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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不同营养状况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ꎬ为针对性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与抑郁症状提供理论依

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上海、乌鲁木齐、长沙、昆明 ４ 座城市选择共 ８ １０２ 名 １２~ １７ 岁中学生ꎬ采用流调中心用

抑郁量表(ＣＥＳ－Ｄ)调查被试的抑郁症状发生情况ꎬ同时进行身高与体重的测量ꎮ 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χ２ 检验、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青少年营养状况与抑郁症状的关系ꎮ 结果　 青少年总体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２５.６％ꎬ其中男、
女生分别为 ２１.１％ꎬ３０.１％ꎬ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７.６０ꎬＰ<０.０１)ꎮ 女生不同营养状况组间的抑郁症状得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８.３４ꎬＰ<０.０５)ꎬ随着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等级升高ꎬ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χ２
趋势 ＝ ６.０４ꎬＰ<０.０５)ꎻ控制混杂因素后ꎬ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肥胖组女生患抑郁症状风险与体重正常组女生相比更

高(ＯＲ ＝ １.４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０ ~ １.９１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女生营养状况优于男生ꎬ但抑郁症状发生情况较男生更为严重ꎮ 女生

的抑郁症状检出风险随着 ＢＭＩ 等级的升高呈现上升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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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时期是身心经历巨大转变的时期ꎬ生理发

育逐渐成熟ꎬ但心理发育却相对滞后ꎬ身心发育不匹

配往往会导致青少年各种心理问题的发生[１] ꎮ 其中

抑郁作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ꎬ已成为影响青少年

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２] ꎮ 研究显示ꎬ抑郁影响青

少年心理健康及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ꎬ还会引起成

年后不良的认知方式、情绪反应及调节方式等行为特

征的产生[３] ꎻ严重时会导致患者出现自杀意念或自杀

行为ꎬ已成为全球致残率最高的疾病[４] ꎬ给个体、家庭

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ꎮ ２０２０ 年因新型冠状肺炎( ＣＯ￣
ＶＩＤ－１９)疫情的流行ꎬ导致全球新增约 ５ ３００ 万例抑

郁症病例[５] ꎮ ２０２０ 年我国青少年中抑郁检出率高达

２４.６％ꎬ其中中学阶段是抑郁高发阶段ꎬ高中生抑郁检

９４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第 ４４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２３ꎬＶｏｌ.４４ꎬＮｏ.５



出率接近 ４０％ꎬ重度抑郁检出率达 １０.９％ ~ １２.５％[６] ꎮ
相对于抑郁的高发ꎬ由于对心理疾病的偏见与病耻

感ꎬ抑郁的发现与治疗存在滞后ꎮ 针对这一现象ꎬ教
育部于 ２０２１ 年规定将抑郁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ꎬ旨
在推进全社会对青少年抑郁的科学认识ꎬ减少偏见与

歧视ꎬ同时促进人们理智地分析致病风险因素ꎬ从而

能够及早、有效地采取预防策略与干预措施[７] ꎮ
与抑郁发生率居高不下相类似ꎬ我国青少年营养

问题也愈加严重ꎬ１９８５—２０１９ 年ꎬ我国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率持续增加ꎬ抑郁和超重肥胖已成为危害我国

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８－９] ꎮ 有研究发

现ꎬ青少年体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与抑郁

症状相关[１０] ꎻ但也有研究认为ꎬ青少年肥胖与抑郁症

状之间不存在关联[１１] ꎮ 以往的研究由于地域、社会经

济环境、测评工具等方面的差异ꎬ结果还存在争议ꎮ
为阐明肥胖与抑郁之间的关联ꎬ本研究团队在全国 ４
座城市进行测试与调研ꎬ探讨青少年营养状况与抑郁

症状之间的关系ꎬ以期为预防和缓解青少年抑郁症状

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２１ 年 ９—１２ 月在上海市、乌鲁木齐

市、长沙市、昆明市 ４ 座城市进行问卷调查ꎮ 遵循不同

性别、年龄人数大致相同原则ꎬ在各城市共选取 １４ 所

中学ꎬ采用抽签法在中学各年级共抽取 １９２ 个班级ꎬ以
班级为单位将所有学生纳入研究ꎮ 共发放问卷 ８ ３１１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８ １０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 ９７.５％ꎮ 其中

男生 ４ ０６０ 名(５０.１％)ꎬ女生 ４ ０４２ 名(４９.９％)ꎻ年龄

１２ ~ １７ 岁ꎬ平均年龄(１４.５±１.７)岁ꎮ 本研究得到华东

师范大学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ＨＲ３１９－
２０２１)ꎮ 测试前已获得家长及学生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青少年身心健康状况调研问

卷”进行抑郁症状、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
家庭情况等信息)调查ꎬ其中家庭情况包括父母工作、
父母学历、家庭设备、家庭形态等ꎮ 运用流调中心用

抑郁量表(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ＥＳ－Ｄ)评估青少年抑郁程度[１２] ꎮ 该量表评价

指标包含抑郁情绪、人际关系、躯体症状、积极情绪等

方面ꎬ共包括 ２０ 个评定条目ꎬ每个条目有 ４ 个评定等

级ꎬ分别记 ０ ~ ３ 分(０ 分＝ <１ ｄꎬ１ 分＝ １ ~ ２ ｄꎬ２ 分＝ ３ ~
４ ｄꎬ３ 分＝ ５ ~ ７ ｄ)ꎬ共计 ６０ 分ꎮ ０ ~ １６ 分为无抑郁(≤
１６ 分为健康组)ꎬ１７ ~ ２２ 分为可能存在抑郁ꎬ２３ ~ ２７ 分

为很可能存在抑郁ꎬ２８ ~ ６０ 分为严重抑郁( >１６ 分为

抑郁症状组) [１３] ꎮ 该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８ꎬ

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６ꎬ有较好的信、效度ꎮ
１.２.２　 体质测量 　 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要

求[１４]对青少年进行身高与体重的测量ꎮ 测试时要求

被试赤脚、除厚重衣物后ꎬ脚跟并拢自然站立于仪器

上ꎬ身高(ｃｍ)、体重( ｋｇ)测试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 １
位ꎮ ＢＭＩ ＝体重(ｋｇ) / [身高(ｍ)] ２ꎮ
１.２.３　 质量控制 　 由主试人员在调研前对调研人员

进行培训ꎮ 问卷发放利用班会课或自习课的时间在

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的陪同下ꎬ向学生讲解问卷内容、
填写的注意事项并现场答疑ꎬ获得知情同意后由学生

自行填写问卷ꎮ 调研员现场发放、解答并回收问卷ꎬ
对空缺率超过 ５％及选项明显过于一致的问卷予以

剔除ꎮ
１.２.４　 指标与定义　 营养状况采用中国«学龄儿童青

少年营养不良筛查标准» [１５]及超重、肥胖筛查标准[１６]

划分消瘦、正常体重、超重、肥胖 ４ 组ꎮ 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ꎬＳＥＳ)采用父母学历、父母

工作以及家庭设备计算[１７] ꎮ 首先ꎬ对父母学历和工作

分别计分ꎬ其中学历按学习年限计分ꎬ按照国际标准

职业经济地位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ｍ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ꎬ
ＩＳＥＩ)中的标准计分对父母工作分别评分[１８] ꎬ家庭设

备共 ９ 项ꎬ每有一项则计 １ 分ꎮ 其次ꎬ父母学历及工作

中选择父母两人中得分较高一方与家庭设备一起带

入主成分分析ꎬ利用公式 ＳＥＳ ＝ (β１ ×Ｚ学历 ＋ β２ ×Ｚ工作 ＋
β３ ×Ｚ家庭设备) / ε 计算 ＳＥＳ 得分ꎬ其中 Ｚ 为标准分、β 为

成分载荷、ϵ 为第 １ 个因子的特征根ꎬ得分越高代表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ꎮ 家庭形态主要分为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重组家庭[１９] 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录入ꎬ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ꎮ 首先采用 Ｋ－Ｓ 法、ＱＱ
图、直方图对各组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ꎬ正态分布数

据采用 ｔ 检验ꎬ采用(ｘ±ｓ)形式呈现ꎻ非正态数据的比

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ꎬ采
用 Ｍ(Ｐ２５ꎬ Ｐ７５ )形式呈现ꎮ 分类变量采用频数、率进

行描述ꎬ不同营养状况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

采用 χ２ 检验及趋势性检验ꎬ采用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

型分析不同营养状况组与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关联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少年抑郁及营养状况信息 　 男生的 ＢＭＩ 为

(２１.５±４.３) ｋｇ / ｍ２ꎬ高于女生的(２０.３±３.３) ｋｇ / ｍ２( ｔ ＝
１３.６５ꎬＰ<０.０１)ꎬ女生抑郁得分为 １２(６ꎬ１８)分ꎬ高于男

生的 １１(５ꎬ１５)分(Ｚ ＝ －６.８１ꎬＰ<０.０１)ꎮ 青少年抑郁症

状检出率为 ２５.６％(２ ０７３ 名)ꎬ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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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 ２１.１％(８５５ 名)ꎬ３０.１％(１ ２１８ 名)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７.６０ꎬＰ<０.０１)ꎮ 总体上ꎬ青少年的

可能存在、很可能存在、严重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１１.２％
(９１１ 名)ꎬ５.９％(４８０ 名)ꎬ８.４％(６８２ 名)ꎻ女生分别为

１２.８％(５１６ 名)ꎬ７.０％(２８３ 名)ꎬ１０.４％(４１９ 名)ꎬ均高

于男生的 ９. ７％ (３９５ 名)ꎬ４. ９％ ( １９７ 名)ꎬ６. ５％ ( ２６３
名)(χ２ ＝ ９１.２０ꎬＰ<０.０１)ꎮ 女生消瘦、超重、肥胖检出

率分别为 ４.８％(１９５ 名)ꎬ１３.４％ (５４０ 名)ꎬ５.９％ (２３９
名)ꎬ均低于男生的 ７.６％ (３０８ 名)ꎬ２１.０％ (８５４ 名)ꎬ
１４.６％(５９４ 名)(χ２ ＝ ３５６.０２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不同营养状况青少年抑郁症状得分比较　 消瘦、
正常体重、超重、肥胖男生的抑郁症状得分分别为１２.０
(６.０ꎬ１５.０)、１１. ０ ( ５. ０ꎬ１５. ０)、１１. ０ ( ５. ０ꎬ１５. ０)、１１. ０
(６.０ꎬ１５.３)分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 ＝ ３.３０ꎬＰ>０.０５)ꎻ
消瘦、正常体重、超重、肥胖女生的抑郁症状得分分别

为 １２.０(６.０ꎬ１８.０)、１１.０(６.０ꎬ１８.０)、１２.０(６.０ꎬ１９.０)、
１２.０(７.０ꎬ２２.０)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 ＝ ８.３４ꎬＰ <
０.０５)ꎮ
２.３　 不同营养状况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　 不

同营养状况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女生中ꎬ消瘦、正常体重、超重、肥胖组的抑郁症状检

出率分别为 ２８.７％ꎬ２９.４％ꎬ３１.９％ꎬ３６.８％ꎬ呈上升趋势

(χ２
趋势 ＝ ６.０４ꎬＰ<０.０５)ꎻ男生中ꎬ消瘦、正常体重、超重、

肥胖组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１９. ２％ꎬ ２０. ６％ꎬ
２１.５％ꎬ２３.１％ꎬ趋势性检验无统计学意义(χ２

趋势 ＝ ２.４６ꎬ
Ｐ ＝ ０.１２)ꎮ 总体上ꎬ消瘦、正常体重、超重、肥胖组的抑

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２２.９％ꎬ２５.６％ꎬ２５.５％ꎬ２７.０％ꎬ趋
势性检验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趋势 ＝ １. ６１ꎬＰ ＝ ０. ２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营养状况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性别 营养状况 人数 抑郁症状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男 消瘦 ３０８ ５９(１９.２) ２.５０ ０.４８

正常体重 ２ ３０４ ４７５(２０.６)
超重 ８５４ １８４(２１.５)
肥胖 ５９４ １３７(２３.１)

女 消瘦 １９５ ５６(２８.７) ６.８０ ０.０８
正常体重 ３ ０６８ ９０２(２９.４)
超重 ５４０ １７２(３１.９)
肥胖 ２３９ ８８(３６.８)

总体 消瘦 ５０３ １１５(２２.９) ２.８６ ０.４１
正常体重 ５ ３７２ １ ３７７(２５.６)
超重 １ ３９４ ３５６(２５.５)
肥胖 ８３３ ２２５(２７.０)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４　 青少年营养状况与抑郁症状的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在控制了地区、学段、家庭形态、ＳＥＳ 后ꎬ以青少

年抑郁症状为因变量(否 ＝ ０ꎬ是 ＝ １)ꎬ以 ＢＭＩ 为自变

量(以体重正常组为参照) 进行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ꎮ 结果显示ꎬ与正常体重组女生相比ꎬ肥胖组女生

患抑郁症状风险更高(ＯＲ ＝ １.４５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青少年营养状况与抑郁症状的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ｄｅｒｓ

性别 营养状况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男 消瘦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６３ ０.４３ ０.８８(０.６５~ １.２０)
(ｎ ＝ ４ ０６０) 超重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７８ ０.３８ １.０９(０.９０~ １.３２)

肥胖 ０.１８ ０.１１ ２.７０ ０.１０ １.２０(０.９７~ １.５０)
女 消瘦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９８(０.７１~ １.３５)
(ｎ ＝ ４ ０４２) 超重 ０.１３ ０.１０ １.５３ ０.２２ １.１３(０.９３~ １.３８)

肥胖 ０.３７ ０.１４ ６.８０ ０.０１ １.４５(１.１０~ １.９１)

３　 讨论

本研究对我国 ４ 座省会城市青少年进行调查ꎬ结
果显示ꎬ女生的抑郁发生情况更为严重ꎬ男、女生严重

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６.５％ꎬ１０.４％ꎮ 与以往研究结果类

似ꎬ青少年群体中ꎬ女生的抑郁发生情况通常较男生

更为严重[２０－２１] ꎮ 原因可能是由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２２－２３] ꎮ 女生进入青春期后出现抑郁

激增的现象可能与丘脑－垂体－性腺轴( ＨＰＧ 轴) 相

关[２４] ꎬ而在性激素水平相对稳定期间(儿童、绝经期

后)的抑郁发生率则相对较低[２５] ꎮ 青春期女生月经来

潮会导致 ＨＰＡ 轴的高反应性ꎬ引起皮质醇水平的升

高ꎬ从而影响大脑中与抑郁发展相关的 ３ 个区域ꎮ 并

且高水平的皮质醇还可能引起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脑

区异质性重组或基因表达改变ꎬ诱发抑郁障碍[２６] ꎮ 女

生月经失调、痛经等负性应激事件可能会导致女生自

尊和心理弹性的降低ꎬ加重负性情绪[２７] ꎮ 有研究发

现ꎬ男生的心理韧性高于女生[２８] ꎬ而心理韧性能够负

向预测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２９] ꎬ高心理韧性青少年

在面对负性事件时ꎬ更倾向于解读其积极意义ꎬ因而

更易体验到积极情绪[３０] ꎮ 儿童期父母离异、遭受虐待

等负性生活体验、以及应激事件的易感性相关的心理

特征与应对机制的不同是产生性别差异的另一原

因[３１] ꎮ
本研究发现ꎬＢＭＩ 与抑郁症状的关联也存在性别

差异ꎬ表现为仅在女生中出现随 ＢＭＩ 升高抑郁症状检

出率呈上升的趋势ꎬ在控制其他因素后ꎬ这种量效关

系也存在统计学意义ꎮ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

身体不满、自尊等因素的不同有关ꎮ 青少年对身体的

不满在于对自身体重、体型及身体脂肪的关注ꎮ 虽然

男生的营养状况问题较女生更加严重ꎬ但女生中存在

对身体型态自我“高估” 的现象[３２] ꎮ 大规模调研显

示ꎬ男生对身体不满比例为 １２％ ~ ２６％ꎬ而女生对身体

不满的比例远高于男生ꎬ为 ２４％ ~ ４６％[３３－３４] ꎮ 同时ꎬ
只在女生中发现身体不满与自尊之间存在关联ꎬ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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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自尊不受身体不满的影响[３５] ꎮ 低自尊与身体不

满更易导致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罹患抑郁等心理健

康问题[３６] ꎮ 因而女生远高于男生的身体不满比例以

及低自尊ꎬ可能是导致 ＢＭＩ 与抑郁症状只在女生中存

在关联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同时ꎬ肥胖女生相对于男生

更容易受到对其体型的嘲笑和欺凌[３７]而出现低自尊、
社交退缩和负面情绪ꎬ低自尊和社交退缩均与抑郁存

在关联[３８] ꎮ 女生因体型问题引起的低自尊、社交退缩

等问题可能是 ＢＭＩ 与抑郁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的原

因之一ꎮ
值得关注的是肥胖与抑郁之间的关联ꎬ在以往对

青少年以及成人的研究中均有报道[３９] ꎬ提示肥胖与抑

郁等心理问题的关联可能存在着年龄上的延续性ꎮ
因而ꎬ在青少年时期及早干预ꎬ对于成年后的身心健

康具有重要意义ꎮ 据 ２０１９ 年我国第八次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显示[４０] ꎬ青少年肥胖快速升高的趋势虽然在

某种程度上得到遏制ꎬ但肥胖率仍处于上升趋势和历

史高位ꎬ而伴随着青少年肥胖问题产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也应引起社会的关注ꎮ 本研究显示青少年群体中ꎬ
肥胖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在女生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显

著ꎮ 因此ꎬ需重点关注抑制青春期女生群体的超重肥

胖率以及抑郁发生率ꎬ并强调伴随抑郁干预的肥胖预

防措施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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