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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释放总量    （sexual total outlet）  

    这是美国的著名性学家金西（金赛）教授在他于1948年出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中所首先创立的一个
概念。性释放总量说的是：把人的性梦、性幻想、自慰、异性性爱抚、异性性交和同性性行为这6种性行为都看作
性释放的具体形式，然后把其中达到性高潮的那些性行为的次数总合统计起来，就是当事人的性释放总量。 

    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可以把人的多种具体性行为都总合地计算进来，得到一个清 

晰的、可以精确地互相比较的数量。由于性释放总量的概念把人类的所有性行为都 

统一为一个量的单位，因此运用这个概念，可以更加全面地总计个体的性行为，可 

以在个体之间进行比较，更可以对一个群体或者大样本的人群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 

较。 

    50年代以后，西方性社会学界很快就接受并且推广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到60年 

代以后，西方学者们又把这个概念进一步精确化和操作化，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性释 

放总量为基础的理论流派。 

    在金西以前的性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性行为的具体形式分开来单独研究， 

或者分别地研究性生理现象、性行为、性观念、性习惯。这些研究虽然可以非常精 

深，当时都不能集中地反映出一个总体的概念。金西以后的这一流派的学者则认为 

：在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一切性活动中，都潜含着一个根本问题－－性欲望到底被 

释放了多少？他们认为，性欲望的释放，只有用达到性高潮的次数来计算才是精确 

的，才可能把相当含糊的“欲望”和“释放”这两个概念加以量化。他们认为，运 

用这个标准来测量人类的性现象与性行为，就可以把人的所有性现象转化为一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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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比如，某男性在一个月里，在性梦中达到过2次性高潮；通过看性小说和看 

性电影（性幻想）达到2次；自慰时达到2次；与妻子性交时达到过10次；跟情人进行性爱抚时达到6次；没有过
同性之间的性行为；那么这个人在这一个月里的性释放总量就应该是22次。运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测算出另
一个人在这个月里的性释放总量只有13次。这样，尽管另一个人没有性梦和情人，但是研究者仍然可以把这两个
人的所有性行为加以精确的比较。在金西以前的研究中，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此外，这个流派的学者们认为，性释放总量的概念最适宜于研究群体和比较不 

同的群体。他们将某群体内所有个人的所有性现象，都看作是本质相同的、但表现 

形式不一样的事物。因此通过测算每一个个体的性释放总量，就可以测算出一个群 

体或者一个社会的性活动的总量。例如，有些学者运用这种方法测算出，在60年代 

的所谓“性革命”之前和之后，美国人（非随机抽样）的性释放总量并没有明显的 

增加或者减少。因此他们认为，“性革命”其实只是使各种性活动更加公开化了， 

尤其是可以更加公开地谈论了。 

    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和相应理论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统 

计学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希望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能用精确的数学方式和数值 

来加以表现，人类的性现象和性行为应该也不例外，应该也被转化为量的概念。因 

此在６０年代以后，性释放总量的理论和一系列指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80年 

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潮风起云涌。许多性社会学的学者已经指出，仅 

仅用性高潮的次数来计算性释放的总量，实际上忽略了那些没有达到性高潮的性行 

为和性活动，尤其是忽略了那些介于性活动与一般人际交往之间的性爱活动。同时 

，性释放总量理论也无法测算人类在性高潮和性行为中的心理感受的强度与数量。 

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性释放总量的概念和理论还需要发展，甚至需要重建和重构。 

（潘绥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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