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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强迫现象及其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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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青少年强迫现象及其发展特点。方法: 以班为单位用LO I- CV 调查北京市四所中学

六个年级 72 个班的学生, 收回有效问卷 3185 份。平均年龄 14168±1175 岁, 男生占 5212%。结果: 中学生

LO I- CV 是ö否得分: 男 8165±3156, 女 8161±3140; 干扰分: 男 9142±7142, 女 8150±6197。整齐清洁因

子是ö否分女生高于男生 (F 3104, 1= 13185, P < 01001) 而检查重复因子男生高于女生 (F 3115, 1 = 15152, P <

01001)。总干扰分男生高于女生 (P < 0105) , 年级对总干扰分及其四个因子的主效应均达显著性水平

(F 3076～ 3092, 5= 3102～ 18159, P < 0105)。强迫症状总检出率为 1316% , 且男生高于女生 (ς 2= 5140, P < 0105)。

男生各年级间强迫症状检出率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ς2= 22181, df= 5, P < 0101) , 女生年级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ς2= 5150, P > 0105)。结论: 中学生普遍存在强迫性体验, 男生以检查与重复内容多见, 女生以整齐与清洁

内容的几率较高。强迫现象具有随年龄增长而呈似‘W ’型的发展曲线。强迫症状总检出率为 1316% , 具有

在新入学和即将毕业的年级学生中较高的特点, 提示在中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干预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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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 lo re obsessive- compulsive phenom enon in ado lescen ts1M ethod: 3185 ado2
lescen ts aged 15±2 year- o ld (52% m ale) w ere m easured w ith L eyton O bsessional Inven to ry- Ch ild V ersion

(LO I- CV ) 1 Result: To tal yesöno sco re of LO I- CV : m ale 8165±3156, fem ale 8161±31401 In terfering

sco re: m ale 9142±7142, fem ale 8150±61971 T he yesöno sco re of clean liness and tidiness w as h igher in fem ale

than in m ale, w h ile that of check ing and repetit ion w as h igher in m ale than in fem ale1 T he to ta l in terfering

sco re w as also h igher in m ale1 T he m ain effect of grade on the to ta l and four facto r sco res w ere sign ifican t (F

= 3102- 18159, P < 0105) 1 T he screen ing ou t ra t io of obsessive- compulsive symp tom s w as 1316% , w ith

h igher ra t io in m ale than in fem ale (ς 2= 5140, P < 0105) 1 Grades had sign ifican t effect on screen ing ou t ra t io

in m ale, bu t no t in fem ale1 Conclusion: O bsessive- Compulsive experiences are common in ado lescen ts1 O b2
sessive compulsive phenom enon m anifests as“W ”curve w ith grades1 T he to ta l screen ing ou t ra t io of obsessive

- compulsive symp tom w as 1316% , w ith h igher ra t io in m ale, and h igher ra t io in studen ts just adm itted o r be2
fo re gradu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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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I- CV

　　随着学校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 中学生心理健康

素质的培养越来越受到教育和心理卫生工作者的重
视。最近国内调查显示, 青少年强迫问题尤为突出, 与

抑郁、焦虑一样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问题之
一[1 ]。国内缺乏有关青少年强迫性障碍的流行病学资
料。国外的调查显示, 青少年强迫性障碍的患病率为
3～ 314% , 年发病率为 017% , 亚临床强迫性障碍的患
病率高达 19% , 年发病率为 814% [2- 4 ]。临床精神病学
的研究发现, 约 1ö3～ 1ö2 的成年强迫性障碍患者发病
于青少年时期[5 ]。所以, 从发展病理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来研究青少年强迫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不仅可
以加深对青少年强迫现象的理解, 而且对青少年心理
素质教育及临床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在北京市海淀区和西城区四所中学六个年
级中整班抽取 72 个班, 每个年级 12 个班, 共 3221 名
学生。收回有效问卷 3185 份, 有效应答率为 9819%。
年龄为 12～ 19 岁, 平均 14168±1175 岁。男生占
5212% , 女生占 4714% , 性别不详占 014% (11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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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不详 2 名。少数民族学生占 618%。初一占

1712% , 初二占 1716% , 初三占 1715% , 高一占

1712% , 高二占 1614% , 高三占 1411%。

方法　工具: 莱顿强迫问卷 (儿童版) (LO I-

CV ) 共 20 题, 由李占江等修订, 包括幸运数字、整齐

清洁、检查重复和一般强迫思维四个因子。采用笔答

方式对问题的存在与否和干扰程度进行自我评分。干

扰评分为无干扰 (0)、有点儿干扰 (1)、部分干扰
(2) 和许多干扰 (3) 四级。在我国城市中学生中应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6 ]。

问卷调查主要以班为单位集体进行, 部分被试因

缺席而进行个别补测。由于班级较多, 每班由班主任

老师维持教室秩序, 研究者巡视各教室, 对有疑难问

题的学生进行必要的解答。班主任老师不准答疑。在

每次调查前由研究者向被试讲解研究的目的、意义及

用途, 特别强调测试结果绝对保密且与学校管理和评

优无关。然后对问卷的指导语进行讲解, 确保被试完

全理解问卷的要求后才开始答卷。答卷约需 5～ 10 分

钟。

极端回答问卷以及漏答或重复选答题目数超过 2

题的问卷确定为无效答卷, 不记入统计。应用

SPSS1010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主要统计方法有一

般统计描述、多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和卡方检验。

结 果

一、中学生LO I- CV 得分结果

LO I- CV 是ö否得分情况 (表 1) :

表 1　不同年级、性别学生LO I- CV 是ö否项目评分结果 (X±SD )

年级 性别 总分 幸运数字 整齐清洁 检查重复 一般强迫思维

初一 男 9136±3154 0168±0192 3185±1138 1199±1134 2184±1149

女 8188±3113 0154±0176 3186±1135 1173±1122 2179±1138

初二 男 8172±3148 0169±0192 3148±1143 1164±1132 2193±1158

女 8147±3152 0168±0189 3155±1142 1140±1127 2185±1148

初三 男 8187±3140 0177±0194 3149±1152 1149±1122 3111±1142

女 8149±3133 0169±0187 3154±1139 1138±1129 3189±1148

高一 男 8138±3170 0182±0194 3116±1153 1151±1137 2191±1152

女 8186±3154 0184±0197 3157±1148 1136±1122 3112±1148

高二 男 7183±3154 0173±0196 2186±1148 1127±1119 2197±1150

女 8140±3131 0173±0193 3128±1151 1121±1117 3120±1149

高三 男 8166±3154 0178±0197 3103±1155 1156±1128 3132±1151

女 8159±3157 0177±0199 3125±1158 1131±1126 3127±1149

总体 男 8165±3156 0174±0194 3132±1154 1158±1131 3100±1151

女 8161±3140 0171±0191 3152±1146 1140±1125 3101±1148

总计 8162±3150 0172±0193 3141±1149 1149±1128 3100±1149

由表 1 可见, 中学生六个年级在LO I- CV 是ö否
总分及四个因子上均有得分。总体上讲, 中学生有 8 个

以上条目回答为“是”, 整齐和清洁因子及一般强迫思

维因子有 3 个以上条目回答为“是”。

21 LO I- CV 干扰分结果 (表 2) :

表 2　不同年级、性别学生LO I- CV 干扰分评分结果 (X±SD )

年级 性别 总分 幸运数字 整齐清洁 检查重复 一般强迫思维

初一 男 10149±8125 0165±1149 4147±3164 2121±2140 3119±2179

女 9108±6181 0142±1118 4121±3127 1169±1197 2180±2164

初二 男 9119±6168 0164±1145 3184±2198 1163±1196 3110±2186

女 8133±7132 0157±1127 3143±3108 1142±1189 2189±2195

初三 男 9168±7152 0161±1135 3198±3159 1163±2106 3142±2192

女 8174±6190 0150±1122 3181±3142 1143±1177 3107±2178

高一 男 9116±7150 0181±1167 3101±2185 1189±2131 3147±2197

女 8152±7128 0166±1149 3116±3133 1132±1175 3134±2172

高二 男 8100±6140 0165±1158 2182±2174 1129±1169 3124±2179

女 7143±5173 0138±0196 2150±2148 1116±1170 3145±2199

高三 男 10134±7184 0190±1168 3134±3128 1171±2101 4139±3148

女 8197±7156 0168±1169 2199±2199 1136±1182 3194±3144

总体 男 9142±7142 0170±1153 3156±3124 1174±2112 3142±2198

女 8150±6197 0154±1132 3135±3116 1140±1183 3121±2193

总计 8197±7122 0162±1144 3147±3121 1156±1198 3133±2196

在表 2 中显示, 六个年级学生在LO I- CV 总干

扰分和各因子干扰分上均有得分, 其中, 整齐和清洁

因子及一般强迫思维因子的干扰得分较高。

31 强迫症状检出率: 以是ö否分≥15 或干扰分≥

20 为强迫症状的划界点 (特异度 9614% , 灵敏度

70% ) [7 ] , 在所调查的 3185 名中学生中, 共检出有强迫

症状的学生 434 人, 总检出率为 1316%。其中, 男性

为 1510% , 女性为 1212%。各年级检出情况见表 3。

表 3　3185 名中学生中各年级强迫症状检出人数 (检出率)

初 一 初 二 初 三 高 一 高 二 高 三 总 计

强迫症状组
100

(1813% )
69

(1213% )
83

(1419% )
71

(1310% )
43

(812% )
68

(1512% )
434

(1316% )

非强迫症状组 446 492 475 477 479 380 2749

二、中学生LO I—CV 得分的年级、性别效应分析

结果

11LO I- CV 是ö否得分在性别、年级间的比较: 应

用M NOVA 进行的性别 (2) ×年级 (6) 的多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发现, 性别和年级对是ö否总分、四个因子

是ö否分的交互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F= 0154～

2123, P > 0105)。整齐清洁因子是ö否得分女生高于男

生 (F 3104, 1= 13185, P < 01001) , 而检查重复因子男生

高于女生 (F 3115, 1= 15152, P < 01001)。是ö否总分、幸

运数字和一般强迫思维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 3106～ 3168, 1= 0102～ 1134, P > 0105)。年级对是ö否总

分及四个因子的主效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F 3104～ 3168, 1

= 3145～ 19129, P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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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重均数比较发现, 在是ö否总分, 初一高于高

二 (P < 01001)。幸运数字是ö否分高二高于初一 (P <

0105)。整齐清洁因子初一高于其余各组 (P < 0105) ,

高二和高三均低于初中各年级得分 (P < 0105)。检查

重复因子初一高于其余各组 (P < 0101)。一般强迫思

维因子初一低于高三 (P < 0105)。是ö否总分及各因子

分在其余各年级间的比较无差异。

21LO I- CV 干扰分在性别、年级间的比较: 应用

M NOVA 进行的性别 (2) ×年级 (6) 的多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发现, 性别和年级对总干扰分、四个因子分

的交互效应均未达显著水平 (F = 0130～ 1143, P >

0105)。除整齐清洁因子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外, 性别

对总干扰分和其余三个因子的主效应达显著性水平

(F 3076～ 3092, 1= 4135～ 21152, P < 0105) , 而且男生高于

女生。年级对总干扰分及其四个因子的主效应均达显

著性水平 (F 3076～ 3092, 5= 3102～ 18159, P < 0105)。

经多重均数比较发现, 在总干扰分, 初一高于高

一 (P < 0105)、高二 (P < 01001) 和初二 (P <

0105) , 高三和初三与初一的比较无差异。在幸运数字

因子, 高一和高三高于初一 (P < 0105) , 其余各组与

初一的比较无差异。在整齐清洁因子, 初一高于其余

各组 (P < 0105)。在检查和重复因子, 初一高于其余

各组 (P < 0101)。在一般强迫思维因子, 初一低于高

一、高二和高三 (P < 0105) , 与初二和初三的比较无

差异。

三、强迫症状组学生强迫症状检出率、LO I- CV

干扰分在性别、年级间的分析结果

11 强迫症状组学生LO I- CV 干扰分在性别、年

级间的分析结果: 应用M NOVA 进行的性别 (2) ×年

级 (6) 的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 性别和年级在总干扰

分、四个因子分的交互效应均未达显著水平。除整齐

清洁因子的年级主效应达显著性水平 (F 346, 5= 3141, P

< 0101) 外, 性别对总干扰分和其四个因子的主效应

(F 345～ 352, 1= 0105～ 1137, P > 0105) 和年级对总干扰分

及其余三个因子干扰分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F 345～ 352, 5

= 0199～ 2106, P > 0105)。经均数比较分析发现, 初

一的整齐清洁因子分高于高二和高三的分数 (P <

0105)。

21 强迫症状检出率在性别和年级间差异的分析

结果: 总的来看, 强迫症状检出率男生高于女生 (ς 2=

5140, df= 1, P < 0105) , 在各年级内未发现性别间的

差异 (ς 2= 0111～ 2177, df= 1, P > 0105)。在各年级

间强迫症状检出率的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 ( ς 2 =

25177, df= 5, P < 010001)。以初一最高, 高三次之,

初三第三, 高二最低 (见表 3)。在性别内各年级间强

迫症状检出率的分析发现, 男生强迫症状检出率年级

间差异具有显著性 (ς 2= 22181, df= 5, P < 0101) , 女

生六个年级间的差异无显著性 (ς 2= 5150, df= 5, P >

0105)。

讨 论

强迫现象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很多

学者注意到儿童时期的仪式动作或行为与强迫障碍的

关系。本研究发现, 中学生在L eyton 强迫问卷 20 个

条目中平均有 8 个条目回答为‘是’, 干扰程度得分为

8197±7122 分, 说明在中学生阶段学生普遍体验到强

迫现象的存在。在性别方面, 男女生选择‘是’的条

目数基本一致, 但在总干扰分男生高于女生, 在幸运

数字、检查和重复、一般强迫思维也存在类似的的结

果, 而整齐和清洁分在性别间无差异。说明强迫现象

对男生的影响较为显著。有意思的是, 女生的强迫现

象更多表现出以整齐、清洁内容为主, 而男生以检查、

重复的内容较突出。这种差异可能与社会文化环境对

性别角色的要求不同有关。以是ö否分≥15 或干扰分

≥20 为强迫症状的划界点[7 ] , 在所调查的学生中强迫

症状的总检出率为 1316%。这一结果较国外报道的青

少年亚临床强迫性障碍的患病率为低, 但较强迫性障

碍的患病率为高[2- 4 ]。其中, 男性为 1510% , 女性为

1212% , 男生高于女生, 但在各年级内强迫症状检出

率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这与许多临床和流行病学调

查报道的结果相一致[8- 11 ] , 但不支持发病年龄早的患

者男性占优势,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趋于一致的观

点[12 ]。强迫症状组学生的LO I—CV 总问卷及四个因

子的干扰分均不受性别的影响。说明在强迫症状严重

程度上并不存在性别间的差异, 与国内用 SCL —90 对

中学生的调查结果也基本一致[1, 13 ]。

关于强迫现象的随年龄发展而变化的特点研究较

少。T hom sen 等人用同一强迫问卷的研究发现, 6 年级

的问卷总分和干扰分最低, 9 和 10 年级最高[14 ]; 用

M audsley 强迫症状问卷的研究未发现青少年强迫症

状随年龄的变化[15 ]。本研究发现, 年级对LO I—CV 是

ö否分、总干扰分和四个因子分有影响。是ö否分和总

干扰分在初一、高三最高, 初二、高二最低, 呈似

‘W ’型的发展曲线, 其中初三、高一处于“W ”型曲

线的中间最高点。这与上述国外同名问卷的调查结果

不同, 可能与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和文化的差异有关。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还发现, 一般强迫思维因子的干扰

分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增高。幸运数字因子除高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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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较低外, 也呈现相似的特点。在检查和重复、整

齐清洁因子均以初一年级的干扰分最高, 然后逐渐下

降到高二最低点, 到高三又有所回升。是ö否分在四个

因子上的变化趋势与干扰分类似。造成这样的发展趋

势可能与中学生自我意识、认知发展水平以及所处环

境的变化有关。

从临床样本对青少年强迫症状随年龄变化特点的

研究未见报道。已有的用强迫症状问卷对非临床人口

的研究也未得出一致的结果[14, 15 ]。本研究对强迫症状

的严重程度和检出率的年级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结

果显示, LO I- CV 总问卷、幸运数字、检查和重复以

及一般强迫思维的严重程度在年级间无差异, 仅仅在

整齐清洁因子初一高于高二和高三。提示除整齐清洁

因子的严重程度呈现出年级发展的特点外, 强迫症状

的严重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但

是, 在强迫症状检出率上存在年级变化的特点。强迫

症状总检出率初一年级最高, 高三年级次之, 初三年

级第三, 高二年级最低, 特别是在男生尤为明显。本

研究虽不能回答造成这样的发展趋势的机制问题, 但

分析其原因, 可能与中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自我意

识的发展以及学习环境的变迁所致的不确定感、不可

控制感的变化有关。由于在新的环境中, 学生对环境

的不熟悉或学习压力增大, 使不可控制的因素增加, 引

起个体的焦虑或抑郁等负性情绪。学生为了摆脱负性

情绪对其的干扰而代偿性地表现出强迫症状, 从而表

现出新入学和毕业年级学生的强迫症状检出率增加的

特点。

总之, 通过本研究发现中学生中普遍存在强迫性

体验, 男生以检查与重复内容多见, 女生出现整齐与

清洁内容的几率较高。强迫现象具有随年龄增长而呈

似‘W ’型的发展曲线。中学生强迫症状的总检出率为

1316% , 特别是在强迫症状检出率表现出在新入学和

即将毕业的年级较高的特点提示在中学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干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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