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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ngqing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study on student poten-
tial depression index with path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from seven relevant 
factors (Doing group activities (X1), Office of students cadres (X2), Academic frustration (X3), Fam-
ily economic conditions (X4), Emotion frustration (X5), Bodily injury (X6), Family emotional at-
mosphere (X7)). The main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results with correlation and 
path analysis: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emotion frustration and academic frustration,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family emotion-
al atmosphere. Emotion frustration had the most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
sion index with the direct path coefficient 0.7371. The second was academic frustration with the 
direct path coefficient 0.1321. The influence sizes of other characters orderly were bodily injury 
(0.076), doing group activities (0.0089), family emotional atmosphere (−0.0870),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0.0481) and office of students’ cadres (−0.0272). The absolute value of path coeffi-
cient for family emotional atmosphere was third, ranking after emotional frustration and aca-
demic frustration. 2) The results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he contribution ratio of 
accumulated variance reached 91.08%. The 5 principal components reflected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was a factor of inner pressure resistance; the 
second and the fifth principal components were a factor of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 ability; the third principal component was a factor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forth principal component was a factor of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Emotion frustration, 
academic frustration, and family emotional atmosphere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o affect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Academic frustration ranked second after emotion frustration, 
not first. It showed that non academic factors influence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and 
that it needs improvement of methods and areas for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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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医学专科学校学生心理健康辅导提供参考。方法：以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从参与集体活动，任职学生干部，学业

挫折，家庭经济条件，情感挫折，身体伤害以及家庭情感氛围等七个相关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如下：1)
通过相关和通径分析，结果表明，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与情感挫折和学业挫折二个因素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与家庭情感氛围达到了极显著负相关，情感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正向直接作用最大，通径系数为

0.7371，其次是学业挫折，其通径系数为0.1321；其它因素的直接作用大小依次为身体伤害(0.076)、
参与集体活动(0.0089)、家庭情感氛围(−0.0870)、家庭经济条件(−0.0481)以及任职学生干部(−0.0272)，
其中家庭情感氛围通径系数绝对值排在情感挫折和学业挫折之后，位居第3位。2) 通过主成分分析，结

果表明，前5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为91.08%，已经超过85%，主成分1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内心抗压

力因子，主成分2和主成分5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参与集体活动和组织能力因子，主成分3为学生潜在

忧郁指数的人际关系因子，主成分4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家庭经济条件因子。根据二种统计分析方法

得出综合结论，学生情感挫折、学业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三个因素为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主要因素，

学业挫折位列情感挫折之后，说明情感因素而非成绩因素在影响学生的心理状态，目前学生的心理辅导

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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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生的外部事件不遂人愿，人无法接受并处理一个事件，人就可能会发生忧郁，潜在忧郁指人潜在

的情绪低落，失去生活的激情，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潜在忧郁指数就是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测定分析(Sun 
et al., 2012; Monzon et al., 2010; Michopoulos et al., 2008)。社会生活五彩纷呈，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加大，许多在校学生为工作忧心忡忡，个别学生甚至出现忧郁症(Leventhal & Rehm, 2005; Goodwin & 
Gotlib, 2004)。医学专科学校肩负着为乡村基层培养合格熟练的卫生工作者，利用学生在校期间潜在忧郁

指数评价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对医学专科学校学生心理辅导工作有较好的辅助作用，对促进医学专科

学校学生心理素质，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有其重要意义(赵振环，黄悦勤，李洁，2009；John, Donah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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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le, 1991；周洁，2010)，医学专科学校评价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多种方法，但任何一种评价方法，

均不能忽视学生学业成绩表现，家庭经济条件，以及评价主体学生的内心情感差异(Kendler, 1997; Parker et 
al., 2012)。医学专科学校学生潜在忧郁指数，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的差异，有

任职学生干部差异，有学业挫折的差异，有家庭经济条件、情感挫折、身体伤害和家庭情感氛围的差异，

等等，所有这些差异均能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采用相关和通径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研究影响学生潜

在忧郁指数的各个因素(参与集体活动，任职学生干部，学业挫折，家庭经济条件，情感挫折，身体伤害

以及家庭情感氛围)，以明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及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增益大小，摸清医学专科学

校学生内心潜在忧郁现状，为医学专科学校学校制定适合辅导员参照，摸清学生实际心理健康情况提供

理论依据。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实施调查的细节是这样实施的：先征求自愿者，匿名，说明实验内容目的以及需要调查的方法，然

后与相关辅导员进行沟通核实。 
本课题以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为了保护被调查人的自尊和隐私，调查采取匿名

的方式，发出 480 份调查问卷，收回问卷 313 份，其中有效问卷 221 份，分别采取相关和通径分析法以

及主成分分析法，从 221 份有效问卷中随机抽取 86 份问卷进行研究。 

2.2.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说明，学生参与集体活动 X1 指学生参加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主要根据学生平时参加学校

和班集体活动的多少来确定。任职学生干部 X2 指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级别，无职务 1 分，校学生会和

学校社团负责人 5 分，中间状态 2~4 分。学业挫折 X3 也就是学生课程成绩，辅导员打分，100 分制，1
科不及格 50~60，2 科不及格 40~50，3 科不及格 30~40，4 科不及格 20~30；家庭经济条件 X4 指家庭年

均收入(万元)；情感挫折 X5 是指学生遭受的感情挫折，包括爱情亲情，100 分制，学生打分。身体伤害

X6 指与人打架受伤，100 分制，学生打分。家庭情感氛围 X7 指学生家庭父母感情，还有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对学生的关怀，学生自己打分，100 分制，父母离婚的为 75 分以下。学生潜在忧郁指数 Y 指学生的

心理忧郁程度，100 分制，辅导员打分，100 分以下为潜在忧郁，明显表现出来忧郁就是 100 分。 
身体伤害(打架)这个指标，是按照辅导员提供的记录。 

2.3. 研究方法 

采用 DPS7.05 统计软件，利用相关和通径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 
通径分析主要用于实际科研中，如有些自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有些自变量间则可能是因果关系或

某些自变量是通过其他的中间自变量间接地影响因变量，当自变量数目比较多，且自变量间相互关系比

较复杂。通径分析反映自变量、中间变量、潜变量和应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以多元线性回归

方程为基础的。 

3. 结果与分析 

3.1.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与相关因素的相关分析 

从调查表格初步分析来看，潜在忧郁指数与各个测定指标质检似乎存在相关性，于是做出以下相关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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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与学业挫折和情感挫折两个因素达到了极显著正相关水平，与

家庭情感氛围呈极显著负相关。说明学业挫折、情感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三者是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

的主要因素。同时注意到学业挫折与情感挫折相关系数极显著、学业挫折与家庭情感氛围相关系数负显

著，情感挫折与家庭情感氛围相关系数负极显著，说明学业挫折、情感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三者之间互

相关联，家庭情感氛围较好的同学学习舒畅，人际关系融洽，那么他们学业顺利，情感也较顺利。 
进而得到逐步回归一元线性方程： 

Y 15.59201997 0.008700329310X1 0.30964744724X2 0.07559278761X3 0.000022321343635X4
0.7274648060X5 0.07162288030X6 0.07317737521X7

= + − + −
+ + −

 

相关系数 R = 0.8909；F 值 = 42.8552；Df = (7,78)；p-值 = 0.0001；剩余标准差 S = 5.199；调整后的

相关系数 Ra = 0.8804. 

3.2. 通径分析 

不同因素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大小可以反映出其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相对重要

性。各个因素与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通径分析结果见表 2。 
计算出剩余通径系数 = 0.45427，决定系数 = 0.79364；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and related factors 
表 1.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与相关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X1 X2 X3 X4 X5 X6 X7 显著水平 P 

X2 −0.1311       0.0132 

X3 −0.1855 −0.2007      0.0001 

X4 0.1527 0.0096 −0.0831     0.6145 

X5 −0.1138 −0.2813 0.6532** 0.0309    0.0001 

X6 −0.0586 0.0872 0.0873 −0.0717 −0.0056   0.4139 

X7 0.5825** 0.1186 −0.4691* 0.166 −0.5133** −0.0605  0.0001 

Y −0.1583 −0.2664 0.6688** −0.0551 0.8727** 0.0892 −0.5378** 0.0001 

注：**为 P < 0.01，*为 P < 0.05；注：参与集体活动 X1；任职学生干部 X2；学业挫折 X3；家庭经济条件 X4；情感挫折 X5；身体伤害 X6；
家庭情感氛围 X7；学生潜在忧郁指数 Y。 
 
Table 2.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and related factors 
表 2.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与相关因素的通径系数 

通径系数 直接 
间接 

→X1 →X2 →X3 →X4 →X5 →X6 →X7 

X1，1 0.0089  0.0036 −0.0245 −0.0073 −0.0839 −0.0045 −0.0507 

X2，2 −0.0272 −0.0012  −0.0265 −0.0005 −0.2074 0.0066 −0.0103 

X3，3 0.1321 −0.0017 0.0055  0.004 0.4815 0.0066 0.0408 

X4，4 −0.0481 0.0014 −0.0003 −0.011  0.0228 −0.0055 −0.0144 

X5，5 0.7371 −0.001 0.0077 0.0863 −0.0015  −0.0004 0.0446 

X6，6 0.076 −0.0005 −0.0024 0.0115 0.0034 −0.0041  0.0053 

X7，7 −0.087 0.0052 −0.0032 −0.062 −0.008 −0.3783 −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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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情感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效应 
情感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7371。该因素除与学业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两个

因素相关系数正负(极)显著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关系数均不显著，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居各

个影响因素之首，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家庭经济条件和身体伤害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负向间接效应，

从而掩盖了情感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通过任职学生干部、学业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对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间接效应。因此，情感挫折可作为一个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指示因素，情感挫

折较高的学生潜在忧郁指数较低高。 

3.2.2. 学业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效应 
学业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1321。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正向直接贡献居情

感挫折之后，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负向间接效应，从而掩盖了学业挫折对学生潜在

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通过任职学生干部、家庭经济条件、情感挫折、身体伤害和家庭情感氛围对学生

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间接效应。由此可见，学业挫折大的学生自卑感强，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具有很大

的负面作用。 

3.2.3. 身体伤害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效应 
身体伤害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076。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正向直接贡献居情感

挫折和学业挫折之后，通过参与集体活动、任职学生干部和情感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负向间接效

应，从而掩盖了身体伤害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通过学业挫折、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情感氛

围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间接效应。由此可见，经常打架斗殴形成身体伤痛，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

有正面影响。 

3.2.4. 参与集体活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效应 
参与集体活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0.0089。通过学业挫折、家庭经济条件、情感

挫折、身体伤害和家庭情感氛围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负向间接效应，从而掩盖了参与集体活动对学生

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通过任职学生干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间接效应。由此可见，积极参

与集体活动对降低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确实有作用。 

3.2.5. 家庭情感氛围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效应 
家庭情感氛围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为−0.087，为负值。通过任职学生干部、学业挫

折、家庭经济条件、情感挫折和身体伤害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负向间接效应，从而掩盖了家庭情感氛

围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间接效应。由此可见，

家庭情感氛围较好的同学，潜在忧郁指数也较高。 

3.2.6. 家庭经济条件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效应 
家庭经济条件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为−0.0481，为负值，通过任职学生干部、学业挫

折、身体伤害和家庭情感氛围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负向间接效应，从而掩盖了家庭经济条件对学生潜

在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和情感挫折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间接效应。由此可见，

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潜在忧郁指数也较高。 

3.2.7. 任职学生干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效应 
任职学生干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为−0.0272，为负值，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学业挫

折、家庭经济条件、情感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负向间接效应，从而掩盖了任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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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干部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贡献，通过身体伤害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间接效应。由此可见，

任职学生干部对改善学生潜在忧郁指数有一定作用。 

3.3. 主成分分析 

第一步计算规格化特征向量： 
第二步：计算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以及相关矩阵的特征向量(表 3，表 4)。 
由表 4 显示，主成分 1、主成分 2、主成分 3、主成分 4 和主成分 5 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 91.08%，

它们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2.3761，1.3591，0.9877，0.9551 和 0.6974。基本上保留了原来 7 个影响学生潜在

忧郁指数相关因素的全部信息，因此选取前 5 个主成分作为主成分分析的依据。 
第三步：根据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计算出前五个主成分的主成分载荷 
由主成分载荷(表 5)得出主成分 1、主成分 2、主成分 3、主成分 4 和主成分 5 的表达式： 

1

2

3

Z 0.526717X1 0.222902X2 0.51192X3 0.1251911X4 0.42791X5 0.03846X6 0.278404X7
Z 0.842871X1 0.64038X2 0.184356X3 0.351239X4 0.272077X5 0.17529X6 0.108435X7
Z 0.515464X1 0.071X2 0.177697X3 0.12245X4 0.0

= + − + − − +
= − + + + − +
= − + − +

4

5

49939X5 0.5414467X6 0.087125X7
Z 0.19607X1 0.4989643X2 0.073543X3 0.840667X4 0.116335X5 0.110016X6 0.02564X7
Z 0.566487X1 0.786219X2 0.388489X3 0.2842X4 0.219299X5 0.15868X6 0.095078X7

+ +

= − + + + + + −
= + + − + − +

 

1) 主成分 1 中，参与集体活动 X1、学业挫折 X3、情感挫折 X5 的权重系数均较大，表明主成分 1
主要反映了内心抗压力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信息，主成分 1 同时反映了参与集体活动影响学生潜在忧郁

指数的信息。可以认为主成分 1 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内心抗压力因子。 
 
Table 3. The normalized eigenvectors of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and related factors 
表 3.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规格化特征向量 

项目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主成分 3 主成分 4 主成分 5 主成分 6 主成分 7 

X1 0.3417 0.5468 0.3344 −0.1272 0.3675 −0.3471 −0.448 

X2 0.1912 −0.5493 −0.0609 0.428 0.6744 −0.1375 −0.0318 

X3 −0.5151 0.1855 0.1788 0.074 0.3909 0.6685 −0.2514 

X4 0.1281 0.3594 −0.1253 0.8602 −0.2908 0.0715 −0.0953 

X5 −0.5124 0.3258 0.0598 0.1393 0.2626 −0.4528 0.5782 

X6 −0.0637 −0.2903 0.8967 0.1822 −0.2628 −0.0583 0.0441 

X7 0.5461 0.2127 0.1709 −0.0503 0.1865 0.4474 0.6243 

 
Table 4. The characteristics value and Contribution Ratio of Accumulated Variance (CRAV) of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and related factors 
表 4.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特征值和累计百分率 

No. 特征值 百分率% 累计百分率% 

1 2.3761 33.9446 33.9446 

2 1.3591 19.4154 53.3599 

3 0.9877 14.1105 67.4705 

4 0.9551 13.6447 81.1152 

5 0.6974 9.9626 91.0778 

6 0.3646 5.209 96.2868 

7 0.2599 3.71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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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load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student potential depression index and related factors 
表 5.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主成分载荷 

项目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主成分 3 主成分 4 主成分 5 

X1 0.526717 0.842871 0.515464 −0.19607 0.566487 

X2 0.222902 −0.64038 −0.071 0.498964 0.786219 

X3 −0.51192 0.184356 0.177697 0.073543 0.388489 

X4 0.125191 0.351239 −0.12245 0.840667 −0.2842 

X5 −0.42791 0.272077 0.049939 0.11633 0.219299 

X6 −0.03846 −0.17529 0.541446 0.110016 −0.15868 

X7 0.278404 0.108435 0.087125 −0.02564 0.095078 

 
2) 主成分 2 中，参与集体活动 X1 和任职学生干部 X2 的权重系数较大，主成分 2 主要反映了学生

集体观念和活动组织能力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信息。同时家庭经济条件 X4 的权重系数也不低，主

成分 2 同时反映了家庭经济条件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信息。可以认为主成分 2 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

的参与集体活动和组织能力因子。 
3) 主成分 3 中，参与集体活动 X1 和身体伤害 X6 的权重系数大，主成分 3 主要反映了学生人际关

系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信息。可以认为主成分 3 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人际关系因子。 
4) 主成分 4 中，家庭经济条件 X4 和任职学生干部 X2 的权重系数较大，主成分 4 主要反映了家庭

经济状况和活动组织能力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信息。可以认为主成分 4 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家庭

经济条件因子。 
5) 主成分 5 中，参与集体活动 X1 和任职学生干部 X2 的权重系数均较大，表明主成分 5 主要反映

了学生集体观念和活动组织能力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信息。同时学业挫折 X3 的权重系数也不低，

主成分 5 同时反映了学生学业水平短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信息。可以认为主成分 5 为学生潜在忧郁

指数的集体活动和组织能力因子。 

4. 讨论及建议 

将相关分析方法应用于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评价，给出了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各

个因素与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关系。运用本文给出的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评价因素和方法，可以有效地

摸清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为评价学生精神面貌心理健康水平，从而做好学生心理辅导工作，提供了一种

新颖的手段和方式。 
通过相关和通径分析，揭示了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各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它们对学生潜在

忧郁指数作用的大小。结果表明，各因素与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关联强度不完全相同。情感挫折、学业

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三者是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最强烈的直接作用因素，这与学生处于青春期情感起伏

较大，家庭情感氛围以及学业压力对学生的影响有关。除此之外，本研究结果提示身体伤害对学生潜在

忧郁指数直接作用不可小觑，一般研究认为，学生在学校与同学关系不好，喜爱打架斗殴，身体经常受

伤害，外伤影响内心是必然的，身体伤害对学生的潜在忧郁指数有正向影响。本研究中通径分析结果表

明，参与集体活动这个因素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作用为正值，一般来说学生越喜欢参与集体活动，给

人的印象就很阳光，就越能降低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但本研究发现是参与集体活动因素对学生潜在忧郁

指数的影响并不明确。本研究结果也提示，家庭经济条件和任职学生干部是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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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负向因素，说明家庭经济条件好，喜爱任职学生干部的同学心态阳光，抵御不利内外环境因素能力较

强，能降低潜在忧郁指数。本研究的通径分析是以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其结

果有一定局限性。最终阐明各作用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还需基

于较大地区范围内的通径分析。 
在评价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之前，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进行研究，选出影响学生

潜在忧郁指数的重要因素，这样可以减少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盲目性，增加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针对性，

减少失误，有利于做好学生心理辅导工作。通过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相关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找到了

五个主成分，这五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 91.08%，已经超过 85%，主成分 1 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内

心抗压力因子，主成分 2 和主成分 5 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参与集体活动和组织能力因子，主成分 3 为

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人际关系因子，主成分 4 为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家庭经济条件因子。用主成分分析

法确定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主要因子，较采用参与集体活动，任职学生干部，学业挫折，家庭经济

条件，情感挫折，身体伤害和家庭情感氛围度中一个或者几个性状的加权更为准确，更为科学。利用主

成分分析方法，将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各个影响因子进行分类选择，对学生潜在忧郁指数进行梳理，为

高校辅导员做好学生心理辅导工作，提高学生个体心理辅导针对性提供了努力方向。 
本研究选出情感挫折、学业挫折和家庭情感氛围三者为主要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的因子，与目前

高校学生心理辅导的实际现状吻合。学业挫折因素不是位列第一要素，而是第二，说明非学业因素一定

程度上影响学生潜在忧郁指数，目前的学生心理辅导工作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大多数研究表明，各科

成绩优异学业挫折较少的学生在学校同学中更自信，精神面貌更阳光，学生潜在忧郁指数也应该较低，

但对性格内向的学生的潜在忧郁指数影响并不是最大，说明对个别学生心理辅导时候不仅仅只看成绩，

还应该多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从学生家庭、班级寝室人缘角度分析，找准主要问题所在，做好每个学

生的心理辅导工作，这样子学生个个心理都健康，保持阳光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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