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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定医学院校大学生遭遇具体生活事件对抑郁发生的影响，并探

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于 #$$’ = $) 对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本专科学生 +%: 人进行问卷

调查。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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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无影响、# 为轻度、) 为

中度、’ 为重度、% 为极重度）评估生活事件对抑郁状态的影响，采用青

少年抑郁量表（由 #$ 个项目，% 级评分标准构成，! 为无、# 为轻度、) 为

中度、’ 为偏重、% 为重度，抑郁评估的指标采用 #$ 个项目的总平均

分），以抑郁状态为因变量，以与之显著相关的 #: 个生活事件项目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因归分析。

结果：纳入数据 +%: 人，生活事件量表有效数据中第 !) 项亲友死亡、

#! 项被罚款、其他 > # ? 项目参与者 +%! 人，第 !% 项当众丢面子参与者

+%$ 人，其余各项目参与者均为 +%# 人。抑郁量表有效数据参与者((#
人。!生活事件各项目得分：各个项目的平均分在 !8 $:$ ] $8 ’$%至

#8 !#$ ] !8 $#% 之间，其中得分项目最高的 !$ 个项目分别是考试失败

或不理想（#8 !#$ ] !8 $#%）、学习负担重（#8 $+$ ] !8 $’:）、被人误会或

错怪（!8 +’$ ] $8 +(:）、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8 +’$ ] !8 $’:）、长期

远离家人不能团聚（!8 :+$ ] !8 $<$）、生活习惯（饮食，休息等）明显变

化 （!8 ::$ ] $8 +:+）、 受 人 歧 视 冷 遇 （!8 :’$ ] !8 $$<）、 亲 友 死 亡
（!8 :’$ ] !8 #<%）、不喜欢上学 （!8 :#$ ] !8 $$%）、家人朋友患急重病
（!8 :$$ ] !8 !)%）。"抑郁状态评估得分：平均分为 !8 (%’ ] $8 <:#。平均

分$#8 $$ 以下的，%’+ 人（<#8 #^ ）；平均分在 #8 $$ a #8 ++ 的 #<+ 人
（)$8 %^ ）；平均分在 )8 $$ a )8 ++ 的 %< 人（<8 ’^ ）；平均分在 ’8 $$ a
’8 ++ 的 : 人（$8 (^ ）；平均分为 %8 $$ 的 ! 人（$8 !^ ）。#生活事件各项

目与抑郁状态的相关分析：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所有项目均与医学

大学生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 ? _ $8 $$! ?。$生活事件各项目与抑郁状态

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喜欢上学、学习负担重、家庭经济困难、考

试失败或不理想、升学压力、受人歧视冷遇、和当众丢面子这 : 类生活

事件进入了对抑郁的回归方程，对评估抑郁的预测作用较大。

结论：与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健康适应及丧失有关的 !$ 项生活事件对

医学大学生可产生较大的应激影响。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整体抑郁水平

在轻度以下。大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有广泛的正相关性。不喜欢上

学、学习负担重、家庭经济困难、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升学压力、受人歧

视冷遇和当众丢面子这 : 项生活事件对医学院校大学生抑郁的发生有

较大的预测作用。

主题词：院校" 医学* 学生* 生活变动事件* 抑郁症

C 引言

在繁重的学习压力和实习任务以及激烈的市场

竞争下，抑郁是医学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它的

发生和发展与生活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之前已有

一些学者对青少年抑郁和生活事件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和探讨 b ! " # c，但是大多都是从生活事件的应激总量

方面进行的，而对具体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的研

究却是欠缺的。为此，本文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和青少年抑郁量表对医学大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

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可以为大学生抑郁问题

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D 对象和方法

设计T 抽样调查。

单位T 北京大学药学院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对象T 于 #$$’ = $) 对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本专科

学生进行调查，共计 +%: 人，男生 ##< 人，女生 %+< 人，



!"

性别未知者 !"# 人；年龄在 !$ % &’ 岁，平均年龄为

（&( ) !）岁；一年级 &#* 人，二年级 &+’ 人，三年级 !,(
人，四年级 "$ 人，五年级 "$ 人，年级未知者 !#" 人；临

床医学专业 &*" 人，药学专业（本科）&(& 人，药学专业

（专科）&+ 人，护理专业（本科）!"’ 人，护理专业（专

科）&* 人，预防医学专业 *+ 人，基础医学专业 "* 人，

口腔医学专业 *& 人，医学英语专业 &! 人，医学实验专

业 &# 人。

设计、实施、评估者：实验设计为第一、二作者；实

施及评估为第一作者。

方法：测评工具：刘贤臣等 - " .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

件量表共有 &$ 个项目，具体为：!被人误会或错怪。"
受人歧视冷遇。#考试失败或不理想。$与同学或好

友发生纠纷。%生活习惯（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
不喜欢上学。’恋爱不顺利或失恋。(长期远离家人

不能团聚。)学习负担重。*与老师关系紧张。+,-本

人患急重病。+,.家人朋友患急重病。+,/亲友死亡。+,0
被盗或丢失东西。+,1当众丢面子。+,2家庭经济困难。

+,3家庭内部矛盾。+,4预期的评选（如三好学生）落空。

+,5受批评或处分。+67转学或休学。+6-被罚款。+6.升学

压力。+6/与人打架。+60遭父母打骂。+61家庭给你施加

学习压力。+62意外惊吓、事故。+63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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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无影响、& 为轻度、" 为中度、* 为重度、# 为大学生

极重度，调查期限为过去的 ’ 个月以内，该量表的信度

和效度指标经检验均比较理想。

王极盛等 - * .编制的青少年抑郁量表，由 &( 个项目

构成，均采用 # 级评分标准，分别是 ! 为无、& 为轻度、

" 为中度、* 为偏重、# 为重度，抑郁的指标采用 &( 个

项目的总平均分。对本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得出 8系数

/ (0 +*+ +，说明各项目所测内容与量表的总目标是一

致的，1233456 分半系数和 7895:456;<:=>6 分半系数分

别为 (0 +(& , 和 (0 +(" *。本量表已在中学生群体中做

过应用，信效度较高，项目代表性较好，表明内容效度较

高；对本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结果表明本量

表为单因素，可解释总体方差的 #!0 ’#?，各项目在该

因素上的负荷较高，均大于 (0 ’*$，表明结构效度较

好。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指标经检验均比较理想。

调查方式：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被试，以宿舍楼为

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主要观察指标：!大学生生活事件各项目的得

分。"大学生抑郁状态评估得分情况。#大学生生活

事件各项目与抑郁的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统计学分析：收集的数据采用 7@77 !!0 ( 统计软

件由第一作者进行统计，应用了 !，" 检验、相关分析

以及多元回归分析 * 种统计学方法。

! 结果

&0 !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数据 +#$ 人。生活事件量

表有效数据除第 !"，&!，&$（&）项目为 +#! 人，第 !# 项

为 +#( 人之外，其余各项目均为 +#& 人；抑郁量表有效

数据为 ,,& 人。部分数据因被试者未填写而脱落。

&0 & 生活事件各项目的得分情况 生活事件各个项

目 的 平 均 分 在 !0 ($( ) (0 *(# 至 &0 !&( ) !0 (&# 之

间。被选择项目最小值均为 ! / 无影响，最大值均为

# / 极重度。其中得分项目最高的 !( 个项目分别依

次是考试失败或不理想（&0 !&( ) !0 (&#）、学习负担

重（&0 (+( ) !0 (*$）、被人误会或错怪（!0 +*( ) (0 +,$A 、

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0 +*( ) !0 (*$）、长期远离家人

不能团聚（!0 $+( ) !0 (’(）、生活习惯（饮食，休息等）明显

变化（!0 $$( ) (0 +$+）、受人歧视冷遇（!0 $*( ) !0 ((’）、

亲友死亡（!0 $*( ) !0 &’#）、不喜欢上学（!0 $&( ) !0 ((#）、

家人朋友患急重病（!0 $(( ) !0 !"#）。

&0 " 抑 郁 评 估 的 得 分 情 况 抑 郁 的 平 均 分 为

!0 ,#* ) (0 ’$&，平均分在 &0 ((（不包括 &0 ((）以下的，即

不存在明显抑郁情绪的占整体的 ’&0 &?，共计 #*+ 人；

平均分在 &0 (( % &0 ++ 的，即存在轻度抑郁情绪的占整

体的 "(0 #?，共计 &’+ 人；平均分在 "0 (( % "0 ++ 的，即

存在中度抑郁情绪的占整体的 ’0 *?，共计 #’ 人；平均

分在 *0 (( % *0 ++ 的，即存在比较严重抑郁情绪的占整

体的 (0 ,?，共计 $ 人；平均分为 #0 (( 的，即存在严重抑

郁情绪的占整体的 (0 !?，共计 ! 人。

&0 * 生活事件各项目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生

活事件各项目与抑郁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生活事件中 &$ 个项目均与抑郁呈

显著正相关。

&0 # 生活事件各项目与抑郁状态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

抑郁状态为因变量，与之显著相关的 &$ 个生活事件

项目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不喜欢上学、学习负担重、家庭经济

困难、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升学压力、受人歧视冷遇和

当众丢面子这 $ 类生活事件进入了对抑郁的回归方

程，表明对抑郁的影响较大，可以解释抑郁总体方差的

&$0 &? 。

" 讨论

"0 ! 医学大学生生活事件的基本情况 结果表明，考

试失败或不理想、学习负担重、被人误会或错怪、与同学

或好友发生纠纷、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生活习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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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生活事件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H 7 A
生活事件 抑郁 生活事件 抑郁

! 被人误会或错怪
& 受人歧视冷遇
" 考试失败或不理想
* 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
# 生活习惯
H饮食，休息等 A明显变化
’ 不喜欢上学
$ 恋爱不顺利或失恋
, 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
+ 学习负担重
!( 与老师关系紧张
!! 本人患急重病
!& 家人朋友患急重病
!" 亲友死亡
!* 被盗或丢失东西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 当众丢面子
!’ 家庭经济困难
!$ 家庭内部矛盾
!, 预期的评选

（如三好学生）落空
!+ 受批评或处分
&( 转学或休学
&! 被罚款
&& 升学压力
&" 与人打架
&* 遭父母打骂
&# 家庭给你施加学习压力
&’ 意外惊吓、事故
&$ 其他 H ! A
&$ 其他 H & A

5 8 I (0 ((!

表 & 生活事件与抑郁状态的多元回归分析

事件 回归系数 ! 8
不喜欢上学
学习负担重
家庭经济困难
考试失败或不理想
升学压力
受人歧视冷遇
当众丢面子

I (0 ((!
I (0 ((!
I (0 ((!
I (0 (!
I (0 (!
I (0 (#
I (0 (#

(0 "((
(0 !&&
(0 !’"
(0 !!!
(0 !!&
(0 (,$

D (0 (,’

,0 +*(
"0 #,!
*0 ’(,
"0 !**
"0 (*"
&0 "(*

D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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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休息等）明显变化、被人歧视冷遇、亲友死亡、不喜欢

上学、家人朋友患急重病对医学大学生会产生较大的

应激影响。以上事件中，与学习压力有关的共有 1 项，分

别依次是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学习负担重、不喜欢上学；

与人际关系有关的共有 1 项，分别依次是被人误会或错

怪、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被人歧视冷遇；有健康适应

有关的共有 * 项，分别依次是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

生活习惯（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有丧失有关的共有

*项，分别依次是亲友死亡和家人朋友患急重病。在北

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又是作为医学生，学业相当繁

重，从而导致学习压力较重。而且在大学里，学生要接

触来自全国各地的有着不同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和生

活习惯的同学们，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比中学时要复

杂的多，因此人际关系也会给大学生生活带来较大的

影响。另外，由于大部分学生来自外地，来到北京后难

免会产生学习生活环境和生理上的不适应，这种不适

应虽然会随着在北京学习生活的时间的延长而有所缓

解，但是终究不能完全消除，所以健康适应是对大学生

生活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最后，如亲友死亡等突发事

件也会对大学生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同时还发现在部分生活事件上存在着一定的性别

差异：在与人打架、恋爱不顺利或失恋者两个项目上，

男生被影响的程度较女生大，这可能与男生的性格与

女生有明显差别有关。同样的生活事件对不同的人群

或个体影响的程度各异，说明对具体的生活事件有针

对性地进行深入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12 * 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分析 结果表明，医学大学

生的整体抑郁水平在轻度以下。有近三分之一的医学大

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抑郁是一种以情绪低

落，思维迟钝，行动缓慢为表现的负面消极的心理状

态。由于抑郁具有明显的非特异性特征，所以其产生原

因也是广泛多样的。结果表明，生活事件中的各个项目

均与抑郁有较为密切的相关关系，均达到了显著性水

平。但是不同的生活事件，其发生频率和影响程度及范

围不同，这就使它们对抑郁的影响作用也有所不同。通

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不喜欢上学、学习负担重、家庭经

济困难、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升学压力、受人歧视冷遇和

当众丢面子这 & 类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作用较大。

在这 & 个对抑郁有较大影响的生活事件中，与学

习压力有关的共有 ( 项，分别依次是不喜欢上学、学习

负担重、家庭经济困难、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升学压

力。大学的老师讲课的速度快，容量大，且医学课程多

为记忆类型科目，内容繁多，可能会造成学生的厌学

情绪；有相当部分的同学家庭来自农村，经济不很富

裕，父母供养上大学很不容易，学生由此产生的强烈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会产生学习压力；来自各个省市的

学生在新的大环境下，学习的地位会有重新的分布，

这主要体现在考试的成绩以及排名上，学习地位的更

易，尤其是下降会给本来在中学处于佼佼者的医学大

学生造成一定程度的学习压力，尽管这种影响会随着

在大学学习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面对日益发展的医

学科学技术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早已不满足于本科学

位的医学大学生多数会选择继续深造，由此产生的升

学压力也会对学习压力产生影响。由于以上几种原因

引发的学习压力过重可使学生心理负担加大，情绪消

沉，产生抑郁，失望情绪。因此，学习压力是大学生的

一个重要的应激源 3 ( ’ & 4。

同时研究表明，人际关系也是医学大学生的一个

重要的应激源。受人歧视或冷遇、当众丢面子对抑郁

的影响作用比较重要。大学生已经是成人，普遍自尊

心很强，会有不同程度地在意别人的评价和议论，渴望

获得认同和尊重。以上两种事件的发生会对医学大学

生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挫败，使其自尊心受损，导致

其对自身产生消极的负面的评价，自信心缺乏。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存在

着广泛的相关性，并且对抑郁影响较大的生活事件

有相当一部分与大学生的重叠，学习压力和人际交

往亦是中学生的两大应激源 3 0 5 ) 4。这就说明大学生现

存的生活事件对抑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中学生生

活事件对抑郁作用的延续。所以加强对中学生相应

应对能力的培养以及心理健康的教育是有非常重要

的长远意义的。

由此可见，抑郁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不仅可以导致

学生对学习，对社会工作，对校园生活缺乏信心，进而严

重影响学习工作质量和考试成绩，而且会影响学生人

际关系的处理和维持。作为医学大学生，必须保证自我

的身心健康，将来才能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这首先需要学校的多方教育 3$- 4。第一，学校应更加重视

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学习产生足够的欲望，从而

产生上进的精神状态以克服抑郁情绪；第二，学校应在

教学质量的提高上加大力度，从而在根本上保证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进取的精神，进而防止学生抑郁情绪的发

生；第三，医学院校多设有医学心理学教研组，学校可以

利用自身优势，向大学生们普及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医学

心理学课程，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认知观以防止抑郁的产

生；第四，学校可以多组织校园活动来促进学生与学生，

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有效的缓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产生的抑郁情绪。同时，大学生们应树立正确的学习态

度和用于向困难挑战的积极心态，积极地消除或缓解以

上各种应激事件，学会及时地调节自己的情绪，比如多

运动，多听音乐，多与人交流等，这样可以有效地预防和

缓解抑郁情绪。以上这些方法都会对医学大学生抑郁

的预防和干预产生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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