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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抑郁的潜在类别及其与社交焦虑的关系。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和社交焦虑量表对

1000名大学生施测，共收回有效问卷812份，其中男生417 (51.4%)人，女生395 (48.6%)人。采用潜

在剖面分析法探讨大学生抑郁的潜在类别，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性别、年龄、生源地和社交

焦虑对抑郁的潜在类别的影响。结论：大学生抑郁包括无抑郁组和轻度抑郁组；性别和社交焦虑是大学

生抑郁潜在类别的主要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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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anxiety. Method: Totally 100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the Self-Rating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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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ion Scale (SDS) and Social Anxiety Sub-scale of the Self-Consciousness Scale (SAS) and a total 
of 81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mong them, 417 (51.4%) were male students and 395 
(48.6%) were female students. Potential profile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catego-
ries of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gender, age, place of origin and social anxiety on their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Conclu-
sion: The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no depression group and mild de-
pression group. Gender and social anxiety scores were predi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potential 
categories of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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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是目前被公认为发病率最高的精神卫生疾病，也是引发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因素(Çelik et al., 2019)，
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意志减退、思维迟缓和对外界漠不关心等症状(何娟娟等，2021)。WHO 统计资料

表明，到 2017 年为止，全球范围内已有逾 3 亿人患有各种程度的抑郁，甚至一年有将近 80 万人因抑郁

选择轻生，其中大学生已成为抑郁的高发群体(王蜜源等，2020a；吴漾等，2020)。抑郁不但会造成个体

对生活满意度的降低，而且还会对个体的心理行为适应产生负性影响(侯绪婧等，2019)。王蜜源等(2020b)
对近 10 年中国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抑郁检出率在 8.00%~74.00%之间，并且仍具有上升趋势。特

别是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抑郁等心理反应(Wang et al., 2020)。已有研究证明，

新冠肺炎疫情后大学生抑郁检出率高于疫情前(朱卓妍等，2022)，如今抑郁已成为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

亟待解决的心理问题。 
大学生正处于成年初期(弓思源，胥兴春，2011)，在此阶段，他们的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社会经验相

对缺乏，再加上学业等压力会使抑郁等内化情绪较为严重(肖晶等，2015)。长此以往，会导致大学生学习

效率下降，人际交往障碍，严重时可能出现自杀或自伤现象(赵颖等，2021；刘晓秋，白志军，2014)。目

前，对于大学生抑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横断面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鲜有研究从个体为中心的角度考察

大学生抑郁的变化模式。因此，本研究拟从个体中心的角度，考察大学生抑郁的潜在类别模式。据此，

提出假设 H1：大学生抑郁具有不同的潜在类别。 
此外，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不仅与大学生抑郁密切相关(Eng et al., 2001)，且能显著预测大学

生抑郁(鞠芊芊等，2018)。按照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的观点，社交焦虑者会对周围环境具有威胁性，

对外界产生恐惧和高度敏感，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长期拒绝与外界接触，从而导致抑郁情绪的产

生(彭顺等，2019)。然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从个体中心的角度探讨社交焦虑对抑郁类别的影响。因此，

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H2：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抑郁潜在类别有显著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式从内蒙古自治区 2 所高校随机抽取 100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选取的被试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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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工科专业，医学专业等。共收回有效问卷 812 份。其中男生 417 人，女生 395 人；

大一 376 人，大二 147 人，大三 212 人，大四 77 人。被试平均年龄为 20.74 ± 1.58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抑郁自评量表(SDS) 
由 Zung (1965)编制，单维结构，共 20 个条目，其中有 10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采用 4 级评分，被试

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程度越严重。20 个条目中各条目分数累加得到总分，其总分 × 1.25 得到标准分。我

国以 SDS 标准分 ≥ 50 认定为有抑郁症状(郭念锋，2012)。其分数在 50~59 分，称之为轻度抑郁；其分数

在 60~69 分，称之为中度抑郁；其分数在 70 分以上，称之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 

2.2.2. 社交焦虑量(SAS) 
由 Fenigstein 等(1975)编制，单维结构，共 6 个条目，无反向计分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法，被试得分

越高说明社交焦虑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 

2.3.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Mplus7.4 软件和 SPSS26.0 统计软件。 

3. 结果及分析 

3.1. 大学生抑郁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对大学生抑郁进行潜在剖面分析(见表 1)，模型的拟合指标主要采用：AIC、BIC、aBIC、Entropy、
LMR 及 BLRT。分别把大学生抑郁类别分成 1 类、2 类、3 类、4 类、5 类进行模型竞争，结果表明：随

着分类增加，AIC 和 BIC 值均不断减小，而 Entropy 值均在 0.90 以上。分成 2 和 4 类时 LMR 值和 BLRT
值虽然均达到显著水平，但分成 2 类时更加显著，而分成 3 类或 5 类时 LMR 和 BLRT 值均未达到显著

水平。综合以上指标，本研究将大学生抑郁分为 2 个潜在类别。同时，其归属概率矩阵结果显示(见表 2)，
第 1 类别组被正确分类的概率达 95.6%，该组共 195 人(占全体的 24.0%)；第 2 类别组被正确分类的概率

达 98.6%，该组共 617 人(占全体的 76.0%)。 
 

Table 1. Summary of fitting index of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model 
表 1. 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指数汇总 

模型 K Log(L)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p) BLRT(p) 每一类所占比例(%) 

1 40 −19271.27 38622.55 38810.53 38683.50     

2 61 −18243.05 36608.10 36894.76 36701.05 0.90 <0.001 <0.001 24.0/76.0 

3 82 −17581.08 35326.15 35711.51 35451.11 0.94 0.25 0.26 20.0/74.5/5.5 

4 103 −16914.32 34034.63 34518.68 34191.60 0.93 0.04 0.04 20.3/60.2/14.8/4.7 

5 124 −16642.48 33532.96 34115.70 33721.93 0.93 0.06 0.06 19.3/11.5/13.0/51.8/4.4 

 
Table 2. Attribution probability of subjects in each potential category (%) 
表 2. 各潜在类别被试的归属概率(%) 

类别 C1 C2 
C1 0.96 0.04 
C2 0.02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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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潜在类别的命名及各类别的特点 

本研究进一步对大学生抑郁的 2 个潜在类别进行命名，根据 2 个潜在类别条件均值得分发现(见图 1)，
第一组得分较低，各条目得分均值为 1.35，总标准分为 33 分，根据 SDS 判定标准为无抑郁症状，故命

名为无抑郁组，第二组得分较高，各条目得分均值为 2.10，总标准分为 52，根据 SDS 评判标准呈轻度抑

郁症状，故命名为轻度抑郁组。 
 

 
Figure 1. Scores of 20 items of SDS in 2 latent classes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1. 大学生抑郁 2 个潜在类别在 SDS 20 个条目上的条件均值 

3.3. 大学生抑郁潜在类别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检验结果 

以大学生抑郁 2 个潜在类别，无抑郁组(参照组)和轻度抑郁组为结局变量，以性别(男性为参照)、年

龄、生源地(城市为参照)和社交焦虑为自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见表 3)，相对于男

性，女性出现抑郁的优势比为 1.79，即女性出现抑郁的概率比男性高 0.79 倍；社交焦虑得分每提高一个

单位，出现抑郁的概率增高 0.43 倍。 
 
Table 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social anxiety on latent classes of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表 3. 人口学变量与社交焦虑对抑郁潜在类别的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值 OR 值 
OR 值的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性别 0.58 0.18 <0.001 1.79 1.27 2.54 

年龄 0.07 0.06 0.25 1.07 0.95 1.20 

生源地 −0.33 0.17 0.05 0.72 0.51 1.00 

社交焦虑 0.36 0.09 <0.001 1.43 1.21 1.70 

常量 −1.52 1.23 0.22 0.22   

4. 讨论 

本研究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两所高校共 812 名大学生的抑郁自评量表上的应答结果，通过潜在剖面分

析大学生个体抑郁的异质性，将大学生抑郁分为无抑郁组和轻度抑郁组。无抑郁组在样本中占 2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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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抑郁组在样本中占 76%，略高于王蜜源等(2020b)的研究，但与之前大学生抑郁有上升趋势的研究结

果相吻合。产生这一结果的因素是多元的：首先，可能由于问卷发放的时间处于学期末，学生受考试的

影响情绪波动较大，抑郁程度相对较高；其次，王蜜源等学者纳入调查的文献涉及多种测量工具，如 ADI
量表、BDI 量表、CES-D 量表、SCL-90 等，与本研究采用的 SDS 量表有所差异，并且本研究采用潜在

剖面分析划分抑郁类别，将得分低的组命名为无抑郁组，得分较高的组命名为轻度抑郁组，不以单一的

量表得分为标准，导致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有所差异；再次，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知识更替的加速，

大一新生容易出现心理适应不良问题(符丹，马宁，2018)。如可能因成长环境的改善，大学生具有高度依

赖性又缺乏社会经验，导致了挫折承受能力不足、人际交往处理能力低，难以适应大学校园的群体生活。

又或许教学模式的改变，加上学业繁忙，许多大学生无法适应紧张充实的大学生活，感到紧张不安，增

加诱发抑郁情绪的概率。再者，为了拥有理想的工作岗位，除了掌握基本的专业课知识外，大学生还要

面对考研或报考各类资格证书以及就业压力等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大学生抑郁的重要的应激源(穆颖超，

郭慧芳，2018)。 
本研究进一步以抑郁潜在类别为结局变量，以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性别对大学生抑郁潜在类别有预测作用，且女性出现抑郁的概率比男性高，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

(Nolen-Hoeksema, 1995; Kessler et al., 1993)。女性多采用反思性的应对方式，遇事更少选择宣泄出来，反

而喜欢独自在内心琢磨烦恼，并且这种倾向性贯穿于整个成年期，这种反思方式是促使抑郁水平急剧升

高的主要因素(Nolen-Hoeksema et al., 1999)。此外，本研究发现，生源地、年龄对大学生抑郁潜类别的预

测作用不显著，这说明抑郁的潜在类别不受生源地和年龄的影响，不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本研究还发现，社交焦虑也是大学生抑郁潜在类别的主要预测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社交焦虑程度

高的人出现抑郁的概率更高(Eng et al., 2001)。社交焦虑程度较高的个体由于缺乏社交经验与技能，在人

际交往中可能采取不当的应对方式，产生负性社交体验(李波等，2003)，因而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不能

及时得到肯定性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从而使个体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这一结果支持了抑郁症的反应

条件正强化模型(Undurraga & Baldessarin, 2017)。此外，基于 Caprara 等人的研究发现，抑郁与个体对消

极情绪调节的认知能力较差有关，而社交焦虑程度较高的学生本身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对调整好情绪

状态的信心不足，自我效能感低，进一步增加抑郁产生的概率(Caprara et al., 2010)。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首先，本研究的取样数据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两所高校，被试取样

范围小，样本代表性不足，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有待验证。其次，本研究仅探讨了性别、年龄，生源地及

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抑郁类别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扩大取样的范围，并且加入更多因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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