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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重大创伤事件、安全感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方法 于 2018 年 4 月至 10 月,使用

问卷调查法对 8079 名大一新生进行横断面调查。 结果 重大创伤事件得分与安全感得分呈负相关( r =
-0. 14,P<0. 05),重大创伤事件得分与抑郁症状评分呈正相关( r= 0. 16,P<0. 05),安全感得分与抑郁症状评分

呈负相关( r= -0. 48,P<0. 05);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抑郁症状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 40. 38%。 结论 重大创伤事件可以直接影响大一新生抑郁症状,也可以通过安全感的中介间接作用于大

一新生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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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vere
 

traumatic
 

events, secur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8079
 

Chinese
 

freshmen
 

from
 

April
 

to
 

October
 

2018. Results The
 

number
 

of
 

severe
 

traumatic
 

event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security
 

( r =
-0. 14,P < 0. 05), the

 

number
 

of
 

severe
 

traumatic
 

ev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 r= 0. 16,P<0. 05),and
 

the
 

total
 

score
 

of
 

secur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 r = -0. 48,P< 0. 05).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securit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severe
 

traumatic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accounting
 

for
 

40. 38%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Severe
 

trau-
matic

 

events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freshmen,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freshmen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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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新生处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

期,其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 11. 34%
 

,且处于上升

趋势,已成为影响大学生未来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1-3] 。
大学新生出现抑郁症状的原因即内在个人因

素与外部环境因素[4] 。 环境因素作为可控因素,
对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尤为重要。 学习和生

活中遭遇的创伤性或压力性事件对年轻大学生的

影响也越来越大[5] 。
重大创伤事件在大学生成长过程发生概率很

高,且会产生长久的迁延效应[6] ,严重危害其心理

健康,甚至产生抑郁症状[7] 。 个体做出的特定反

应非常关键,影响自身认知偏差后做出的消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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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5] 。 重大创伤事件不是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

症状,而是通过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8] 。
当个体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其基本的安全感

需要无法满足[5] ,会将外界的信息解释为威胁的、
不安全的,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消极认知偏向[9] ;此
外,安全感水平会显著的负向预测抑郁情绪[10] 。
根据 Beck 抑郁症认知模型,当基本的个体安全感

需要难以满足时,个体就会逐渐形成负性认知图

式[11-12] ,进而内化成病理性的认知结构,病理性认

知结构和诱发因素相互作用,进而引发抑郁症等情

绪障碍[12] 。 儿童期的重大创伤经历仍然可以增加

大学新生的抑郁症状风险[2] ,这种重大创伤事件

的迁延效应与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长期被破坏有关。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

大学新生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拟通过大样本横断面调查,结合 Beck

抑郁模型[11] 与 Young 的图式认知理论[12] ,分析重

大创伤事件影响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可能路径以

及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大学新生抑郁症状之

间的中介作用,为大学生抑郁症防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18 年 4 月—10 月开展,采用整群

抽样的方法对 9928 名山东省济宁市、日照市及潍

坊市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经研究者剔除无效样本,
最终有效问卷 8079 份,问卷有效率为 81. 38%。 其

中,男性 3225 名,女性 4854 名;城市户籍 2995 名,
农村户籍 5084 名;独生子女 3075 人,非独生子女

4992 人;平均年龄为(18. 36±0. 86)岁。
1. 2　 研究工具

1. 2. 1　 患者健康问卷-9( 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9,PHQ-9) [13] 　 采用 Liket

 

4 点评分法,得分

越高,抑郁症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
bach′

 

s
 

α 为 0. 83。
1. 2. 2　 自编重大创伤事件调查问卷 　 使用自编

23 项重大创伤事件进行问卷测量。 采用二级评

分:0(否)、1(是),统计经历过的重大创伤事件数

量。 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59。
1. 2. 3　 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naire,SQ) 　
安全感量表由丛中等[14] 编制,共 16 个项目。 采用

5 点计分法,1 代表“非常符合”、5 代表“非常不符

合”,得分越高,个体安全感越高。 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89。
1. 3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5. 0 进行分析,运用 Harman 单因

素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偏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用 M(P25,P75 )表示;计数资料以 n / %表

示。 采用 Spearman 相关进行相关分析,两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 参考温忠鳞等[15] 的

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使用 SPSS
 

PROCESS 宏程

序,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均以双

侧 α = 0. 05 为检验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 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 Harman 单

因素检测法对各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有 29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公

因子,第一公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率为 11. 30%,
小于 40%的临界值[16]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

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表 1　 大一新生抑郁总分、重大创伤事件、
安全感总分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

变量 n(%)
抑郁总分

M(P25,P75)
重大创伤事件

M(P25,P75)
安全感总分

M(P25,P75)

性别

　 男 3225(39. 92) 4. 00(2. 00,7. 00) 1. 00(0,2. 00) 56. 00(48. 00,64. 00)
　 女 4854(60. 08) 4. 00(2. 00,7. 00) 1. 00(0,2. 00) 57. 00(50. 00,63. 00)
Z 5. 65 -2. 21 1. 08
P <0. 001 0. 027 0. 281

户籍地

　 城镇 2995(37. 07) 4. 00(2. 00,7. 00) 1. 00(0,2. 00) 57. 00(49. 00,64. 00)
　 农村 5084(62. 93) 4. 00(2. 00,7. 00) 1. 00(0,2. 00) 56. 00(49. 00,63. 00)

Z 1. 36 3. 24 -1. 88
P 0. 174 0. 001 0. 060

独生子女

　 是 3075(38. 45) 4. 00(2. 00,7. 00) 1. 00(0,2. 00) 57. 00(48. 00,64. 00)
　 否 4992(61. 55) 4. 00(2. 00,7. 00) 1. 00(0,2. 00) 57. 00(49. 00,63. 00)
Z -1. 61 -1. 46 -0. 86
P 0. 108 0. 145 0. 393

2.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男性抑郁总分低于女性(Z抑郁症状 = 5. 65,P <
0. 001), 但 经 历 的 重 大 创 伤 事 件 高 于 女 性

(Z重大创伤事件 = -2. 21,P = 0. 027);农村大学生经历

的重大创伤事件高于城镇大学生 (Z重大创伤事件 =
3. 24,P<0. 001)。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重大创伤事

件数量与安全感得分呈负相关;安全感得分与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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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呈负相关;重大创伤事件数量与抑郁症状呈正

相关。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P25,P75) 抑郁总分 重大创伤事件 安全感总分

抑郁总分 4. 00(2. 00,7. 00) 1
重大创伤事件 1. 00(0,2. 00) 0. 16∗ 1
安全感总分 57. 00(49. 00,63. 25) -0. 48∗ -0. 14∗ 1

注:∗P<0. 05。

2. 3　 安全感对重大创伤事件和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

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重大创伤事件为自变

量,安全感为中介变量,在控制学生的年龄、性别、
户籍地和独生子女等混杂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中介

效应模型如图 1 所示。 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

样 5000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3。 重

大创伤事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安全感(β = -0. 17,
P< 0. 001);安全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症状

(β= -0. 47,P<0. 001);重大生活事件能够正向预

测抑郁症状(β= 0. 12,P<0. 001);安全感在重大生

活事件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由于重大

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显著,因此,安全

感在重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为 0. 21,占总效应的 40. 38%。 见表 4。

表 3　 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模型 1

β t P

模型 2

β t P

模型 3

β t P

性别 0. 04 3. 30 0. 001 0. 003 0. 29 0. 774 0. 04 3. 89 <0. 001
 

年龄 0. 01 0. 62 0. 534 0. 02 1. 33 0. 184 0. 001 1. 41 0. 159
籍贯 0. 01 0. 70 0. 486 -0. 02 -1. 76 0. 078 -0. 002 -0. 15 0. 885
独生子女 0. 01 0. 78 0. 436 0. 001 0. 07

 

0. 943 0. 01 0. 92 0. 358
重大创伤事件 0. 19 17. 47 <0. 001 -0. 17 -15. 22 <0. 001 0. 12 11. 55 <0. 001
安全感 -0. 47 -46. 64 <0. 001
R 0. 20 0. 17 0. 50
R2 0. 04 0. 03 0. 25

 

F 63. 06c 47. 65c 429. 81c

注:模型 1. 重大创伤事件预测抑郁症状;模型 2. 重大创伤事件预测安全感;模型 3. 重大创伤事件

和安全感共同预测抑郁症状;cP<0. 001。

图 1　 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

路径

表 4　 重大创伤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

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表

效应类别 效应值 标准误 95%CI
效应

占比 / %

总效应 0. 52 0. 03 [0. 46,0. 58]
直接效应 0. 31 0. 03 [0. 26,0. 36] 59. 62
中介效应 0. 21 0. 02 [0. 18,0. 24] 40. 38

3　 讨论

3. 1　 重大创伤事件与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重大创伤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症

状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且抑郁症状的数量或严

重程度与个体经历的重大创伤事件数量或种类呈

正相关关系。 其机制可以用 Young 等的图式理论

解释[12] ,即应急源(如创伤事件)和认知因素之间

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功能失调的情绪和不良行为

方式,当越多的应急源出现时,可能会导致失调的

情绪和行为方式越多,而增加患抑郁症状的风

险[17] 。 因此,重大创伤事件是大学生群体抑郁症

状的重要预测因子,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预防和干

预时,必须着重关注有重大创伤事件经历的学生。
3. 2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安全感在重大创伤事件与大学新

生抑郁症状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 40. 38%。 经历重大创伤事件数量越多的大

学生,其安全感越弱,从而进一步引发抑郁症状,与
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18] 。 抑郁症状更倾向于一种

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消极应对方式[5] 。 当重大

创伤事件发生时,高安全感的个体拥有极高的个体

独立意识,会通过合理利用支持性资源,以更加积

极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应激源(创伤事件) [19] ,从而

避免陷入抑郁症状的消极应对中。
因此,对于重大创伤事件而造成的抑郁,应尽

量提高外部环境的安全感水平来进行干预。 于个

人而言,不仅要提高自我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来改

善症状,更要修正自身缺乏安全感的负性认知模

式[16] 。 在家庭中,父母应创造温馨愉快的家庭环

境,互相关心、定期交流、对孩子进行长期陪伴,以
此来提升孩子的安全感。 而在学校,除了提供良好

的学习氛围、心理干预之外,应注意大学生因长期

的外界帮助产生心理依赖,从而逐渐形成外控型的

归因方式[5] 。 外控型方式的个体在遭遇重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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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时,如果学校心理治疗或者环境氛围无法满足

其心理需要,就极可能会将不良行为后果归因于外

部环境因素,从而采取更加消极的应对方式,同时

其安全感也会迅速下降[20] 。 各高校可开展培养内

归因能力的课程或活动,在提供高安全感的环境之

外,培养大学新生的主观安全感。
 

4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重大创伤事件可以显著正向预

测大学新生抑郁症状,并通过影响安全感间接影响

大学新生的抑郁症状。 基于 Young 等的图式理论

和 Beck 的抑郁模型理论,本研究深入了解重大创

伤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复杂发生机制,从而

为大学新生心理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有针对性

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重大创伤事件对大学新

生抑郁症状的作用路径也十分复杂。 未来的研究

需探究其他可能的作用路径或调节机制,为大学新

生抑郁症状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多的方案。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Hsieh
 

CR,Qin
 

X. Depression
 

hurts,depression
 

costs:
The

 

medical
 

spending
 

attributable
 

to
 

depression
 

and
 

de-
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a[ J] . Health
 

Econ,2018,27
(3):525-544. DOI:10. 1002 / hec. 3604.

[2] 于闯,陈佩儀,杨雪岭. 童年创伤对大学新生抑郁症

状的影响: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和生活事件的调节

作用[J]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21,30(7):
615-620. DOI: 10. 3760 / cma. j. cn371468-20210201-
00067.

[3] Copeland
 

WE,Alaie
 

I,Jonsson
 

U,et
 

al. Association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with
 

adult
 

psychi-
atric

 

and
 

functional
 

outcomes[J] . J
 

Am
 

Acad
 

Child
 

Ad-
olesc

 

Psychiatry,2021,60(5):604-611. DOI:10. 1016 /
j. jaac. 2020. 07. 895.

[4] Onoue
 

T,Toda
 

H,Nakai
 

Y. Childhood
 

stress
 

and
 

depres-
sion [ J] . Nihon

 

Shinkei
 

Seishin
 

Yakurigaku
 

Zasshi,
2013,33(3):105-110.

[5] 盛靓,王金睿,周姿言,等. 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

抑郁———安全感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J] . 中国校

外教育,2022(5):43-56.
[6] 李雪鹏. 大学生早期应激与成年后焦虑抑郁症状水

平的关系研究[D] . 重庆:西南大学,2020.
[7] 许瑞雪,慕福芹,段熙明,等.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碍

与惊恐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J] .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2,45 ( 5): 309-314. DOI: 10. 3969 / j. issn. 1000-
9760. 2022. 05. 002.

[8] Grey
 

I,Arora
 

T,Thomas
 

J,et
 

al.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depression
 

and
 

sleep
 

during
 

the
 

COV-
ID-19

 

pandemic [ J ] . Psychiatry
 

Res, 2020, 293:
113452. DOI:10. 1016 / j. psychres. 2020. 113452.

[9] 杨文丽. 安全感对认知偏向的影响研究[D] . 陕西:西
北大学,2019.

[10] Fan
 

H,Xue
 

L,Zhang
 

J,et
 

al.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
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J] . J
 

Affect
 

Disord,2021,294:375-
381. DOI:10. 1016 / j. jad. 2021. 07. 022.

[11] Beck
 

AT. Cognitive
 

therapy. A
 

30-year
 

retrospective
[J] . Am

 

Psychol, 1991, 46 ( 4): 368-375. DOI: 10.
1037 / / 0003-066x. 46. 4. 368.

[12] Kellogg
 

SH,Young
 

JE. Schema
 

therapy
 

for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J] . J
 

Clin
 

Psychol,2006,62(4):
445-458. DOI:10. 1002 / jclp. 20240.

[13] Martin
 

A,Rief
 

W,Klaiberg
 

A,et
 

al. Validity
 

of
 

the
 

brief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mood
 

scale
 

(PHQ-9)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J] . Gen
 

Hosp
 

Psychiatry,2006,28
(1):71-77. DOI:10. 1016 / j. genhosppsych. 2005. 07.
003.

[14] 丛中,安莉娟. 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

检验[ J]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2):97-99.
DOI:10. 3321 / j. issn:1000-6729. 2004. 02. 010.

[15]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J] . 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16] 熊红星,张璟,叶宝娟,等.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

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J] . 心理科学进展,2012,
20( 5): 757-769. DOI: 10. 3724 / SP. J. 1042. 2012.
00757.

[17] 秦红霞,许燕,史慧玥,等. 童年期创伤对大学生抑郁

的影响: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和负性生活事件的作用

[J] . 心理学探新,2020,40(3):277-282.
[18] 刘珏,郭年新,麻超. 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大学生抑郁

症状的影响:安全感和拒绝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J] .
现代预防医学,2018,45(10):1783-1786.

[19] 倪亚琨,郭腾飞,陈萍,等.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领悟社

会支持对自尊的影响:安全感、同伴关系的复合式多

元中介效应[J]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4):
695-700, 745. DOI: 10. 16128 / j. cnki. 1005-3611.
2015. 04. 029.

[20] 沈友田,胡笑羽,叶宝娟. 压力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

机制:领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J] . 心

理学探新,2018,38(3):267-272.
  

(收稿日期　 2023-05-21)
(本文编辑:甘慧敏)

·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