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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武汉某高校大学生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为高校大学生抑郁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

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武汉某高校的1200名在校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88份，有效率为90.67%。结果：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抑郁检

出率比较来看，不同性别(χ2 = 7.454, P < 0.05)、不同专业(χ2 = 8.081, P < 0.05)、不同同胞状况(χ2 = 
4.415, P < 0.05)、不同父母婚姻状况(χ2 = 8.756, P < 0.05)和不同性格(χ2 = 7.313, P < 0.05)均有统计学

意义。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290人存在抑郁，占26.65%。其中，轻度抑郁占14.25%，中度抑郁占7.44%，

重度抑郁占4.96%。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同胞状况、性格和父母婚姻状况对抑郁症

有重要影响(P < 0.05)。结论：大学生抑郁与性别、同胞状况、性格、父母婚姻状况有关，学校、社会和

家庭应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以缓解和改善大学生的抑郁状况，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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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pression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Wu-
han,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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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1200 college students in Wuhan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1088 valid question-
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0.67%. Results: The depression detection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was compared, including gender (χ2 = 
7.454, P < 0.05), major (χ2 =8.081, P < 0.05), sibling status (χ2 =4.415, P < 0.05), marital status of 
parents (χ2 = 8.756, P < 0.05) and different personality (χ2 = 7.313, P < 0.05).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surveyed, 290 were depressed, accounting for 26.65%. Among them, mild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14.25%, moderate depression accounted for 7.44%, and severe depression ac-
counted for 4.96%.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sibling status, personality and parents’ marital statu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depression (P < 
0.05).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is related to gender, sibling status, personality and 
parents’ marital status. Schools, society and families should take certain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alleviate and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growth.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Influencing Factor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人格发展、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面临着大学生活的适应、专业知识的

学习、交友恋爱、考研和择业等各种复杂的问题，由于大学生身心发展还不成熟，情绪的自我调节和自

我控制能力不强，从而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大学生的抑郁问题日益突显。抑郁是一类以显著而持久的

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认知功能损害、意志活动减退和躯体症状为主要临床特征的心境障碍，严重时甚

至悲观厌世、自伤和自杀(姚树桥，杨艳杰，2018)。(薛伟等，2014)研究发现大学生中存在很常见的抑郁

情况，(李田田等，2016)研究也发现 19.8%的大学生存在抑郁情绪。大学生抑郁已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

公共卫生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大学生抑郁状况的调查，对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进

行探讨，为抑郁症的早期干预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我们以武汉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 12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088 份，有效率为

90.67%。 

2.2. 方法 

首先在武汉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中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果以及出现的相关问题，完善调查

问卷；然后再进行正式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大学生以匿名方式填写调查问卷，当场回收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1) 基本情况：专业、年级、性别、家庭经济情况、独生子女状况、性格、父母婚姻状况

等。2) 抑郁状况：采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由 21 个条目组成，每条目按 0~3 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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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项目得分相加得总分。总分小于 10 分，表示很健康、无抑郁；总分 10 分~15 分，表示有轻度情绪

不良，要注意调节；总分大于 15 分者，表明已有抑郁，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当大于 25 分时，说明抑郁

已经比较严重了，必须看心理医生。 

2.3. 质量控制 

采取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使用统一指导语，确保现场调查方法的一致性。数据的录入和核对采

用 EpiData3.0，采取双份录入法。 

2.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

其影响因素。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为武汉某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抑郁检出率比较来看，不同性别(χ2 
= 7.454, P < 0.05)、不同专业(χ2 = 8.081, P < 0.05)、不同同胞状况(χ2 = 4.415, P < 0.05)、不同父母婚姻状况

(χ2 = 8.756, P < 0.05)和不同性格(χ2 = 7.313, P < 0.05)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detection rat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抑郁检出率比较 

主要变量 频数 抑郁人数 卡方值 P 值 

性别 
男 470 145 7.454 0.006 

女 618 145   

年级 

大一 531 135 1.699 0.637 

大二 463 126   

大三 76 22   

大四 19 7   

专业 

理工类 442 137 8.081 0.044 

文史类 389 94   

艺术类 83 22   

医学类 175 37   

同胞状况 
独生子女 588 172 4.415 0.036 

非独生子女 500 118   

家庭人均收入 

≤1000 元 143 49 5.736 0.333 

1001~2000 元 168 43   

2001~3000 元 177 44   

3001~5000 元 169 46   

>5000 元 136 31   

不知道 29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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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父母婚姻状况 

在婚 964 249 8.756 0.033 

丧偶 30 15   

离异 79 22   

分居 15 4   

性格 

内向 148 48 7.313 0.026 

外向 175 34   

内向、外向兼而有之 765 208   

3.2. 大学生抑郁状况 

按照 SDS 抑郁评价标准，在调查的 1088 名大学生中，290 人有抑郁症状(26.65%)，其中轻度抑郁 155
人(14.25%)、中度抑郁 81 人(7.44%)、重度抑郁 54 人(4.96%)，结果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depression survey result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抑郁调查结果分布情况 

抑郁状况 人数 构成比(%) 

没有抑郁 798 73.35 

轻度抑郁 155 14.25 

中度抑郁 81 7.44 

重度抑郁 54 4.96 

3.3. 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以大学生是否抑郁(1 = 抑郁状态，0 = 无抑郁状态)为因变量，以单

因素卡方检验中筛选出的 4 个与大学生抑郁相关的可疑危险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自变量赋值见表 3。结果显示，筛选出 4 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分别为性别、父母的婚姻状况、

性格和同胞状况(P < 0.05)。女大学生产生抑郁的危险性比较大；父母丧偶，抑郁产生的危险性较大；性

格内向、独生子女家庭抑郁产生的危险性也较大，结果见表 4。 
 

Table 3. Evalu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赋值 

变量 赋值 

性别 女 = 1；男 = 2 

专业 理工类 = 1；文史类 = 2；艺术类 = 3；医学类 = 4 

年级 一年级 = 1；二年级 = 2；三年级 = 3；四年级 = 4 

同胞状况 独生子女 = 1；非独生子女 = 2 

性格 内向 = 1；外向 = 2；内向、外向兼而有之 = 3 

家庭人均收入 ≤1000 元 = 1；1001~2000 元 = 2；2001~3000 元 = 
3；3001~5000 元 = 4；>5000 元 = 5；不知道 = 6 

父母婚姻状况 在婚 = 1；丧偶 = 2；离异 = 3；分居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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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表 4. 大学生抑郁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 S. E. Wald P 值  OR (95% CI) 

性别(对照 = 女) −0.333 0.153 4.751 0.029 0.717 0.531~0.967 

专业(对照 = 理工类)   4.961 0.175   

文史类 −0.255 0.170 2.242 0.134 0.775 0.555~1.082 

艺术类 −0.293 0.287 1.042 0.307 0.746 0.424~1.310 

医学类 −0.452 0.226 3.993 0.046 0.636 0.409~0.991 

年级(对照 = 一年级)   1.271 0.736   

二年级 0.128 0.159 0.646 0.422 1.136 0.832~1.552 

三年级 0.087 0.288 0.092 0.761 1.091 0.621~1.917 

四年级 0.480 0.514 0.873 0.350 1.616 0.590~4.427 

同胞状况 −2.577 0.640 16.221 0.000 0.076 0.022~0.266 

(对照 = 独生子女)       

家庭月收入(对照 = 1 ≤ 1000 元)   3.510 0.622   

1001~2000 元 −0.369 0.261 1.998 0.157 0.692 0.415~1.153 

2001~3000 元 −0.444 0.262 2.885 0.089 0.641 0.384~1.071 

3001~5000 元 −0.266 0.273 0.950 0.330 0.767 0.449~1.308 

>5000 元 −0.367 0.304 1.459 0.227 0.693 0.382~1.257 

不知道 −0.245 0.243 1.020 0.313 0.783 0.486~1.260 

父母的婚姻状况(对照 = 在婚)   8.770 0.033   

丧偶 0.682 0.404 2.846 0.092 1.977 0.896~4.364 

离异 0.024 0.286 0.007 0.933 1.024 0.584~1.796 

分居 0.930 0.540 2.962 0.085 2.534 0.879~7.304 

性格(对照 = 内向)   6.500 0.039   

外向 −0.657 0.273 5.764 0.016 0.519 0.303~0.886 

内向、外向兼而有之 −0.182 0.208 0.764 0.382 0.834 0.555~1.253 

常量 −0.286 0.609 0.221 0.638 0.751  

4. 讨论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文化素质较高、对事物

较为敏感的特殊群体，近年来，抑郁发生率不容乐观。本研究表明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26.65%，低于(董
晓梅等，2009)研究结果。 

本研究表明：女生比男生更易抑郁，与(张雅萍，2017)研究结果一致。一般来说，女生有焦虑、细腻、

依赖等心理特点，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更容易陷入孤独和无助，难以自拔，自我否定；再加上女生独

特的解剖生理特点，易导致抑郁的发生。有研究表明女性抑郁症患者发病率约为男性的 2 倍，其性别差

异可能与性激素、男女心理社会应激的行为模式不同有关(李美娟等，2010)。 
本研究表明，父母婚姻状况丧偶是大学生抑郁产生的危险因素。(徐秀梅等，2011)研究显示单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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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更易抑郁。(朱宝亮，2009)研究显示，较之来自完整家庭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的医学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较低，父爱或母爱的缺失使他们更容易产生诸如抑郁、自卑、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问题。  
本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是大学生抑郁产生的危险因素。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环境、教育条

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对挫折的耐受力较低，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另外，独生子女的学习经历和人

生经历相对比较顺利，他们常常缺乏坚定执着的信仰和追求，意志薄弱、感情脆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较差，当现实和理想不相符合时，极容易产生失落感，遇到难题畏缩不前，遇到打击一蹶不振，就会导

致抑郁状况的发生(于佳鑫，申淑征，2015)。 
本研究还显示，性格也是大学生抑郁产生的危险因素。性格主要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动机等过程

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抑郁心理的发生。不同人格特征的人抑郁症发生的概率是有差距的(杨扬，2018)。在

外界有害因素的冲击之下，性格内向的大学生由于缺乏自信心、遇事悲观、感情不外露、社会经验少、

对生活事件把握性低、过分的担心，这些人格特质都会使心理应激事件刺激加重，并且干扰到个人对事

件的处理，因而他们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较大。而外向性格的大学生在面对心理应激事件时则表现出较强

的耐受适应能力，产生抑郁心理的可能性较小。 

5. 结论 

总而言之，大学生抑郁问题比较突出，有关部门应重视大学生抑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并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调节，比如：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心理疏导及举办社交活动

等，以加强学生间的交流与沟通，提高其综合素质，使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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