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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社会因素与抑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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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贵州贵阳中学生心理社会因素与抑郁的关系，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提供依
据。方法 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 4 所中学共 620 名中学生进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
表、A 型行为问卷、中学生焦虑量表及中学生抑郁量表调查; 按照《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则》标准测量身
高、体重等。结果 中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27. 6% ( 171 /620) ，其中男生 104 人，占 53. 9%，女生 67 人，占 46. 1%，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高中生抑郁得分高于初中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 5. 96，P ＜ 0. 001) ; 独生子女与
非独生子女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中学生焦虑检出率为 36. 3% ( 225 /620) ，其中初中生 100
人，占 44. 4%，高中生 125 人，占 55. 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2. 46，P = 0. 006)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健康适应、学习压力、A 型行为、焦虑、体重是影响中学生抑郁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 人际关系、社会支持是抑郁状
态的保护因素。结论 生活事件、社会支持、A 型行为及焦虑与中学生抑郁状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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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NG Hou-cai* ，YANG Jing-yuan，DENG Bing，et al (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chool of Public Health，Guiyang
Medical College，Guiyang，Guizhou Province 550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of psychosocial factors with depress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bas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With cluster randomly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a total of 620 students from four middle schools were selected and surveyed with Adolescent Life Event
Scale( ASLEC)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 PSSS) ，A-type Behavior Questionnaire，Anxiety Scale，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Scale．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the students were also measu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Physical
Health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Testing Rules”．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in the students was 27. 6%
( 171 /620) and the rate of the girls( 67，46. 1% )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boys( 53. 9% )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χ2 = 7. 79，P ＞ 0. 05) ．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 001 ) ． The detection rate of anxiety was 36. 3% ( 225 /620) and the rate of the junior
school students was 44. 4%，lower than that of the high-school students( 55. 6% )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 = 12. 46，
P ＜ 0. 01) ．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health adaptation，study pressure，A-type behavior，
anxiety，and body weight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and interpersonal social support were protective factors
of depression among the students． Conclusion Life event，social support，A-type behavior，and anxie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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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是一种持续的心境低落﹑悲伤﹑消沉﹑沮

丧﹑不愉快等综合而成的情绪状态。近年来，青少

年抑郁患病率出现上升且发病年龄偏小的趋势。相

关研究表明，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人格、心理应

激、生活方式、不良行为等与中学生抑郁状态有密切

联系［1 － 3］。为了解中学生心理社会因素与抑郁的关

系，于 2008 年 9 月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

贵州省贵阳市中学生进行心理社会因素与抑郁相关

性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贵阳

市 2 个城区( 云岩区、南明区) 4 所学校( 初中学校 2
所﹑高中学校 2 所) ，再从初一到初三﹑高一到高

三，每个年级各抽取 2 个班，共抽取 12 个班 630 人

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630 份，回收问卷 626
份，有效问卷 620 份，有效率为 99% 。
1. 2 方法

1. 2. 1 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使用统一

指导语采用自行设计的《贵阳市青少年身心健康调

查表》，利用班会时间集体实施测试，由学生独立作

答，当场核对并回收问卷。心理测试在中学生体格

检查后进行，间隔时间 ＜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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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调查问卷 (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4］: 由

刘贤臣编制，反映青少年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

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及其他方面常

见的心理社会应激源。共 27 个项目，每项事件的刺

激强度根据经历生活事件时的心理感受，分别量化

为 1 无影响、2 轻度、3 中度、4 重度、5 极重度。总分

越高，说明刺激程度越大。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指

标经检验均较好。( 2 )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5］: 含有

12 个自评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1 ～ 7 级计分法: 1 不

同意、2 很不同意、3 稍不同意、4 中立、5 稍同意、6
很同意、7 极同意。所有条目评分相加得总分，分数

越高，被试者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3 ) A 型

行为问卷［4］: 概括了 A 型行为类型人的主要特征。
共 60 题，其中时间紧迫感量表评定时间紧迫感、做
事急躁等特征; 竞争和敌意量表评定争强好胜、怀有

戒心或敌意等特征; 掩饰量表评定问卷的真实性。
掩饰量表≥7 分者性格真实性较差故予以剔除; 时

间紧迫感量表和竞争和敌意量表 2 个分量表评分之

和为 A 型行为总分。( 4 ) 中学生焦虑量表［6］: 由 20
个项目构成，采用 5 级评分，1 无、2 轻度、3 中度、4
偏重、5 重度。总均分 = 20 项总分 /20。总均分 ＜ 2
分为正常; ≥2 分为焦虑。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较

好。( 5) 中学生抑郁量表［6］: 由 20 个项目构成，采

用 5 级评分，1 无、2 轻度、3 中度、4 偏重、5 重度。
总均分 = 20 项总分 /20。总均分 ＜ 2 为正常; ≥2 分

为抑郁。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较好。( 5 ) 一般情况

问卷: 包 括 年 龄、性 别、年 级、独 生 子 女、身 高、
体重等。
1. 2. 3 身高、体重测量 参照 2000 年《中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检测细则》［7］，由该地区专职医务人

员对其进行测量，仪器为上海产标准立式身高体重

测量仪( 用前均作校正) ，由 2 名调查员核对体检相

关数据核查无误后记录。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 Data 3. 0 软件双录入，经

2 名统计员核对无误后，应用 SPSS 11. 5 软件进行 t
检验、χ2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

( 逐步回归法) 分析。检验水准为 α = 0. 05。

2 结 果

2. 1 一般情况 共调查 620 人，其中男生 334 人，

占 53. 9%，女生 286 人，占 46. 1% ; 初中生 332 人，

占 53. 5%，高中生 288 人，占 46. 5% ; 独生子女 440
人，占 71. 0%，非独生子女 180 人，占 29. 0%。男生

平均身高为 ( 167. 1 ± 8. 05 ) cm，体 重 为 ( 51. 51 ±

12. 51) kg; 女生平均身高为( 159. 2 ± 18. 42 ) cm，体

重为( 48. 91 ± 8. 93) kg。
2. 2 中学生抑郁检出情况 中学生抑郁检出 171
人，占 27. 6%，其中男生 104 人，占 53. 9%，女生 67
人，占 46. 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 7. 79，P =
0. 099) ; 初中男生抑郁检出 36 人，占 20. 9%，高中

男生抑郁检出 68 人，占 43.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27. 24，P = 0. 000) ; 初中女生抑郁检出 22 人，

占 14. 2%，高中女生抑郁检出 45 人，占 34. 4%，高

中、初中女生抑郁检出率比较，高中女生高于初中女

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6. 82，P = 0. 000) 。
2. 3 中学生焦虑检出情况 中学生焦虑检出 225
人，占 36. 3%，其中男生 122 人，占 54. 2%，女生 103
人，占 45. 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 018，P =
0. 895) ; 初中生焦虑检出 100 人，占 44. 4%，高中生

焦虑检 出 125 人，占 55. 6%，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2 =12. 46，P =0. 006) ; 初中男生焦虑检出 56 人，占

31. 6%，高中男生焦虑检出 66 人，占 42. 0%，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χ2 =5. 53，P =0. 14) ; 初中女生焦虑检出

44 人，占 28. 4%，高 中 女 生 焦 虑 检 出 59 人，占

45. 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9. 51，P =0. 023) 。
2. 4 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情况 得分最高的 10 个

条目依次为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学习负担重、升学压

力、被人误会或错怪、家庭施加学习压力、生活习惯

明显变化、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被盗或丢失东

西、当众丢面子与家庭内部矛盾，分别为 ( 2. 48 ±
1. 06) 、( 2. 05 ± 1. 19 ) 、( 1. 90 ± 1. 36 ) 、( 1. 87 ±
0. 97) 、( 1. 76 ± 1. 34 ) 、( 1. 54 ± 0. 19 ) 、( 1. 52 ±
0. 99) 、( 1. 40 ± 1. 12 ) 、( 1. 30 ± 1. 00 ) 、( 1. 15 ±
1. 05) 分。
2. 5 不同特征中学生心理社会因素与抑郁得分比

较( 表 1) 女生生活事件中的学习压力、健康适应

因子得分均高于男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女生社会支持得分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t = － 5. 98，P ＜ 0. 001) ; 男生抑郁总均分高于

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 2. 72，P ＜ 0. 05 ) ; 焦

虑总均 分 男 女 生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高中生生活事件量表总分及 6 个因子得分

均高于初中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高

中生 A 型行为、焦虑、抑郁得分均高于初中生，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独生子女学习压力、
受惩罚、健康适应因子分、生活事件总分与社会支持

总分均 高 于 非 独 生 子 女，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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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特征中学生心理社会因素与抑郁得分比较( 分，珋x ± s)

项目 人数 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 受惩罚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 生活事件量表总分 社会支持量表总分 A 型行为量表总分 焦虑量表总均分 抑郁量表总均分

性别 男生 334 7. 42 ± 3. 86 7. 96 ± 3. 90 5. 92 ± 3. 97 3. 18 ± 2. 65 3. 27 ± 2. 58 2. 59 ± 2. 29 3 ± 15. 03 56. 8 ± 12. 50 24. 3 ± 6. 66 1. 88 ± 0. 59 1. 79 ± 0. 71

女生 286 7. 26 ± 3. 40 8. 62 ± 3. 74 6. 19 ± 3. 64 3. 42 ± 2. 55 3. 69 ± 2. 40 2. 41 ± 1. 76 32 ± 13. 62 62. 6 ± 11. 50 24. 1 ± 6. 76 1. 86 ± 0. 58 1. 65 ± 0. 58

t 值 － 0． 53 － 2． 14a － 0． 86 － 1． 15 － 2． 08a － 1． 08 － 0． 48 － 5． 98c 0． 48 0． 47 2． 72a

学段 初中 332 6. 69 ± 3. 53 7. 77 ± 3. 72 5. 11 ± 3. 84 3. 01 ± 2. 72 2. 79 ± 2. 36 2. 06 ± 2. 04 28 ± 13. 58 60. 0 ± 12. 20 28. 0 ± 13. 58 1. 78 ± 0. 58 1. 59 ± 0. 60

高中 288 7. 75 ± 3. 78 8. 80 ± 3. 93 7. 10 ± 3. 52 3. 61 ± 2. 44 4. 24 ± 2. 46 3. 02 ± 1. 97 35 ± 14. 46 59. 0 ± 12. 66 35. 0 ± 14. 46 1. 96 ± 0. 59 1. 89 ± 0. 68

t 值 － 2. 68a － 3. 34b － 6. 69c － 2. 93 － 7. 49c － 5. 99c － 6. 06c 1. 40 － 3. 46b － 3. 89c － 5. 96c

独生子女 是 440 7. 50 ± 3. 73 8. 59 ± 3. 91 6. 25 ± 3. 93 3. 35 ± 2. 63 3. 62 ± 2. 51 2. 60 ± 2. 11 32 ± 14. 73 60. 0 ± 12. 15 24. 0 ± 6. 67 1. 86 ± 0. 59 1. 71 ± 0. 66

否 180 6. 92 ± 3. 47 7. 42 ± 3. 58 5. 49 ± 3. 50 3. 15 ± 2. 56 3. 07 ± 2. 46 2. 29 ± 1. 93 28 ± 13. 24 58. 0 ± 12. 96 24. 0 ± 6. 81 1. 89 ± 0. 59 1. 77 ± 0. 64

t 值 1. 76 3. 46b 2. 26a 0. 85 2. 51a 1. 68 2. 81a 2. 12a 0. 12 － 0. 53 － 0. 92

注: a P ＜ 0. 05，b P ＜ 0. 01，c P ＜ 0. 001 。

2. 6 中学生心理社会因素与抑郁关系 中学生受

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因子分与抑郁均呈正相

关( r = 0. 10、0. 12、0. 12、0. 12，P ＜ 0. 05 ) ; 中学生学

习压力因子分及生活事件量表、时间紧迫感量表、竞
争和敌意量表、A 型行为量表总分与抑郁均呈正相

关( r = 0. 13、0. 13、0. 32、0. 34、0. 38，P ＜ 0. 01) ; 中学

生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与抑郁呈负相关( r = － 0. 42，

P ＜ 0. 01 ) ; 焦虑总分与抑郁呈正相关 ( r = 0. 81，

P ＜ 0. 001) 。
2. 7 中学生抑郁状态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表 2)

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项目( 生活事件、领悟

社会支持、A 型行为、焦虑总分、学习压力、丧失、健

康与适应、受惩罚、其他因子分等多个变量) 为自变

量，以抑郁为因变量，考虑到身高、体重对心理状态

的影响，将其作为协变量同时引入模型进行分析，在

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可能影响

因素列入回归方程，进一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逐步回归法) ，最终选入回归方程的因素有 7 个，

其中生活事件中的健康适应、学习压力因子、A 型行

为、焦虑、体重是影响中学生抑郁状态独立危险因

素; 而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和社会支持是抑

郁状态的保护因素。

表 2 中学生抑郁状态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S珋x β' t 值 P 值

社会支持 － 0. 008 0. 002 － 0. 361 － 10. 24 0. 000

A 型行为 0. 027 0. 003 0. 299 8. 49 0. 000

焦虑 0. 400 0. 025 0. 760 32. 15 0. 000

健康适应 0. 031 0. 006 0. 125 4. 92 0. 000

人际关系 － 0. 016 0. 004 － 0. 092 － 3. 62 0. 004

学习压力 0. 021 0. 006 0. 101 3. 33 0. 001

体重 0. 016 0. 008 0. 001 2. 28 0. 014

3 讨 论

相关研究表明，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是中学生

最主要的两大应激源［8］。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

生活事件中影响较大的前 10 位项目与丁新华等［8］

研究基本一致，从一定程度上可见中学生面临的负

性生活事件越多，焦虑、抑郁的水平就越高。国外报

道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25% ～ 50%［9 － 10］，国内

为 25% ～ 44%［11 － 13］。本次研究中，贵阳市城区中

学生抑郁问题的检出率为 27. 6%，低于丁新华等［8］

的报道，表明贵州贵阳中学生抑郁处于较低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女生在领悟社会支持得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国内相关研究的结果基本相

同［14］。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与中学生抑郁存在

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与国内研究［11 － 14］较一致。表明

女生较男生更愿意向父母﹑教师及同伴倾诉遇到的

问题，从而更容易得到较多社会支持，因此女生的社

会支持总分较男生高，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低。本

研究结果发现，A 型行为与抑郁呈正相关，提示 A
型性格的中学生更易产生抑郁情绪。本研究还显

示，在同一个体身上，焦虑与抑郁得分存在较高水平

相关，焦虑与生活事件中的学习压力等因子呈明显

正相关，与王极盛等［15］研究结果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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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之八·

高职学生抑郁与网络成瘾、社会支持、C 型行为关系

牛晓丽1，刘春莉2

摘 要: 目的 了解社会支持、网络成瘾与 C 型行为对高职学生抑郁的影响，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宁夏 5 所高职院校共 1 662 名在校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结

果 宁夏高职学生抑郁发生率为 46. 6%，其中女生为 47. 3%，男生为 44. 6% ; 网络依赖与网络成瘾学生抑郁发生
率分别为 64. 7%、64. 1%，高于网络使用正常学生的 43. 7% ; 社会支持不足和社会支持缺乏学生的抑郁发生率分别
为 67. 5%、85. 7%，高于社会支持正常的学生; 具有偏 C 和 C 型行为学生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72. 9%、90. 1%，高于偏
非 C 和非 C 型行为学生抑郁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网络成瘾、C 型行为、社会支持为抑郁发生的
影响因素并与抑郁存在明显相关关系( r = 0. 193、r = 0. 453、r = － 0. 366) 。结论 宁夏高职学生抑郁发生率较高，

与网络成瘾、社会支持和 C 型行为呈交互作用。
关键词: 高职学生; 社会支持; 网络成瘾; 抑郁
中图分类号: R 395. 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580( 2012) 10-1277-03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network addiction，social
support，and C behavior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NIU Xiao-li* ，LIU Chun-li( *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Public Health School，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Yin-
chuan，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750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network addiction，social support，and C behavior on depressive symp-
toms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students．Methods Totally
1 662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Results Among the students，
46． 6% had depression symptoms( 44. 6% for the males and 47. 3% for the females) ． Depression symptom detection rates
were 64. 7% and 64. 1% in the students with network dependenc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depression symptom detection
rates were 72. 9% and 90. 1% in the students with pro-C behavior and C behavior． Depression symptom detection rates were
67. 5% and 85. 7% in the students with less social support and without social support． All the differences observed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for all) ． Conclusion Depressive symptom detection rate is high in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Ningxia． There are interactions among social support，network addiction，C behavior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ddiction; depression

大学生抑郁发生率居高不下已被各国学者确认

为亟待解决的精神卫生问题［1］。有研究报道，中国

大学生抑郁比例高达 20% ～ 60%，高于其他职业人

群［2］。与普通大学生相比，高职学生在就业、学习

环境与 压 力 等 方 面 有 其 特 殊 性，为 此，本 研 究 于

2010 年 1—4 月对宁夏地区不同专业高职学生抑郁

状况及与网络成瘾、社会支持、C 型行为关系进行调

查，为高职学生抑郁情绪的合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宁夏银川地

区抽取 3 所高职学校，吴忠地区和固原地区各抽出

1 所高职院校，共 5 所学校，每所学校整群抽取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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