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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ꎬ中国青少年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ꎮ 鉴于青春期是个体发展的过渡和关键期ꎬ不
良的心理健康可能会损害青少年的发展质量ꎮ 因此ꎬ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ꎬ分析环境、社会心理以及行为方式和体质

健康等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ꎬ发现青春期早期甚至儿童期是抑郁症状预防和干预的关键期ꎬ提出未来研究应结合

中国现实情况ꎬ积极探索抑郁症状早期预测因素及不同时期的保护因素ꎬ以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预防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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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ꎬ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疾病负担ꎬ面临重大公共卫生挑

战[１] ꎮ 尤其受新冠肺炎(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疫情大流行影

响ꎬ剧烈的社会变迁以及生活方式变化导致我国青少

年抑郁症患病率正在上升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面

临巨大威胁[２] ꎮ 有证据表明ꎬ青春期抑郁症对睡眠、
心理社会功能以及学习成绩都有负面影响ꎬ是自杀行

为的重要预测因素[３] ꎮ 抑郁症状作为抑郁症的亚临

床阶段ꎬ青少年因其较高的患病率以及增长率而备受

关注ꎮ 青春期是个体生长发育的关键塑造期ꎬ也是大

脑、认知和情感发展的关键期ꎬ从而成为青少年抑郁、
焦虑等心理问题发展的高风险期ꎮ 全国心理健康调

查结果显示ꎬ青少年抑郁症状患病率从青春期早期的

７.４％上升到青春期末期的 ２５.０％[４] ꎮ
抑郁症状与个体多种社会心理和发育因素有关ꎬ

同时极易受到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及其交互效应的影

响[５] ꎬ有效识别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对当下疫情时代青

少年抑郁症状的预防和干预至关重要ꎮ 本文将从环

境、社会心理和行为多维度探讨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

响因素ꎬ从而有利于理解抑郁症状发生发展和演化机

制ꎬ探索有关预防与干预手段ꎬ从而促进我国青少年

心理健康发展ꎮ

１　 环境因素

物理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可通过改变个

体的行为模式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６] ꎮ 依据

青少年生活学习的主要空间ꎬ此部分将从自然 / 建成

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 ３ 个方面讨论环境因素对

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ꎮ
１.１　 自然 / 建成环境　 关于居住环境与心理健康之间

的研究表明ꎬ基础设施水平、交通便利、城市化、缺乏

绿地、噪声和空气污染等与抑郁症相关[７] ꎮ Ｐａｒｋ 等[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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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发现ꎬ城市地区抑郁症患病率相较农村地区

高ꎬ高层建筑和工业用地混合使用对居民抑郁有负面

影响ꎮ 相反ꎬ良好的建成环境可以缓解抑郁症患者的

症状ꎬ如亲生物室内设计[９]以及城市森林绿地[１０] 可以

通过安全感、审美享受减少压力并增加社会交往ꎬ从
而改善抑郁症状ꎮ 王熙等[１１] 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发

现ꎬ我国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城

市ꎮ 虽然不少研究已经得出了有力证据ꎬ但由于环境

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ꎬ导致研究结果

存在较大异质性ꎮ 另外ꎬ自然 / 建成环境与抑郁症状

关联性的研究群体以成人以及老年人居多ꎬ缺少居住

环境要素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的相关研究ꎬ尤
其是城市化进程过快对生活方式以及身心状态影响

的研究ꎮ
１.２　 学校环境　 由于青少年群体的大部分活动时间

在校园ꎬ因此竞争环境、同伴欺凌、学业压力等社会环

境将在学校情境下进行讨论ꎮ 学业压力导致的校园

同伴竞争愈演愈烈ꎬ巨大的竞争压力(不包括竞技运

动)会导致青少年出现抑郁等消极情感ꎬ参与体育锻

炼、健康饮食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调节两者的关

系[１２] ꎮ 此外ꎬ多项研究观察了青少年的学业压力对家

庭互动的溢出效应ꎬ有较多学业问题的青少年可能会

对与父母的沟通和互动产生负面影响[１３－１４] ꎬ从而增加

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ꎮ 另一方面ꎬ尽管父母的教育期

望会产生积极影响[１５] ꎬ但父母过多的期望也会成为抑

郁症状的触发因素ꎮ 在讨论青少年学业压力与抑郁

症状的关系中ꎬ国内研究多数调查了青少年对来自外

界的学业压力及其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交互联系ꎬ而国

外研究更多讨论了青少年自主发展情况与抑郁的关

系ꎬ主要与不同的社会文化有关ꎮ
此外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等同伴欺凌

以及愈发严峻的网络欺凌造成的心理困扰也成为影

响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１６] ꎮ 同伴欺凌与青少

年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双向预测关系ꎬ但不同类型同伴

欺凌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联性及其可能机制存在

差异[１７] ꎮ
１.３　 家庭环境　 目前国内外多数研究支持家庭收入、
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

症状影响有统计学意义ꎬ且关联性在性别、民族、地域

间存在异质性ꎮ 中国家庭追踪研究(ＣＦＰＳ)调查显示ꎬ
家庭收入水平比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抑郁症状

的影响更强ꎬ女生抑郁症状与母亲的教育程度高度相

关ꎬ男生则较多受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１８] ꎮ 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ＳＥＳ) 可通过教养方

式、亲子互动等家庭情境因素与青少年自信心、情绪

弹性、学校表现以及身体状况等个体内部资源ꎬ按照

不同的途径对青少年抑郁症状产生影响[１９－２０] ꎮ 生物

衰老率也是 ＳＥＳ－健康梯度的一种机制ꎬ低 ＳＥＳ 家庭

的青少年更容易接触到欺凌、低生活环境等早期逆

境ꎬ而早期逆境暴露与端粒缩短以及青春期提前等生

物衰老指标有关[２１] ꎬ以上均为青少年抑郁的危险因素

或可能后果ꎮ 低 ＳＥＳ 与青少年大脑不同区域的皮质

厚度有关ꎬ尤其在青春期早期ꎬ受左半脑区域和连接

的特定神经结构以及额叶区域结构异常影响ꎬ青少年

在语言、认知技能以及情绪调节中发展受限ꎬ从而对

抑郁等心理健康产生影响[２２] ꎮ 此外ꎬ国外有研究表

明ꎬ社区 ＳＥＳ 比家庭 ＳＥＳ 与青少年皮质厚度关系的显

著水平更为一致[２３] ꎬ但由于中西方的社会不平等差异

不同ꎬ此结论应谨慎使用ꎮ 未来研究应着重调查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对青少年抑郁等心理健康发展

的影响机制ꎬ特别是我国农村、乡镇地区ꎮ

２　 社会心理因素

社会心理体现了社会、文化和环境对个体思想和

行为的交叉影响以及相互作用[２４] ꎮ 研究表明ꎬ青少年

心理社会因素的各个方面ꎬ例如童年创伤、情感问题

等都与青少年抑郁相关[２５] ꎮ 由于家庭关系、欺凌等相

关因素已在环境因素部分讨论ꎬ结合青春期青少年的

社会心理特征ꎬ此部分主要讨论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

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ꎮ
家庭变故、留级以及学业成绩低等有关家庭、学

校的压力性生活事件(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ꎬＳＬＥ)对青少

年抑郁症状有预测作用ꎬ但学业成绩低对抑郁症状的

影响主要体现于女生ꎬ 同时与抑郁症状呈双向关

系[２６] ꎮ 纵向研究表明ꎬ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和

压力源后炎症增加是青少年抑郁严重程度的预后危

险因素[２７] ꎮ 尽管多数研究支持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

少年抑郁症状起因果作用ꎬ但具体机制并不清楚ꎬ仍
然有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结果ꎮ 抑郁认知理论认为 ＳＬＥ
与抑郁症状之间只在有反刍倾向和注意力偏差的个

体中存在正相关关系[２８] ꎮ 虽然“素质－压力”模型认

为个体反刍倾向仅是抑郁症状的预测因子ꎬ但最近研

究结果表明ꎬ反刍思维可能与 ＳＬＥ 相互作用ꎬ以增加

抑郁症状程度[２９] ꎮ 尽管横断面以及前瞻性研究均表

明ꎬ消极态度、反刍思维、认知偏差等认知方式可以预

测 ＳＬＥ 后的抑郁症状ꎬ但 ＳＬＥ 所体现的压力程度并不

清楚ꎬ无法建立精确的潜在认知机制ꎮ

３　 健康行为与体质健康

美国儿科学会的青少年抑郁初级保健指南认为ꎬ
良好的健康行为、睡眠、营养状况、身体状况等可对青

少年抑郁症状产生积极影响[３０] ꎮ 而近年来由于社会

和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尤其在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流行期间ꎬ我
国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ꎬ导致缺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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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剥夺等不健康生活方式以及体质下降现象普遍

存在ꎬ从而使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大[３１] ꎮ
３.１　 健康危害行为　 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更有可能

出现危险性行为、物质滥用、犯罪、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ｎ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ꎬＮＳＳＩ) 甚至自杀行为ꎬ但很难

找到青少年抑郁与健康危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３] ꎮ
青少年外化问题通常与自我调节不足、冲动性有关ꎬ
从而让青少年更加焦虑、抑郁ꎬ而内化问题不会导致

外化问题[３２] ꎮ 不过ꎬ在青少年抑郁症状轨迹对其生活

方式影响研究中发现ꎬ与持续低抑郁轨迹组相比ꎬ长
期高抑郁症状组的青少年出现吸烟、酗酒、犯罪、不良

性行为等多数危险生活方式的概率明显更高[３３] ꎮ 说

明青少年抑郁症状可一定程度预测健康危险行为ꎬ两
者也可能存在协同发展、相互影响的关系ꎮ “自我治

疗”假说认为ꎬ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会通过某些危险

行为作为应对机制ꎬ如使用药物缓解症状或寻求体验

情绪[３４] ꎮ 受抑郁症状影响的认知偏差以及功能变化ꎬ
也可能导致青少年更多的健康危险行为ꎬ两者的交互

作用会对青少年造成更多的身心健康困扰[３５] ꎮ 目前

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状与危害行为的研究多数为横断

面研究ꎬ可能忽略了童年因素的潜在作用ꎬ如早期暴

露母亲抑郁症、低依恋关系等风险因素均与青少年抑

郁、健康风险行为相关[３６] ꎬ这些都会通过遗传脆弱性、
养育行为影响青少年的发展ꎮ 因此ꎬ青少年抑郁症状

与危害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多条复杂的影响路径ꎬ不同

时期的抑郁发展模式与健康风险行为的关系及其影

响机制应该是未来的研究方向ꎮ
３.２　 睡眠 　 研究表明ꎬ在抑郁青少年中ꎬ睡眠问题

(９２％)比情绪低落(８４％)更常见ꎬ而且抑郁症状和睡

眠障碍症状之间存在多数重叠表现ꎬ如疲劳、注意力

不集中等[３７] ꎮ 有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睡眠感知和睡眠行

为指标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存在相关关系ꎬ其中睡眠

质量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最高ꎬ而睡眠时间关联较小

且存在很大差异[３８] ꎮ 表明睡眠感知与抑郁症状的关

联要强于睡眠行为ꎬ由于所有研究均采用自我报告ꎬ
因此不排除抑郁青少年对自我睡眠情况的过度负面

评价ꎮ 人体内在生物钟对睡眠与觉醒的交替活动控

制是睡眠对抑郁影响的重要途径ꎮ 尽管青少年睡眠

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ꎬ但有证据表明ꎬ睡眠

不足更有可能先与抑郁症状的发展[３９] ꎮ 由于青少年

发育过程中体内平衡和昼夜节律不断发生变化ꎬ未来

需要就青少年睡眠的生物节律变化规律对抑郁症状

的影响进行研究ꎮ
３.３　 营养状况　 营养因素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ꎮ 目前ꎬ食用甜味饮料、油炸食品等西式

膳食模式在纵向研究中ꎬ已被证实与抑郁风险增加有

关[４０] ꎮ 膳食模式的转变使我国青少年发生肥胖的风

险显著增加[４１] ꎬ从而极大增加了青少年的抑郁风险ꎮ
不过ꎬ目前青少年肥胖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仍存在

较大差异ꎬ可能与饮食作为情绪障碍的补偿机制有

关[４２] ꎬ但较多证据表明女生更有可能因肥胖而产生抑
郁症状[４３－４４] ꎮ 另一方面ꎬ不规律饮食行为尤其早餐摄
入是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４５] ꎮ 因此ꎬ
有必要进行青少年饮食模式和营养状况与抑郁症状

的队列研究ꎬ以探索饮食模式以及肥胖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预测作用ꎮ
３.４　 体力活动与体能状况　 研究表明ꎬ抑郁青少年体

力活动水平低于非抑郁青少年ꎬ或者有较多的久坐行

为ꎬ体育锻炼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改善以及治疗效果

也已被证实[４６] ꎮ 此外ꎬ体能状况是个体通过长期体育

锻炼获得的生理结果ꎬ也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存在关

联ꎮ 研究表明ꎬ心肺耐力、肌肉力量等身体素质与青

少年抑郁风险相关ꎬ其中关于心肺耐力与抑郁症状关

系的研究居多[４７] ꎮ 体力活动以及体能状况与青少年

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可能存在性别差异ꎬ且在青春期

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关联特征ꎬ可能与参与体力活

动的目的、项目类型不同以及性别不平等有关ꎮ 如

Ｓｕｎｄ 等[４８] 研究发现ꎬ久坐行为仅可预测男性青少年
的抑郁症状得分ꎮ Ｒｕｇｇｅｒｏ 等[４９] 在研究中发现ꎬ心肺

耐力对中学女生的抑郁症状有保护作用ꎬ但对男生的

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ꎮ
此外ꎬ关于青少年体力活动以及体能状况与抑郁

症状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相关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ꎮ
Ｂｕｃｈａｎ 等[５０]在研究中发现ꎬ基线时男生较高的中高

强度体力活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ＰＡ)与随访时较低的抑郁症状相关ꎬ但抑郁症状并

不能预测 １ 年以后的 ＭＶＰＡ 水平ꎮ 而 Ｇｕｎｎｅｌｌ 等[５１]

在研究中并未发现初始体力活动、久坐行为和青少年

抑郁之间存在相互预测作用ꎮ 因此ꎬ体力活动、体能

状况和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可能存在显著且较为复

杂的关联ꎬ未来研究应该通过多次或者较长的时间调

查其变化轨迹ꎬ以确定其中潜在的影响机制ꎮ
综上所述ꎬ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ꎬ

各因素之间又相互影响、不断变化ꎮ 未来首先需要探

索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早期预测因素ꎬ厘清研究对象在

青春期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的保护因素ꎮ 其次ꎬ由于城

市化进程带来的健康不平等ꎬ未来研究应该探索乡镇

等欠发达地区或者受社会冲击影响较大的青少年人

群存在的抑郁症危险因素ꎮ 最后ꎬ考虑到个性特征对

于青少年抑郁症的重要作用ꎬ未来研究应该评估以学

校为中心的心理干预措施和预防策略的治疗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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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高层论坛与
学校卫生工作能力建设培训班会议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ꎬ继续推进落实健康中国行动计划ꎬ同时加强我国

学校卫生 / 儿少卫生学科的学术交流及校医 / 保健教师队伍建设ꎬ努力提升广大学校卫生和儿少卫生工作者业务知识水平

和工作能力ꎬ形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健康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ꎬ促进我国中小学生健康成长ꎬ«中国学校卫生»编委会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初在昆明召开“２０２３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高层论坛与学校卫生工作能力建设培训班”ꎬ会议由昆明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办ꎮ
本次会议本着厉行节约、以会养会的原则ꎬ酌情收取参会代表会议成本费 １５００ 元(含会务费、资料费、培训费等)ꎬ在校

研究生凭学生证可免收资料费 ５００ 元ꎮ 本次学术培训会议内容丰富、实用性强ꎬ欢迎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人员参会ꎮ 准备

参会的代表请认真填写“参会回执”(可在本刊网站 ｗｗｗ.ｃｊｓｈ.ｏｒｇ.ｃｎ 下载中心处下载)ꎬ并务必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前通过

电子邮件发至 ｘｗｂｊｂ＠ ｃｊｓｈ.ｏｒｇ.ｃｎ«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编辑部孙云鹏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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