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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

指个体无自杀意图，反复对身体组织造成轻中度

损伤，且不被社会认可的自我伤害行为，其常见形

式包括切割、击打、抓挠、灼烧等［1］。NSSI 高发于

青少年群体［2-3］，全球青少年 NSSI 检出率为 22.1%

（95%CI：16.9%～28.4%）［4］，我国中学生 NSSI 检出率

为 22.37%（95%CI：18.84%～25.70%）［5］。NSSI 与抑

郁症［6-7］、进食障碍［8-9］、边缘型人格障碍［10］等多种

精神障碍密切相关［11］，且自伤史也是个体自杀的危

险因素［12-13］。NSSI 已成为全球性的严重公共卫生 

问题。

目前，NSSI 的病理机制尚不明确，研究显示

其涉及生物学、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12，14-16］，且

NSSI 是个体应对强烈负性情绪的适应性不良反应，

情绪功能失调是其发生和维持的可能机制和关键因

素之一［1］。依恋是个体社会性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不仅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还对个体日后的心理健

康状况也有深远影响，而不安全依恋模式对 NSSI 的

发生发展有重要作用［17］。本文旨在回顾 NSSI 青少

年依恋、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从依恋理论和情绪

调节的视角深入理解 NSSI 的心理病理机制，并为青

少年 NSSI 的预防与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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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自杀性自伤（NSSI）是一种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多见于青少年群体，严重危害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依恋对青少年个体的心理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理解个体的情绪调节方式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对依恋、情绪调节、NSSI 3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述，旨在为青少年 NSSI 的预防与控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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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s a poorly adapted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that 
is commonly seen in the adolescent population and seriously endanger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Attachment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dolescent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ir emotional regulation method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attachment，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NSSI，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dolescent N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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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恋与 NSSI

1. 依恋的概念与分类：依恋是指个体与重要他

人形成持久而强烈的情感联结的倾向［18］，其源于与

主要抚养者的互动体验。依恋理论认为，个体的早

期经历会产生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图式，Bowlby［19］

称之为内部工作模型。Bartholomew［20］根据自己与

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将成人依恋关系分为 4 类，包

括安全型、先占型、漠视型和恐惧型，这些依恋类型

属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 2 个维度。依恋焦虑反映

个体对分离、被拒绝、被抛弃的担忧程度，依恋回避

反映个体与他人的亲密程度以及个体在心理和情感

上的独立程度。低焦虑低回避对应安全型依恋，高

焦虑低回避对应先占型依恋，低焦虑高回避对应漠

视型依恋，高焦虑高回避对应恐惧型依恋［21］。

2. 亲子依恋与 NSSI 的关系：多数研究通过问卷

调查，分析亲子依恋在青少年 NSSI 发生发展中所起

的作用，发现低质量亲子依恋预示 NSSI 的风险增 

加［15，22–24］，且父/母子疏离程度越高，风险越高；而良

好的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是NSSI的保护性因素［25］。

3. 不安全型依恋与 NSSI 的关系：相比于安全型

依恋，被评估为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发生 NSSI 的风

险更高［26］，但不安全依恋亚型对自伤的影响在不

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异。研究表明，依恋焦虑维

度与自伤行为关系更密切，而依恋回避维度对自伤

行为的影响相对有限［27］。Tatnell 等［2］在间隔 1 年

的 2 个时间点共调查了 1 973 名澳大利亚青少年，探

讨依恋等人际因素与 NSSI 的关系，发现依恋焦虑与

NSSI 相关。Kharsati 和 Bhola［28］对印度大学生开展

问卷调查发现，自伤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依恋焦

虑，而在依恋回避维度，自伤个体与对照组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然而，一些学者认为依恋焦虑和依

恋回避均与 NSSI 相关。Wrath 和 Adams［29］回顾了有

关自伤行为和不安全依恋关系的 17 项研究，发现其

中的 13 项研究证实了依恋不安全感与自伤呈正相

关，并提出依恋焦虑和回避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增加

自伤风险。

依恋类型的相关研究中，Martin 等［30］采用成人

依恋访谈对 120 名 17～25 岁的青少年进行研究，结

果显示，约 1/2 的受试者有 NSSI 行为，NSSI 与先占

型依恋状态相关。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者认为先

占型依恋和恐惧型依恋存在重叠，因此这里先占型

依恋状态包括了先占型和恐惧型 2 种依恋类型。而

Pallini 等［31］在临床样本中使用成人依恋投射的研

究表明，NSSI 的青少年大多表现出恐惧型依恋表

征。国内一项以 16～30 岁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

的横断面调查研究显示，相比无自伤患者，NSSI 患

者不安全依恋类型的比例更高，其中恐惧型依恋

（OR=6.061）和先占型依恋（OR=3.143）是 NSSI 发生的

危险因素［32］。

4. 从不安全依恋到 NSSI 的理论假设：基于依恋

理论和相关实证结果，有学者提出了 2 个与自伤相

关的假设［33］。首先，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使个体对自

我、他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产生消极预期，进而出

现社会疏离，个体在遇到应激或创伤事件时，更容

易发展出自伤行为。其次，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个

体更易形成恐惧型依恋，由于父母同时是爱和恐惧

的来源，使得个体既渴望接近父母，又因为恐惧想

要逃离，导致其应对痛苦的注意及行为策略的崩溃，

这种崩溃表现为僵化、冻结、矛盾或不连贯的行为，

这与解离防御模式相似。因此研究者假设，早年发

展的恐惧型依恋可能使个体面临后续创伤时更易使

用解离的防御机制，并用自伤等方式来应对解离。

二、情绪调节与 NSSI

目前，诸多研究证实了情绪失调与 NSSI 之间存

在关联［34-36］，强烈的负性情绪或情绪应激是自伤发

生的常见诱因［37］。Nock［38］提出 NSSI 有多种功能，

其中个体内部功能包括情绪调节、回避厌恶情绪、

自我惩罚等，人际功能包括表达痛苦、影响他人、寻

求支持等。分析表明 66%～81% 的 NSSI 患者承认

自伤行为具有内部功能，其中 63%～78% 的患者承

认自伤行为有情绪调节功能［1］，该功能包括尝试回

避厌恶情绪、诱导正性或期望情绪两类，表明正强

化和负强化都可能是该功能的基础 ［38］。

Gratz 和 Roemer［39］将情绪调节概念化为对情绪

的觉察、理解和接纳，控制冲动行为以及运用情绪

调节技能来管理情绪反应的能力，并从这些维度来

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困难程度。Wolff 等［36］发现，

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受限、无法接纳情绪反应、冲动

控制困难、难以实施目标导向行为与 NSSI 关系较为

密切，而缺乏情绪觉察 / 识别能力、功能失调性认知

与 NSSI 呈较弱但仍显著的正相关。在情绪调节策

略的使用方面，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是目前研究较

多的两种策略，研究发现，与认知重评相比，NSSI个

体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40］，而认知重评相比表达

抑制，对个体在主观层面缓解负性情绪更有帮助［41］。

综上所述，NSSI 可被视为一种应对负性情绪的

适应不良方式，情绪调节的功能失调是青少年 NSSI

的重要因素，同时，个体习得通过自伤行为达到调

节负性情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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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恋与情绪调节

依恋模式对于理解个体情绪调节的方式具有重
要意义［42-43］。有学者认为，在早年依恋关系背景下
发生的二元情绪调节是个体自我情绪调节发展的基
础［44］，不良的养育环境和不安全依恋表征与个体的
情绪调节能力不足相关。有学者分析了 72 项研究，
通过评估个体整体和在特定情境下引发的正性和负
性情绪体验，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和应对策略，分析
青少年的亲子依恋模式与情绪体验、情绪调节的关
系，结果表明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整体上体验和表
达了更多的正性情绪、更少的负性情绪，更常使用
认知重评和寻求社会支持的应对策略。漠视型依恋
的青少年整体上体验到的正性情绪较少，情绪调节
能力较弱，使用认知重评和寻求社会支持的应对策
略的可能性较小；先占型依恋的青少年整体上体验
和引发了更多的负性情绪，并有情绪调节困难；恐
惧型依恋的青少年整体上体验的正性情绪更少，负
性情绪更多。该研究证明依恋类型对青少年情绪自
我调节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拥有不安全依恋模式
的个体情绪调节能力更弱［45］。

既往研究显示，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在情绪调
节策略的偏好和调节效果上存在差异［42］。依恋回
避的个体习惯于否认或抑制情绪相关的想法和记
忆，转移对情绪相关刺激的注意力，抑制或掩饰情
绪的表达与相关的行动倾向。在应对压力事件时，
更可能保持认知距离和情绪疏离。而依恋焦虑个体
倾向于过度关注情绪状态的生理反应，增强对威胁
相关经历的回忆，反复思考真实和潜在的威胁。这
类个体可能更关注负性情绪，过度强调自己的无助
和脆弱，从而寻求他人关注。

四、依恋、情绪调节与 NSSI
多项研究发现，述情障碍、情绪调节困难等情

绪问题在青少年亲子 / 同伴依恋或不安全依恋和
NSSI 之间的联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Cerutti 等［46］

对 79 名 10～15 岁的意大利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非临床样本中识别和描述情绪困难、NSSI、依
恋质量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该结果表明，NSSI 与父
母依恋和同伴依恋均呈负相关，情绪识别与描述困
难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Tao 等［47］对 662 名
13～18 岁的中学生展开问卷调查，探讨亲子依恋、
负性情绪、情绪应对方式和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负性情绪体验和以情绪为导向的应对
模式在亲子依恋与 NSSI 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此外，Levesque 等［17］对 797 名 17～25 岁的大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探讨成人依恋与 NSSI 之间的关
系，并考察情绪调节在这一关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表明，情绪调节困难在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和
NSSI 的关系中均起到中介作用，提示依恋焦虑和依
恋回避可能会以各自方式影响情绪调节过程，进而
增加 NSSI 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分析，低水平依恋质量反
映了青少年和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质量较差，青少
年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关系期望，遇到困难时无法积
极寻求他人帮助，从而采取情绪化的应对方式，不
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强化负性情绪，使自伤
成为一种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而青春期的个
体对父母和同龄人的依恋不安全感越高，预示着成
年后会出现更焦虑的依恋模式［48］。依恋焦虑的个
体面对情绪困扰，感知到被拒绝或被抛弃的威胁时，
依恋系统会被过度激活，更倾向采用适应不良的情
绪调节策略，包括提高情绪需求和反应、易出现冲
动行为，进而会强化负性情绪体验［49］。这在理论上
与 NSSI 相关的情绪调节困难一致［28，50］，提示个体
的自伤行为可能与其对被抛弃的恐惧有关。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拥有不安全依恋，特别是恐惧型依

恋的青少年更可能拥有脆弱的情绪调节能力，进而
在压力情境下选择自伤行为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应
对方式。因此，形成安全依恋和发展适应性的情绪
调节技能可能会降低个体的自伤风险，这提示改善
与重要他人的依恋质量可能是预防和控制 NSSI 的
重要途径，但目前聚焦于青少年 NSSI 的依恋相关研
究有限，且不够深入。

未来可以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1）针对青少年
人群，聚焦 NSSI，开展依恋与情绪调节的纵向研究，
进一步明确各变量随时间发展的动态相互影响，从
而为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可对其他潜在中介变
量如疼痛感知进行研究，以明确依恋影响 NSSI 的机
制；（2）当前对青少年依恋的评估缺乏金标准，未来
开发类似婴儿陌生情境测验或成人依恋访谈的模式
化评估工具，并开展相关研究；（3）基于依恋的家庭
治疗以依恋和情绪加工理论为基础，提供了一种人
际关系、过程导向、创伤知情的方法［51］，该治疗模
式假设不良的依恋和环境因素会抑制青少年发展出
适应性的应对能力，侧重于重建家庭依恋并鼓励父
母和孩子之间进行沟通，相互信任。对有自杀风险
的个体开展的临床研究显示，相比强化的临床常规
治疗，基于依恋的家庭治疗在降低青少年自杀意念
和缓解抑郁症状方面更有效［52］，但目前并未见到该
治疗应用于 NSSI 个体的临床研究，未来可以在该领
域开展临床实践与研究，探索该治疗模式的可行性
与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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