区。研究表明，早期的创伤暴

露会引发杏仁核体积的增加，特别是在童年期，早期的创伤也会

使得杏仁核对后来的压力更加敏感，从而导致在成年期表现出杏

仁核体积的下降。

除了海马、杏仁核之外，大脑内钩束 FA(Fractional

anisotropy)值也会受到童年创伤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被遗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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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会表现出FA 值的降低，并且，FA 值与成为孤儿的时间长

短呈现显著的负相关。钩束连接着边缘皮层（如海马、杏仁

核）和 OFC，钩束完整性被破坏会引发多种精神疾病，如社交

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因此可见，探讨童年

创伤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对于深入理解童年创伤对个体成年期亲

密关系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针对童年

创伤引起的亲密关系问题提出干预措施。

3　童年创伤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是一种重要的人际关

系，它能提供给人类基本的社交需要，提供给人们稳定的情感

和心理支持，帮助人们彼此扶持着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

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小团体和单元。亲密关系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是重大的，大多数人都要经历恋爱关系，一段亲密的甜蜜爱情

可以让人体验内心的幸福与美好，不仅增添生活的色彩，也能

有利于更好地投入学习和工作当中；而那些痛苦、不健康甚至

病态的恋情也很可能让人心灰意冷、身心受创，甚至可能做出

难以挽回的错误和伤害行为。所以，对亲密关系质量的测量与

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2]。

4　后期干预对亲密关系的改善作用

童年创伤性经历会对个体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破坏个体

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使个体在亲密关系产生较多

的冲突，体验到较少的亲密感。但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不利影响

能通过后期干预得到一定缓解。有学者提出，将表达性心理治疗

的理念引入团体心理治疗中，在治疗情感创伤、增进自身和他人

的了解、改变行为和思维模式等方面均能够产生正性影响（高苗，

2020）。Diane Joss等（2020）的研究发现，接受正念的被试与

控制组相比，双侧海马灰质体积显著增加且感受到的压力有所减

少。因而可以推知，基于正念的干预可以通过影响大脑的神经发

育进而改善个体感知到的关系满意度。综合这些研究结果，我们

可以确信，后期干预能有效缓解由于童年创伤经历对亲密关系造

成的不良影响，并为如何有效缓解早期创伤经历造成的损伤提供

了较好的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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