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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扬州市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对其社会性体格焦虑的影响，并分析身体自尊的中介作用。方

法：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社会性体格焦虑量表(SPAC)和身体自尊量表(PSPP)，对扬州市某

高中一年级400名学生进行调查。使用Process插件对中介模型检验，并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分

析。结果：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与身体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 = 0.46, p < 0.01)，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

体格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社会性体格焦虑与身体自尊呈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身体自尊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性体格焦虑(β = −0.25, p < 0.001, 95% CI = [−0.36, −0.13])，身体活

动水平显著正向预测身体自尊(β = 0.53, p < 0.001, 95% CI = [0.45, 0.62])，且身体活动水平显著负向预

测社会性体格焦虑(β = −0.12, p < 0.001, 95% CI = [−0.23, −0.006])；身体自尊在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

体格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52.00%。结论：1) 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

与身体自尊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2) 身体活动水平可以负向预测社会性体格焦虑；3) 身体自尊在高中

生的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体格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身体活动水平，高中生，社会性体格焦虑，身体自尊 

 
 

The Relationship Research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Self-Esteem 

Yafei Wang*, Yuhang Zho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第一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313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3133
https://www.hanspub.org/


王雅斐，周宇航 
 

 

DOI: 10.12677/ap.2024.143133 60 心理学进展 
 

Received: Dec. 28th, 2023; accepted: Mar. 5th, 2024; published: Mar. 13th, 202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on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Yangzhou city,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dy self-esteem. Methods: 
400 students of a senior high school in Yangzhou were investigated by 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PARS-3),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Scale (SPAC) and Physical self-esteem Scale (PSPP). Process 
plug-in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on model, and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Th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signifi-
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dy self-esteem (r = 0.46, p < 0.01), th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r = −0.28, p < 0.01), and the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dy self-esteem (r = 0.28, p < 
0.01). Physical self-esteem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β = −0.25, p < 
0.001, 95% CI = [−0.36, −0.13]), and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phys-
ical self-esteem (β = 0.53, p < 0.001, 95% CI = [0.45, 0.62]).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negatively pre-
dicted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β = −0.12, p < 0.001, 95% CI = [−0.23, −0.006]). Body self-esteem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ratio was 52.00%. Conclusion: 1)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and physical self-esteem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2)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can negatively 
predict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3) Body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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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健康中国战略，2023 年由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素养。可见学生的心理健康愈发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高中时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

关键期，生理心理的不成熟以及学业压力、师生关系等环境氛围的影响，极容易引起心理问题的发生(王
灵芝，2023)。2023 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中显示：我国约 14.8%的青少年

为抑郁高风险群体，并伴随着自杀、酗酒、手机成瘾等问题的产生，也有研究发现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

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学段，可达到 52.85% (郝玉玺等，2023)。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阶段，能否

顺利度过青春期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健康，也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因此关注高中生的心理健康迫在眉睫。 
在社会情境中对自己身体外表的焦虑被称为社会性体格焦虑。社会性体格焦虑作为社会性焦虑的亚

型，是一种因“人际评价涉及个体体质的前景或存在”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情绪。Goffman 的自我表现理

论提出人们为了在他人面前构建出符合其个人利益的形象，会通过外貌和行为形成一定的形象动机来表

现、包装自己(徐霞，2003)。因此当个体出现在公众或网络上时，尽最大可能地向众人留下令人满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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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印象。以往研究证明，女生会因为体重指数过大而参与身体活动，这反映出自我表现会影响青少年的

健康行为(徐霞，2003)。在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当下，青少年难免会受到明星、网红效应影响而产生各种

社会性焦虑情绪。研究证明，社会性体格焦虑大多起于青春发育时期，其中以女性更为突出，且在亚洲

国家现象普遍(Crawford & Eklund, 1994)。部分身体特性，如身高体重、身体外形、外貌等经常作为评价

焦点，引发焦虑情绪并对身体自尊、人际交往、主观幸福感、饮食习惯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身体活动作为一种更宽泛的概念，既包含个体有目的进行的体育锻炼，还包括平时的各种生活习惯

(赵一凡，2023)。身体活动因其对整个生命周期的许多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益处而受到好评，经常进行身体

活动不仅能够增强体质健康，还对青少年的感知运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学业成绩、人际交往(Guimarães 
et al., 2023)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目前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中生的身体活动量处于较低水平(王甫，

2022)，远远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要求。身体素质呈下降趋势，诸如肥胖、高血压等健康问题急剧

增加(刘钰钰，2023)，还有研究表明缺乏运动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死亡原因。除了受到学业压力的影响、

科技技术的依赖外，对个人身型有自卑心理、害怕他人的消极评价也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

一些研究表明高水平的社会性体格焦虑可能会导致低水平的身体活动水平，因此探讨社会性体格焦虑这

一心理因素与身体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缓解青少年焦虑状况，提升身体活动水平至关重要。 
根据 Shavelson 的自尊结构模型，身体自尊作为整体自尊的子维度，指个体对自身身体主观的满意程

度的评价与体验(孙超，张国礼，2020)。在锻炼心理学相关研究中证实，体育运动量的大小与身体自尊有

密切的关系，并且运动量的大小对身体自尊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增加身体活动水平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自尊有有益的影响。参与身体活动时间越长，个体身体自尊水平就越高。此外，

不少研究表明，身体自尊除影响整体自尊水平外，作为衡量体育锻炼心理效应的一个重要指标(白雪苹，

2012)，人们的社会发展能力和心理健康也取决于身体自尊的程度(Wu et al., 2016)。身体自尊同样被证实

与社会性体格焦虑有密切影响，当青少年不能对自己的体格做出积极正确的评价时，就会产生体格焦虑，

导致身体自尊水平降低，进而影响身心健康。因此，锻炼心理学研究领域认为身体自尊越强，社会性体

格焦虑就会越弱(段瑞瑞，2023)。本研究进而探讨以身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对社会性体格焦虑的影响。 
综上所述，关注高中生群体的社会性体格焦虑问题，研究分析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对身体自尊及社

会性体格焦虑的影响，对于缓解学生体格焦虑水平，进而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促进健康人格发展,实现高

中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旨在验证并探讨以下假设，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H1 扬

州市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与身体自尊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H2 扬州市高中生的身体

活动水平可以负向预测社会性体格焦虑；H3 扬州市高中生的身体自尊在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体

格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diagram 
图 1. 假设模型图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该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被试选取扬州市某高中一年级学生。采用纸质问卷方式，在考察期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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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和客观身高和体重。本次共发放问卷 40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377
份，有效问卷率为 94.5%。其中男生 190 人(50.4%)，女生 187 人(49.6%)。在征得被试同意后进行问卷发

放，放发问卷时对问卷的指导语部分进行详细说明，包含调查目的、自愿原则等相关事宜。 

2.2. 研究工具 

2.2.1. 学生基本情况调查 
包括高中生的性别、年龄、实际身高、实际体重、理想身高、理想体重、自认体型类型、等基本情况。 

2.2.2. 《身体活动等级量表》(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PARS-3) 
由日本心理学者桥本公雄先生编制，经由我国学者梁德清(梁德清，1994)等人修订的中文版《身体活

动等级量表》，该量表有较高的信效度。从运动强度、时间及频率三个方面计算，最高分 100 分，最低

分 0 分，得分越高代表身体活动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 

2.2.3. 《社会性体格焦虑量表》(Social Physique Anxiety Scale, SPAC) 
采用由徐霞编制的《社会性体格焦虑量表》(徐霞，2003)，共包含 15 个题目，要求被试选择与自身

最符合的选项。回答用 Likert-5 点计分(其中包含 6 道反向计分题)，计分范围从符合程度为“完全不符合

我”的 1 分到“完全符合我”的 5 分。本量表从对他人消极评价的担心、对社会比较的不安和对体格自

我表现的不舒适感三个维度评定个体的社会性体格焦虑程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2.2.4. 《身体自尊量表》(Physical Self-Perception Profile, PSPP) 
采用徐霞编制的《身体自尊量表》(徐霞，姚家新，2001)，共包含 30 个题目，该量表由 1 个主量表

身体自我价值感(PSW)和 4 个分量表——包括运动技能(SC)、身体状况(PC)、身体吸引力(AB)和身体素质

(PF)，共包含 5 个维度对被试的身体自尊水平进行测量。回答用 Likert-4 点计分，符合程度为“完全符合”

或“有些符合”。每题的得分范围为 1~4 分，每个分量表总分范围为 6~24 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及 Pearson 相关分

析。借助 Process 插件 4.1 验证身体自尊与体重指数在身体活动水平及社会性体格焦虑间的中介效应，进

而采用自助法(重复抽样 5000 次)估计 95%置信区间(CI)，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均来自主观性问卷调查，因此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

因子检验法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数据表明，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9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

变异率为 20.83%，低于 40%的临界值标准，说明该研究所得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和身体自尊的性别差异 

根据表 1 可知，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t = 6.82, p < 0.001)、社会性体格焦虑(t = −4.57, p < 0.001)和
身体自尊(t = 5.22, p < 0.001)在性别上存在极显著差异。整体来看，女高中生的社会性体格焦虑水平高于

男高中生，而身体活动水平及身体自尊水平均低于男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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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spect in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and body self-esteem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1. 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和身体自尊的性别差异检验 

指标 男(n = 190) 女(n = 187) t 

身体活动水平/分 22.42 ± 21.80 11.78 ± 12.63 6.82*** 

社会性体格焦虑/分 40.53 ± 9.80 46.38 ± 12.71 −4.57*** 

身体自尊/分 72.74 ± 11.90 64.16 ± 16.64 5.22*** 

注：***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下同。 

3.3. 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和身体自尊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数据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考察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及身体自尊之间的关系，见

表 2。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体格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与身体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 = 
0.46, p < 0.01)；社会性体格焦虑与身体自尊呈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检验结果说明高中生的身体

活动水平越高，身体自尊越高，随之社会性体格焦虑越低。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social physical anxiety and body self-esteem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2. 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和身体自尊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平均分 身体活动水平 社会性体格焦虑 身体自尊 

身体活动水平/分 20.92 ± 21.76 1.00   

社会性体格焦虑/分 40.11 ± 12.48 −0.25** 1.00  

身体自尊/分 70.51 ± 14.83 0.46** −0.28** 1.00 

3.4. 高中生体重指数和身体自尊在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体格焦虑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如表 3 所示。以社会性体格焦虑作为结果变量，身体活动水平作为自变量，身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

上述结果表明，身体自尊是身体活动水平影响高中生社会性体格焦虑的中介变量，在二者之间起到部分

中介作用。 
采用自助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根据表 4 可知，该研究的直接效应(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

的效应值为−0.12，95% CI 不包含 0，间接路径(身体活动水平→身体自尊→社会性体格焦虑)的效应值为

−0.13，95% CI 不包含 0。由此证实，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可以负向预测社会性体格焦虑；身体自尊作为

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体格焦虑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2.00%，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可得图 2。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 in the model 
表 3.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分数显著性 

R R2 F β SE t 

社会性体格焦虑 身体活动水平 0.25 0.02 25.15 −0.25 0.05 −5.02*** 

身体自尊 身体活动水平 0.53 0.15 147.83 0.53 0.04 12.16*** 

社会性体格焦虑 
身体活动水平 

0.33 0.03 22.38 
−0.12 0.06 −2.06*** 

身体自尊 −0.25 0.06 −4.29*** 

注：***表示 p < 0.001，即实验结果有 99.9%的置信区间是真实有效的，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表中回归系数均为

非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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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作用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LLCI ULCI 占总效应比/% 

总效应 −0.25 0.05 −0.35 −0.15 100% 

直接效应 −0.12 0.06 −0.35 −0.15 48.00% 

间接效应 −0.13 0.04 −0.21 −0.05 52.00% 
 

 
Figure 2. Mediating role model of body self-esteem 
图 2. 身体自尊中介作用模型图 

4. 讨论与分析 

4.1. 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和身体自尊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和身体自尊在性别上存在极显著差异。根据

数据分析得出，男生的身体活动水平和身体自尊高于女生，而女生的社会性体格焦虑高于男生。男生相

对于女生来说，在身体活动水平上得分较高，这是因为男生的身体素质及体力较好，活动量更大，对足

球、攀岩等集体性的、竞赛性的活动更感兴趣。而女生在性格与生理因素影响下，更喜欢审美表现形式

的身体活动，如跳舞、体操或跳绳等(Schlund et al., 2021)，所以二者在身体活动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与此同时，男生的身体自尊水平也比女生水平更高，这与活动量的高低有关，也和先天的身体素质与心

理，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马晓庆，2021)。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女生本身就更易受到社会评价标准的影

响，同时运动表现不佳时的羞愧感会使身体自尊水平降低。在社会性体格焦虑方面，女生的得分高于男

生，这也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康三龙，2023)。高中阶段正处于青春发育关键期，学生会因更关注自己的

体型是否匀称、外貌是否受人喜爱等问题而产生焦虑，其中以女生更为明显(张一凡，2022)。这一期间伴

随着许多生理变化，如身高、体重和身体脂肪质量的增加，伴随着这些与年龄相关的身体尺寸和构成的

转变，这会增加女生对社会环境的敏感性，进而会增加其对外界体格评价的焦虑程度，这种与身体相关

的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她们参与运动的水平(Schlund et al., 2021)。同时受到当下网络文化的影响，修长苗

条的体型更受女生欢迎(何进胜，2018)，社会也对女生的外貌、身体形象、体重问题等提出更高要求。 

4.2. 高中生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和身体自尊的关系 

扬州市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社会性体格焦虑与身体自尊，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这与以往的

研究相一致，假设 H1 得到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扬州市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与身体自尊呈显著正相

关，与社会性体格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身体自尊与社会性体格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身体活动的统一理论

认为规律性的从事身体活动能促使个体获得多方面益处(Gothe et al., 2021)，例如身体活动可以改善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Yang et al., 2017)，降低焦虑水平，提升幸福感与自信心。相关研究证实，身体活动水平

的高低与身体自尊呈正相关(Salmon, 2001)，身体活动水平越高的学生具有更高的身体自尊水平以及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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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性体格焦虑。此外，在本研究中也发现，目前高中生的身体活动水平偏低，大部分学生达不到每

天参与一小时体育活动的要求，这可能与学业压力、学校环境、久坐行为等原因有关(陈瀚文，2023)。因

此，一方面可以从培养体育锻炼意识，增强锻炼动机，提升身体自我价值感出发提升学生对身体活动的

认识(史慧杰，2022)，另一方面从提升体育课教学水平、塑造良好的活动环境等方面，提高高中生的身体

活动水平。 
本研究结果表明，身体活动水平可以负向预测社会性体格焦虑，说明高中生可以通过提高身体活动

水平降低社会性体格焦虑，验证了假设 H2。相关国内外研究表明身体活动与社会性体格焦虑呈负相关

(Gothe et al., 2021)。也有研究证实身体活动水平与社会性体格焦虑呈正相关，这是因为身体活动与自我

表现动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何心如，2023)。在自我表现过程中有积极获取和自我保护两种策略(徐霞，

2003)，积极获取策略能激发人们参与运动，这也是一些高社会性体格焦虑人为了树立良好的外在形象，

减少焦虑而参加身体活动的原因(Herring et al., 2021)。有研究证明社会性体格焦虑越高的女生体重指数会

更大，具有更多的运动量以达到减肥的目的(Göbel et al., 2023)。而自我保护策略则阻碍人们参与运动，

如果个人担心被视为运动时身体不协调、超重或不健康，那么人们会避免外界对体型的消极评价而减少

身体活动量(徐霞，季浏，2006)。 
经常从事身体活动，随着身体吸引力的增强，社会性体格焦虑水平会降低，反之社会性体格焦虑水

平则会增加。现在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高度重视完美外表的社会中，媒体形象、文化趋势和社会影响也会

对人们的身体形象和外表产生负面影响。媒体社会纷纷打上“漫画腿”“白幼瘦”等畸形审美的标签，

不少学生受到“瘦即是好”错误观念的疯狂轰炸，加剧了对自己身体形象和吸引力的不满。有研究表明

在校学生的外表完美主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对身体的不满意度也会提升(史慧杰，2022)。在此次

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学生尽管体型匀称，也存在减肥、节食等不健康行为，虽然身体自尊水平得到提高，

但这不仅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陈尧，2018)，对心理健康也会造成伤害。由此可见培养高中生健康的

人格与心态的重要性。 

4.3. 高中生的身体自尊在身体活动水平和社会性体格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身体自尊为中介变量，构建了身体活动水平影响社会性体格焦虑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表

明高中生的身体自尊在身体活动水平和社会性体格焦虑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H3。说明身

体活动水平可以正向预测身体自尊，身体自尊可以负向预测社会性体格焦虑。众所周知，规律性的身体

活动更能有效的增强心理健康水平，获得更多的心理效益。身体活动可以有效提高青少年的身体自尊水

平，同时社会性体格焦虑也与身体自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发现拥有高身体自尊的学生通常更

倾向于参加身体活动(Herring et al., 2021)，这种倾向不仅有助于更健康的身体成分，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

心和自我效能感。 
也有相关研究证明，存在体格焦虑的学生可能会因为自尊水平的下降导致缺乏自信心(窦立慧，2023)，

阻止他们定期进行身体活动(朱艺枫，2023)，进一步加剧不活动和消极自我认知的循环(施国春等，2021)。
这些学生可能会陷入这种反馈循环，他们不愿意进行体育锻炼，阻碍了他们身体成分的任何改善

(Krupa-Kotara et al., 2023)，导致持续的低身体自尊。由此可见，经常进行身体活动，能促进更高的身体

自尊水平和身体素质与机能的提高(Pritchard et al., 2021)，会在潜移默化间提升个体对身体满意度的评价

(Lunde et al., 2023; Brunet & Sabiston, 2009)，身体自尊水平越高，社会性体格焦虑水平越低。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选取了扬州市部分高中一年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客观分析了身体活动水平对社会性体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3133


王雅斐，周宇航 
 

 

DOI: 10.12677/ap.2024.143133 66 心理学进展 
 

格焦虑的影响，以及身体自尊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可以为在国内教育系统中工作的人，例如教师、辅

导员或心理学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此外，本研究的结论强调了身体活动对身体自尊及社会性体格焦

虑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促进青少年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对学生的健康政策、教育和干预产生影响，强

调身体活动和健康自我认知的重要性。但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1) 研究对象仅选取

扬州市某高中年龄段的学生，年龄及地区范围较为单一，样本量较少，没有提升研究的覆盖面。同时，

不少国外研究表明成熟度不同的人，其社会性体格焦虑水平也不同，进而身体活动水平也存在差异，那

么未来的研究可考虑探究内在动机在身体活动与社会性体格焦虑间的影响作用。2) 本研究除了关注身体

自尊的中介作用外，还应考虑年龄、体重指数、锻炼动机、体育锻炼环境等相关变量的作用机制，身体

活动与社会性体格焦虑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因此值得引入其他变量做深入探讨。3) 缺乏纵向研究

和追踪调查设计，后续可以将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进一步解释影响社会性体格焦虑的因果关系，为

后续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减轻体格焦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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