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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婴幼儿气质影响因素研究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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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
!

岁以下婴儿气质类型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为早期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上海惠诚咨询有限

公司的儿童青少年心理测验软件系统
"$&

版
%

个月至
!

岁气质量表对
""#A

名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体检的

D

$

!!

个月婴儿进行气质测评!并用自行设计编制的调查表对婴幼儿气质及相关因素进行调查&结果
!

婴儿气质类型构成比为

易养型"

E'$"X

%'中间型"

%!$"X

%'难养型"

!$EX

%'发动缓慢型"

!$!X

%$婴儿各气质类型在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女婴儿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气质维度为活动水平'趋避性和适应性&婴儿围生期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更换带养人次数

及带养人文化程度等多种因素对婴幼儿气质维度有影响&结论
!

婴儿气质类型分布无性别差异!发动缓慢型气质在独生子女比

例较低&

关键词"气质$婴幼儿$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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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是个体对体内*外刺激以情绪反应为基础的行为方

式#是个性心理特征之一)气质是人格发展的基础#与生俱来#

受遗传控制#不易随环境改变)气质是性格的核心#性格虽非

由遗传决定#但遗传可通过气质影响性格'

!

(

)其是个体人格最

早的表现)根据不同特征#气质可划分为易养型$

)

型&*中间

型$

_

型&*难养型$

W

型&*发动缓慢型$

.

型&

%

型)气质包括
A

个维度#即活动水平*节律性*趋避性*适应性*反应强度*心境*

持久性*注意分散度和反应阈等)虽然气质存在不同类型#但

其本身无好坏之分#每种气质特点均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

极的一面)但不同气质特点的个体与周围世界的作用方式各

不相同#这会影响婴幼儿与周围人群的关系#并影响其行为的

发展方向)因此在婴幼儿期#通过科学测量#全面准确地了解

孩子的气质特点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求适应孩子气质

特点的教养方法#力争做到扬长避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

!

岁以下婴儿气质类型及特征#并为家长提供合理的教养模

式#特进行了婴儿气质调查分析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选择
"&&E

年
!"

月至
"&&A

年
A

月来本院儿童保

健科做健康体检的
""#A

名
D

$

!!

个月婴儿)其中男
!!D'

名#女
!&E#

名)

=$>

!

研究方法

=$>$=

!

婴幼儿气质调查
!

采用上海惠诚咨询有限公司儿童青

少年心理测验软件系统
"$&

版
%

个月至
!

岁气质量表#由带养

!

个月以上的家长填写问卷)本量表由
AE

个项目组成)

=$>$>

!

影响气质相关因素调查表
!

采用作者参考相关儿童气

质文献设计编制的调查表对婴幼儿气质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内

容包括儿童围生期因素#父母生育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父母

关系#家庭经济水平#带养人文化程度#更换带养人次数#儿童

早期生活环境变迁等
"A

个条目#其赋值见表
!

)

表
!

!!

影响气质相关因素赋值

基本变量 赋值

儿童性别 女
h!

#男
h"

父$母&亲生育年龄
'

"&

岁
h!

#

"&

$

"E

岁
h"

#

"'

$

#&

岁
h#

#

#!

$

#E

岁
h%

#

#'

$

%&

岁
hE

#

&

%!

岁
h'

母亲孕期疾病 有
h!

#无
h"

出生体质量
$

!E&&

7

h!

#

!E&&

$

"E&&

7

h"

#

"E&&

$

%&&&

7

h#

#

%

%&&&

7

h%

胎次
!

胎
h!

#

"

胎
h"

#

&

#

胎
h#

D&!"

重庆医学
"&!&

年
D

月第
#A

卷第
!'

期



表
!

#续&

!!

影响气质相关因素赋值

基本变量 赋值

分娩时间 足月
h!

#早产
h"

#过期产
h#

分娩方式 顺产
h!

#助产
h"

#剖腹产
h#

出生时窒息史 有
h!

#无
h"

喂养方式 母乳喂养
h!

#混合喂养
h"

#人工喂养
h#

母亲产后负性情绪 有
h!

#无
h"

父$母&亲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h!

#管理人员
h"

#一般职员
h#

#服务性人员
h%

#工人
hE

#公安或军人
h'

#个体
hC

#农民
hD

#其他
hA

父$母&亲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h!

#小学
h"

#初中
h#

#高中"中专"职高
h%

#大专
hE

#大学及以上
h'

父亲吸烟 有
h!

#无
h"

父亲酗酒 有
h!

#无
h"

母亲吸烟 有
h!

#无
h"

家庭居住人口
#

人
h!

#

%

人
h"

#

E

人
h#

#

&

'

人
h%

家庭居住环境 好
h!

#一般
h"

#不好
h#

父母婚姻状况 在婚
h!

#分居或离婚
h"

#丧偶
h#

#再婚
h%

父母关系 和睦
h!

#一般
h"

#有时吵架但能和好
h#

#经常吵架且关系紧张
h%

#虽不争吵但关系冷漠
hE

带养人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h!

#小学
h"

#初中
h#

#高中"中专"职高
h%

#大专
hE

#大学及以上
h'

更换带养人次数
&

次
h!

#

!

次
h"

#

"

次
h#

#

&

#

次
h%

家庭管教方式 民主型
h!

#混合型
h"

#溺爱"放任
h#

#专制
h%

早期生活环境变迁
&

次
h!

#

!

$

"

次
h"

#

#

次
h#

家庭经济水平 上
h!

#中上
h"

#中
h#

#中下
h%

#下
hE

母亲健康状况 健康
h!

#一般
h"

#不健康
h#

父亲健康状况 健康
h!

#一般
h"

#不健康
h#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
5

检验和
.

"

检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和非条件
9@

7

2032H

模型回归分析)

>

!

结
!!

果

>$=

!

气质类型分布
!

""#A

名
D

$

!!

个月婴儿气质类型主要

以易养型$

E'$"X

&为主#其次为中间型$

%!$"X

&)不同性别婴

儿之间各气质类型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婴儿各种气质类型分布

性别 易养型 中间型 发动缓慢型 难养型

男$

-

&

'E" E&D !C A

女$

-

&

'&' %!E D "%

合计'

-

$

X

&(

!"ED

$

E'$"

&

A"#

$

%!$"

&

"E

$

!$!

&

##

$

!$E

&

.

"

!$%D "$'! &$!& &$&&!

L

%

&$!

%

&$!

%

&$E

%

&$!

>$>

!

不同性别婴儿之间气质维度比较
!

男*女婴在活动水平*

趋避性*适应性气质维度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
#

)

>$?

!

其他影响气质特征的相关因素

>$?$=

!

婴幼儿气质维度相关因素多元线性逐步回归
!

以家庭

养育环境因素为自变量#分别以气质维度为因变量#采用多元

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对可能影响婴幼儿气质维度的相关因素进

行筛选#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变量分别是父母文化程度*家庭

经济水平*母亲生育年龄*母亲产后负性情绪*更换带养人次数

及带养人文化程度等)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婴儿与各气质维度的比较#

Ng9

&

气质维度
维度值

男婴 女婴
" L

活动水平
%$!%g&$'" %$&Dg&$'" "$"A &$&#"

节律性
"$CCg&$C! "$CAg&$C! &$'C &$E#D

趋避性
"$D%g&$C# #$&"g&$CE E$CE &$&&&

适应性
"$EDg&$'" "$''g&$'# #$&" &$&&#

反应强度
#$'Eg&$ED #$'%g&$E' &$%! &$'#"

心境
#$"Dg&$'' #$#!g&$'A !$&% &$"%!

持久性
#$!"g&$D& #$&Ag&$C' &$A! &$#"!

注意分散
"$C%g&$'" "$C#g&$'# &$#E &$'A"

反应阈
#$A&g&$'# %$&&g&$'% &$#C &$DC&

表
%

!!

幼儿气质维度相关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

结果#

-h""#A

&

气质维度 相关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5 L

活动水平 母亲文化程度
&$C#" &$&&E "$#D' &$&!A

父亲职业
e&$'#E &$&&# e"$"&E&$&!E

节律性 父亲文化程度
e&$#CA &$&!E e"$C!%&$&&!

父亲职业
&$EA# &$&#! "$E'% &$&!&

家庭居住人口
e&$%E' &$&&C e#$!&C&$&!#

喂养方式
e&$E#' &$&&" e"$"E!&$&""

A&!"

重庆医学
"&!&

年
D

月第
#A

卷第
!'

期



表
%

#续&

!!

幼儿气质维度相关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

结果#

-h""#A

&

气质维度 相关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5 L

趋避性 母亲产后负性情绪
e&$'&! &$&&% e"$#"'&$&&"

更换带养人次数
&$##D &$&!" "$'%# &$&&%

适应性 母亲文化程度
&$D%" &$&!C "$"!# &$&&C

母亲产后负性情绪
e&$C%" &$&"& "$&!C &$&&"

反应强度 母亲文化程度
&$E'# &$&#C "$'&% &$&!"

出生时窒息史
e&$%"! &$&!% e"$&D'&$&&'

母亲产后负性情绪
e&$#C" &$&#E e"$!%A&$&&#

父亲酗酒
e&$CE! &$&#& e"$"!A&$&!D

心境 母亲产后负性情绪
&$%"D &$&!C "$!%E &$&&#

持久性 父亲文化程度
e&$E'! &$&!! e%$#E'&$&&&

家庭经济水平
e&$""D &$&&D e#$"!C&$&&!

母亲文化程度
&$#%' &$&&" #$&!# &$&&E

注意分散 父亲职业
e&$%#" &$&&" e"$D&#&$&&&

母亲文化程度
&$ED' &$&"' #$!#A &$&&%

反应阈 父亲酗酒
e&$#EC &$&%! e"$#EC&$&&D

母亲生育年龄
e&$%CE &$&DA e#$E"!&$&&"

>$?$>

!

婴幼儿气质类型多因素非条件
N@

7

2032H

回归模型分析

!

以家庭养育环境因素为自变量#经过多因素非条件
9@

7

2032H

回归模型筛选出与气质类型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即母亲职

业*母亲生育年龄*家庭经济水平*早产*母亲产后负性情绪等#

见表
E

)

表
E

!!

影响婴幼儿气质类型的多因素非条件
9@

7

2032H

!!!!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气质类型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14N: L

易养型 母亲文化程度
&$E%& &$!'E #$E#!&$&#C

家庭经济水平
&$E#! !$&%C E$E"&&$&"%

母亲生育年龄
!$'"E &$'C" '$"&D&$&#!

中间型 母亲职业
e&$%&& &$"CE "$AE&&$&%A

家庭经济水平
&$"'" &$&!A E$##A&$&&"

发动缓慢型 母亲生育年龄
e!$"'% &$"'D #$E!D&$&#E

早产
&$C&E &$#DC %$""'&$&%"

难养型 家庭经济水平
e!$#!C &$%#" E$EA%&$&#&

母亲产后负性情绪
e&$CD" &$&&D %$"!"&$&&%

?

!

讨
!!

论

气质是婴儿出生后最早表现出来的一种较为明显而稳定

的个性特征#是任何社会文化背景中父母最早能够观察到的婴

儿的个性特点)儿童气质不仅与生物遗传有关#而且与环境因

素有关)既往已有研究涉及遗传*免疫*应激*双亲个性*家庭

关系*教育方式*婚姻质量等对气质的影响因素)根据本研究

目的#作者参考了气质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设计了儿童气质

相关因素调查表#从儿童围生期因素*父母情况*家庭情况和教

育方式等多方面探讨家庭养育环境因素对婴幼儿气质的影响#

为改善儿童生活环境提供依据#尽量避免不良因素对婴幼儿的

影响)

?$=

!

婴儿气质类型的分布特征
!

本研究结果显示#

!$EX

为难

养型儿童#

!$!X

为发动缓慢型儿童#

%!$"X

为中间型儿童#

E'$"X

为易养型儿童)易养型和中间型占大多数#与国内资料

对
%

$

D

个月婴儿 *

!

$

'

岁儿童气质分布的报道一致)说明不

同年龄段#气质类型分布是相似的)

?$>

!

婴幼儿气质维度影响因素

?$>$=

!

婴幼儿气质维度的性别差异
!

洪琦等'

!

(研究发现#在

婴儿
%

个月后#随着月龄的增加#作为反映个体心理活动动力

特征的气质已出现一种规律性变化#主要表现在活动水平和反

应强度
"

个维度上)本研究显示#男*女婴在气质分型上按照
%

型分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男*女婴在活动水平*趋避性*适

应性气质维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主要由于生理机

制的不同)随着幼儿年龄的不断增长#其大脑及神经系统发育

的不断成熟#社会化程度不断增加#认知能力外部扩充增大#幼

儿气质部分特征亦会随之改变#如父母对男*女幼儿期望值*教

育理念等不同#致使其性别差异逐渐凸显#尤其是从
!

岁开始

就表现出不同的类型特点#且其气质的个体差异表现在儿童发

展的各个方面'

"

(

)

?$>$>

!

其他影响婴幼儿气质维度的相关因素
!

本研究多元线

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母亲

生育年龄*早产*母亲产后负性情绪等影响婴幼儿气质维度)

这与既往冯惠敏和岳亿玲'

#

(以及刘国艳等'

%

(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文化程度对婴幼儿的气质维度影响

最明显#与活动水平*持久性*反应强度*节律性等多个维度相

关)婴幼儿的生活环境主要是家庭#家庭居住人口越多#婴幼

儿的生物节律越差#这可能与多种社会角色使家庭中不协调因

素增多#不利于婴幼儿正常节律形成有关)父母文化程度高#

技术性职业的家庭大多收入较稳定*居住条件好*对子女期望

值高#多采取较理性*民主的管理方式#更多地鼓励子女与外界

交流#尝试新事物#这些均有利于婴儿形成良好的气质'

E

(

)

?$?

!

婴幼儿气质类型的影响因素
!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职

业*母亲生育年龄*家庭经济水平等因素直接影响婴幼儿气质

类型)其中生育年龄小于
"&

岁的母亲所生子女难养型比例明

显增加)在家庭中母亲主要是/照顾者0的角色 #与子女接触

的时间最长#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

"&

岁的母亲心理尚未全面

完成角色转换#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从而

影响子女良好气质的形成)总之#多种家庭环境和教育因素影

响婴幼儿的气质类型和气质维度)家庭是儿童生存的基本环

境#尤其在儿童早期#家庭几乎是儿童发展的全部环境)了解

家庭*环境和教育因素对孩子气质的影响#通过对这些因素的

干预#为儿童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培养塑造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的孩子)

气质是婴幼儿先天的素质#但气质并非永久地由生物学因

素所决定#也不是单纯地由社会环境所塑造#而是由基因与环

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无法改变婴儿的先天禀赋#但可通过

提高家长的文化素质#改变传统的抚育方式#增进亲子情感交

流#增强母亲孕期自我保健意识#减少婴幼儿生活环境的不利

因素#使婴幼儿气质与抚育环境协调起来#促进婴儿早期心理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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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再灌注损伤后出现肾脏失去功能和细胞死亡)本实验结果

表明#创伤后
!

*

'L=R+>

"

表达均高于对照组#并于
'L

达到

峰值#

!"

*

"%L=R+>

"

表达降低并接近对照组)说明
=R+>

"

在

创伤早期即参与了肾组织炎症的急性期反应并加重损伤)

=R+>

"

可促进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因子#增强白细胞与之黏着#

促进中性粒细胞聚集和激活间质释放蛋白水解酶诱发炎症反

应'

E

(

)

=R+>

"

可以刺激单核巨噬细胞和其他类型的细胞分泌

_9>!

*

_9>'

*

=R+>

"

*

_9>"

等炎性细胞因子以放大或间接增强其

本身的效应#这些效应加重了创伤局部的炎症反应)另一方面

渗出的炎性细胞及其释放的蛋白水解酶促进了创伤坏死组织

的吞噬和分解#有利于坏死组织的清除和创伤的修复#减少

=R+>

"

的释放#故表现在本实验创伤组中
!"

*

"%L=R+>

"

表达

降低并接近对照组)创伤组各时间点与对照组比较及各时间

点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R+>

"

参与炎症的过

程既有放大本身的效应#又可间接地减少自身的释放)

伤前给药组
=R+>

"

表达于伤后
!

*

!"L

处于高表达水平)

伤后
'L

低表达#且较该时间点创伤组明显降低$

L

$

&$&E

&#伤

后
"%L

接近对照组水平#其余各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血循环中
FW-

以
"&826

的半衰期 迅速代谢'

'

(

)伤前

!&826

注射#外源性
FW-

刚好处于半衰期内#与机体遭受创

伤时产生的内源性
FW-

一起对创伤器官发挥了良好的保护

作用)伤前给药组
=R+>

"

在
!

*

'L

的表达低于创伤组同时间

点的表达#并与
'L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证实了
FW-

能

降低巨噬细胞白细胞趋化物分泌水平#降低
=R+>

"

分泌)此

效应及时地下调了急性创伤后
=R+>

"

的级联放大作用#避免

创伤对肾脏组织的过度损害)

伤后给药组
=R+>

"

的表达于伤后
!L

明显低于该时间点

创伤组和伤前给药组$

L

$

&$&!

&)说明创伤后注射
FW-

可明

显抑制
=R+>

"

在伤后
!L

的表达#且其效果优于创伤前给药)

伤后
"%L=R+>

"

表达明显高于伤后
!L

$

L

$

&$&!

&)分析其

原因可能是伤后
"%L

外源性
FW-

基本已完全代谢#仅有内

源性
FW-

发挥效应)

血浆中
FW-

主要来源于血管内皮细胞$

()/

&和血管平

滑肌细胞$

(.-/

&#正常人血浆
FW-

浓度较低#大多为具有

免疫反应性的
FW->

7

N

M

#它是
FW-

的一种中间形式#这也反

映了
FW-

在组织中的产生过程'

C

(

)

_9>!

'

*

=R+>

"

*脂多糖

$

9?.

&*内皮素
>!

$

)=>!

&*血管紧张素
>

-

均可刺激
(.-/

分泌

FW-

#而
FW-

能降低
=R+>

"

的分泌#抑制
=R+>

"

的级联放

大作用#本实验结果与多数学者观点相吻合)

=R+>

"

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炎性细胞因子#参

与了肾脏损伤的炎症发展过程#随着对
=R+>

"

研究的深入#可

能为揭示肾脏损伤的发病机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为治疗肾

脏损伤性疾病提供新的手段#如采用控制
=R+>

"

产生量*中和

=R+>

"

触发的细胞反应来防止
=R+>

"

所引起的组织损伤#利

用转基因技术直接在炎症部位使
=R+>

"

等炎症介质失去生物

学活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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