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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通常以情绪调节为目的。因此，许多关于自伤原因和持续的理论解释均建立在情绪调

节模型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四种与非自杀性自伤相关的情绪调节模型，包括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体验回

避模型、情绪级联模型和认知–情绪模型，并对其核心成分进行了识别。在此基础上，总结各个模型的

优势和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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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s often aimed at emotional regulation. Therefore, many theoretical ex-
planations of the causes and persistence of self-injury are based on the models of emotion regula-
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models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lated to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cluding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Emotional Cascade 
Model, and Cognitive-Emotional Model, and identifies their core components. On this basi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model are summariz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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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自杀性自伤(以下简称“自伤”)，在《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2013)中被定义为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直接或故意地伤害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常见的自伤方式包括

烧伤、划伤、撞击头部、抓伤等。目前国内对于自伤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自伤行为的

发生率高于西方，其中国外青少年自伤的检出率为 5.5%~28.8% (Kiekens et al., 2016; Cerutti, Zuffianò, & 
Spensieri, 2018)，我国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率为 7.9%~47.38% (徐慧琼等，2019；沈晓霜等，2019)。同

时，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青少年是自伤等风险行为的高发人群，且发生率呈现上升的趋势(韩阿珠等，2017)。
以往人们认为自伤行为大多发生在精神病患者当中，但随着各种青少年风险行为新闻的出现，现在人们

已经清楚地发现自伤行为也发生在非精神病患者中，并且已经成为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的一个重大公共

心理健康问题。16%~33%的青少年(李柴全等，2020；张烨等，2019；胡旺等，2019)，15%~40%的大学

生(吴晓瑞等，2016；顾怀婷等，2018)在自我报告中都表示曾经有过自伤行为。自伤与很多心理障碍相关，

如抑郁症、进食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并会增加自杀的风险(Sinclair, Hawton, & Gray, 2010; Am-
merman et al., 2016; Selby et al., 2012)。因此，对于了解可能导致人们自伤行为发生的原因非常重要，以

便为未来的治疗和预防工作提供帮助。 
情绪调节是以往自伤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相关概念，在广义上，情绪调节被定义为识别、理解和管理

自己内隐和外显情绪的努力(Gratz & Roemer, 2008; Gross, 2002)。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包括非自杀性自

伤在内的自伤行为既是情绪调节不良(Perez et al., 2012)的结果，也是调节情绪的非适应性策略(Nock, 
2010)。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情绪失调与心理健康风险和风险行为有关(Weiss et al., 2015)，而情绪调节不良

是自伤行为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一环(Klonsky, 2007)。然而，由于目前研究的范围有限，还没有一个关于情

绪调节各模型的综合研究。随着研究者对自伤行为的研究开始采用越来越多的新方法，因此有必要综合

以往关于情绪调节的研究，以更好地解释情绪调节在自伤行为中发生的作用。 
情绪调节模型是为了解释个体基于某种目的，通过调节个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以及解释个体是如何

体验和表达情绪的。情绪调节能力较低的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可能会难以有效地处理自身的情

绪反应，从而导致或加剧自伤行为。本研究重点梳理了 4 个与自伤行为相关的模型，包括情绪调节过程

模型(Gross, 1998)、体验回避模型(Chapman et al., 2006)、情感级联模型(Selby & Joiner, 2009)以及认知–

情绪模型(Hasking et al., 2017)。 

2. 自伤的相关情绪调节模型 

2.1.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Gross (1998)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见图 1)，每个阶段会

产生相应的情绪调节，这五个阶段包括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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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和认知改变属于先行关注情绪调节，情境选择是指个体趋近或避开某些

人、事件与场合以调节情绪，这是人们经常或者首先使用的一种情绪调节策略，如我们常说的“社恐”

人士一般会选择避开社交场所；情境修正即努力改变情绪激发的情景，如在有人说到令人尴尬的事情时，

通过跟朋友聊起其他话题来改变现状；注意分配即关注情绪时间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通过转移注意

和有选择地注意，对同一情境中的多方面进行注意上的调配，例如仅注意某一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认

知改变即通过改变对引发情绪事件意义的评价来抑制情绪的激活，如走在路上有人踩到你，当你解释为

对方不是针对自己，就会抑制情绪。反应调整属于反应关注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已经形成，情绪已经

被激活之后，如在生气时通过深呼吸来减少生理唤醒。常用的情绪调节问卷(Gross & John, 2003)旨在评估

认知改变(认知重评)和反应调整(表达抑制)，该量表也与自伤行为相关。 
 

 
Figure 1. Diagram of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 model 
图 1.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图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两种有助于人们有效控制情绪的典型情绪调节策略，然而，它们在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方面却有所不同。其中认知重评是一种先行关注情绪调节策略，因此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于情绪

刺激的体验，在消极情绪产生时减少消极情绪，有助于心理健康和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而表达抑制是

一种反应关注情绪调节策略，不能改变现有的情绪体验，且这种抑制可能会对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带来负

担，加剧消极情绪，从而可能引发风险行为，如抑郁、自伤等。有研究指出，认知重评调节策略的使用

与较低的自伤发生率有关，并且持续和增加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可以降低自伤行为的严重程度(Voon et al., 
2014)。 

2.2. 体验回避模型 

Chapman 等人(2006)提出了自伤的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EAM)。体验回避模型

指出，自伤主要是通过负强化来维持的，人们自伤主要是为了逃避不愉快或不想要的情绪体验(见图 2)。
这种负强化作用加强了不愉快的情绪刺激和自伤行为之间的联结，一旦个体再次面临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自伤行为就会成为一种自动化的逃避反应(江光荣等，2011)。体验回避倾向高的个体通常通过转移注意来

实现对内在体验的逃避，强烈的生理体验可以作为一种逃避方式帮助人们将内在的心理痛苦转移到外部

的生理体验上。因此，体验回避倾向高的个体更加偏好自伤行为(何灿等，2021)。研究表明，自伤者报告

的参与自伤行为最常见的原因是获得情绪缓解或调节情绪(Brown et al., 2002)，即自伤有助于人们摆脱消

极情绪体验，且与从未自伤的个体相比，当前或过去有自伤史的个体有更强烈的情绪体验、更有限的情

绪调节策略和更多的体验回避倾向(Anderson & Crowth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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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agram of experience avoidance model 
图 2. 体验回避模型图 

 
尽管自伤行为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明显的不良后果，但在逃避情绪状态方面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

根据体验回避模型，个体通过逃避情绪和负强化的作用加强了自伤行为。虽然自伤行为的发生可能有多

种因素，但体验回避是一种概念化该行为的有效方法。 

2.3. 情绪级联模型 

情感级联模型的建立以解释在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个体中观察到的失调行为(Selby & Joiner, 2009)。
当个体被重复性消极思维(即反刍思维)主导时，则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些连锁反应所构成的恶性

循环则被称之为情绪级联模型(Emotional Cascade Model, ECM)。情绪级联模型代表的便是负面情绪对日

常生活影响的恶性循环。换句话说，情绪级联模型认为反刍思维导致负性情绪循环叠加，迫使个体采取

非适应性的行为如自伤行为来打破这一级联，该行为被个体获得的即时效益所强化，解释了自伤行为为

何会持续发生。 
Gross (1998)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表明无论是在情绪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认知和行为策略都可

以用来调节情绪。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行为情绪调节策略分别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很少有研究将这两

种形式结合起来，尤其是在情绪调节不良的情况下。另外，在解释情绪调节的困难如何最终导致行为失

调方面目前还存在着缺陷。因此为了解释情绪和行为失调之间的联系，Selby 等人提出了情绪级联模型

(Selby et al., 2008)，并认为反刍过程是行为失调的根本原因。根据该模型，情绪失调和行为失调之间的联

系是通过一个称为“情绪级联”的过程(Selby et al., 2008; Selby & Joiner, 2009; Selby et al., 2012)实现的，

情绪级联主要发生在引发消极情绪的事件之后。某一事件引发了反刍，反刍负面经历和引发的相关消极

情绪进一步增强了心理痛苦。随着负面情绪强度的增加，个体更加关注负面情绪体验，从而使转移注意

力变得越来越困难(Selby et al., 2012)。当负面情绪和反刍相互作用时，这种循环会重复，导致强烈的体验，

在这种体验中，使用正常的分心方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变得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自伤等失调行为会干

扰反刍过程，并将注意力从反刍思维转移到疼痛等身体感觉上(Selby & Joiner, 2009; Tuna & Özlem, 2014)。 

2.4. 认知–情绪模型 

自伤行为是一种复杂的行为，通常以情绪调节为目的。因此，许多关于自伤的原因和持续的理论解

释都建立在情绪调节模型的基础上，认知在自伤行为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因此 Haski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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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7)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将认知模型和情绪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自伤的认知情绪模型(见图 3)。 
 

 
Figure 3. Cognitive-emotional model of NSSI 
图 3. 自伤的认知–情绪模型 

 
在认知情绪模型中，Hasking 等人(2017)提出，当个体在面临消极情绪刺激时，可能会具有情绪反应

倾向、消极的自我图式、自伤结果预期、抵抗自伤行为的自我效能、以及没有更多的适应性情绪调节策

略，会导致个体自伤的风险更高。认知–情绪模型是一个整合模型，在该模型中，反刍增强了个体感知

到的情绪强度，从而使得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如进行自伤行为。 

3. 各模型的优势和不足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自伤行为者多表现有情绪障碍和情绪调节能力不足等，可能受到早期不良生

活经历以及个人、家庭等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提出在情绪发生的不同阶段，会产生

不同的情绪调节，即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强调了认知因素的作用，

揭示了自伤的认知功能，为自伤的情绪管理功能带来新的解释；体验回避模型认为自伤本质上是一种工

具性的反应，自伤行为是通过负强化来维持和加强的，是一种有效的情绪管理方式，从反馈效果上解释

了自伤的人为何采取自伤而不是其他方法来消除或减轻负性情绪体验；情绪级联模型有助于理解边缘型

人格障碍患者中广泛的情绪障碍，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轻微的消极情绪刺激之后可能会有失控的情绪体

验。认知–情绪模型有助于确定在何种情况下人们更可能进行自伤行为，以及特定的情绪调节缺陷是否

会使个体处于危险中，可以预测人们开始自伤的原因、维持自伤行为的因素以及检验促进自伤行为减少

的因素。但是，这些模型仍有许多不足需要改进: 首先，对于自伤行为概念本身的理解存在一定限制，

国内外对自伤行为的评价缺乏统一性；其次，理论模型相关的实证性研究还较为缺乏，需在多样本群体

中加以证实；而且，大多情绪调节模型对自伤形成的生物和环境因素重视不够，因此也未能深入研究自

伤形成的内在机制；最后，相关研究的报告证据主要来源于横向研究或回顾性自我报告，未来可考虑采

用纵向研究和生态瞬时评估等方法。 

4. 未来研究方向 

自伤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预防和控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

提高人们对自伤行为的认识，鼓励并提倡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可能对自伤行为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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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于现有的多数研究为横向研究，因此情绪调节方式与自伤行为的关系尚需更多前瞻性研究的结果

予以验证。未来可以加大对自伤青少年的追踪研究，了解自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并探讨其变

化机制；其次，可以利用现有的研究技术，探讨自伤行为发生、发展的生物学机制，以及生物学机制与

环境的交互作用；最后，可以使用脑成像技术研究人们情绪变化过程中与情绪处理相关的大脑结构和功

能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最终是如何导致自伤行为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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