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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某中学超重、肥胖与不同性别

初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
阙敏 陶芳标 何春燕 张丽华 朱鹏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超重、肥胖与男女初中学生生活满意度、抑郁、焦虑、自我意识水平之间的相

关性。方法对象为合肥市某中学1818名初一和初二学生，用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流行病学

调查中心用抑郁量表、特质焦虑量表和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及相应的评价标准进行心理健康评定，同时

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MI)值。参考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BMI值分类标准进

行分组，分析男女生及体重正常、超重、肥胖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以及男女生BMI与4个量表

评分的相关性。结果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21．5％和7．7％)显著高于女生(8．0％和2．8％)。体

重正常组生活满意度评分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超重组抑郁评分的性别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46)。在女生中，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3组的抑郁、特质焦虑和自我意识评分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肥胖组抑郁和焦虑评分显著高于体重正常组(P=0．012和P=0．035)，

肥胖组自我意识评分低于体重正常组(P：0．014)，超重组抑郁评分高于体重正常组(P=0。025)。

结论超重、肥胖检出率女生低于男生，但女生超重和肥胖者心理健康水平与体重正常者的差别较男生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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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verweight，obesity and indices as

satisfaction of，life，trait anxiety，depression，self concept etc． in male and female junior middle schooI

students．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1818 panicipants in a middle sch00l in

Hefei city，Anhui province． This contents of survey would include Multidimensional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MSLsS)，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and 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 Concept Scale(PHSCS)． Anthropometric measures

were taken together with the calculation of body mass index(BMI)． Th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norrrIal一weight，overweight and obeSity groups by BMI separate c“teria． Gender difference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group differences of mental health among normal一weight，overweight obesity students

were analyzed．Relationships between BMI and the scores of MSLSS，CESD，TAI，PHSCS were eStimated

among boyS and girls reSpectjvely． R鹳Ⅱlts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商ty of boyS

(21．5％，7．7％)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girls(8．O％，2．8％)．Difference of the MSLSS s∞res

in gender was significant among nomlal—weight group(P=O．002)．The difference of the CESD scores in

gender was significant among overweight group(P=0．046)．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s of

the CESD scores，TAI scoreS，and PHSCS scores among normal一weight，overweight and obese girls(P<

0．05)．Both the CESD score and TAI s∞re of obeSe girls were higher than normal—weight girIs(P=

O．012 and P=0．035)．The PHSCS score of obese girls was lower than normal—weight girls(P=0．014)

and the group difference of the CES—D score was also significant between overweight and nomal—weight
girls(P=0．025)．Conclusi伽Both prevalence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of boy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girls．NeverthelesS，level of mental health level among girls with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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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有升高的

趋势⋯。同时，我国大城市学生群体中肥胖也开始

全面流行旧J，肥胖是很多身心健康问题的危险因素

之一旧’51。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突增阶段，发育因素

如性发育对男女学生的心理影响不同帕-，肥胖对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目前国内

相关报道较少。此次对合肥市某中学学生进行心理

问卷调查，从多个维度评价青少年心理健康现况以

及超重和肥胖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于2006年5月抽取合肥市某中学

初一和初二1818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35人因

病、因事缺席，12份调查表存在缺、漏项，回收完整

调查表1771份，其中男生911人占51．4％，平均年

龄(12．65±0．731)岁，女生860人占48．6％，平均年

龄(12．57±0．708)岁；初一906人占51．2％，初二

865人占48．8％。

2．调查内容与方法：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MSLSS)是由美国学者Huebner编制o7I，共有40

项，并参照对量表进行汉化的研究旧1，量表采用六级

评分形式：1=十分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有些

不同意，4=有些同意，5=比较同意，6=十分同意。

评分包括家庭、朋友、学校、居住环境、自我5个因

子，评分越高代表在该因子的满意程度越高。1977

年美国国立精神研究所编制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心用

抑郁量表(CES—D)共有20项题目，筛查出有抑郁症

状的对象，量表评分越高反映抑郁水平越高凹]。特

质焦虑量表(TAI)是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STAI)的

两个组成部分之一∽1，包含20项，用于评价相对稳

定的、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

向，量表评分越高提示特质焦虑水平越高。Piers-

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SCS)，用于评价儿童

对自己在环境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以及自身的

价值观念∽1，包括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

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6个分量表，评分过

低说明某方面存在困难，评分过高反映在某方面对

自己的要求越高，可能对挫折的耐受能力不足。使

用MSLSS、CES—D、TAI、PHSCS和自编的学生一般

情况调查表对上述学生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要求

被调查的学生集中在教室，由调查人员统一讲解量

表的正确填写方法，同时要求自愿独立完成，并当场

收回。测量每个学生身高和体重，用身高坐高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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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高，精确到O．1 cm；用杠杆式体重称测量体重，

精确至00．1 kg。

3．评价标准：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体重指数

(BMI，kg／m2)，根据中国肥胖工作组2004年公布的

“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

类标准”对每个学生进行超重和肥胖评价¨0|，将所

有学生分为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三组。应用4个

量表及相应的评价标准，分别计算每个学生各量表

总分‘7’9I。

4．质量控制：培训调查员，统一指导语。充分考

虑保护学生隐私，无记名填写问卷。

5．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先经EpiData 3．0软件

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入检错。数据统计依据心理

卫生量表手册量表评分要求严格操作，最后数据经

计算机统一处理。使用SPSS 10．0统计软件。统计

方法有方差分析、￡检验、x2检验、Pearson相关和偏

相关分析。

结 果

1．BMI及心理健康评分的性别和年级比较：男

生BMI值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0)。男生的生活满意度、抑郁、特质焦虑和自我

意识评分均低于女生，而且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抑郁

评分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初一学生BMI整体水平低于初二(P=0．004)。初

一的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意识评分均高于初二，初一

的抑郁和特质焦虑评分均低于初二学生，4个量表

评分的年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超重和肥胖检出率：结果显示，超重检出率

15．0％(265／1771)，肥胖检出率为5．3％(94／1771)。

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21．5％、7．7％，女生

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8．0％、2．8％。男生超重

和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63．25，P=0．000；Y2=21．06，P=0．000)。初一学

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6．1％、5．4％，初二学

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8％、5．2％，年级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心理量表评分在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组间

分布及其性别差异：

(1)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学生4个量表评分的

性别间比较：由表2可见，体重正常组女生的生活满

意度、抑郁、特质焦虑和自我意识评分均高于体重正

常组男生，体重正常组生活满意度评分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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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合肥市某中学学生BMI及心理健康评分的性别和年级比较(j±s)

有统计学意义(P=0．002)；超重和肥胖组男生的生

活满意度和自我意识评分高于女生，女生的抑郁和

特质焦虑评分高于男生，超重组抑郁和特质焦虑的

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男女生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组4个量表评

分的比较：分别对男女生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三组

的各量表评分进行方差分析，女生三组抑郁、焦虑和

自我意识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

生4个量表评分的三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进一步对各个量表评分进行组

间两两比较的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检验，在

女生中，肥胖组的抑郁和焦虑评分显著高于体重正

常组，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意识评分明显落后于体重

正常组(P<0．05)，女生体重正常组与超重组抑郁

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生超重与肥

胖组各个量表评分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男生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3)BMI与4个量表评分的相关性分析：分别

对男女生的BMI与4个量表评分进行PearSon相关

与偏相关分析，在控制男女生的年级因素(偏相关

1)、年级和年龄2个因素(偏相关2)、年级与年龄和

家庭经济水平3个因素(偏相关3)以及年级、年龄、

家庭经济水平和学习成绩4个因素(偏相关4)，结

果见表3。在女生中，BMI与抑郁评分呈现弱的正

相关(P<0．01)，BMI与自我意识评分存在弱的负

相关(P<0．01)。逐渐控制年级、年龄、家庭经济水

平和学习成绩因素后，女生BMI与抑郁及自我意识

评分相关性的变化较小，提示年级、年龄、家庭经济

水平和学习成绩对女生的影响不大。男生中，BMI

与4个量表评分的Pearson相关分析以及逐渐控制

年级、年龄、家庭经济水平和学习成绩因素的偏相关

分析的结果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合肥市某中学学生BMI与4个量表评分的

PearSon相关和偏相关分析(r)

注：o P<0．01

讨 论

1．超重和肥胖检出状况：调查显示该中学超重

和肥胖的检出率(15．0％和5．3％)、男生超重和肥胖

的检出率(21．5％和7．7％)均高于2000年我国大城

市13～15岁男生超重和肥胖总检出率(11．33％和

4．37％)，女生的检出率(8．0％和2．8％)也略高于大

城市的平均水平(7．27％和2．37％)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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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量表评分的性别差异分布：男生的生活

满意度、抑郁、特质焦虑和自我意识评分均低于女

生。说明女生的抑郁和特质焦虑情绪较男生严重，

但是女生的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意识水平高于男生，

而且，女生4项评分在三组间差异较男生大。女生

的超重和肥胖组抑郁评分显著高于体重正常组，同

时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意识评分明显低于体重正常

组。女生的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意识的水平均随着超

重与肥胖程度的增加而降低，抑郁和特质焦虑水平

均随着超重与肥胖程度的增加而增长。在男生中，

三组的抑郁、焦虑、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意识评分的组

间差异均不显著。结果提示体形与该校女生生活满

意度、抑郁、特质焦虑和自我意识的关联较男生明

显。体重过重与女生抑郁情绪及自我意识水平相关

的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类似¨1。131。

3．女生BMI与抑郁和自我意识评分相关：女生

BMI与抑郁及自我意识评分存在弱相关，关联程度

较男生显著，而且女生中的这些相关性较稳定，受到

年级、年龄、家庭经济水平和学习成绩的影响较小。

结果提示，在女生中体形可能是抑郁及自我意识水

平的一个相关因素。Needham和Crosnoe¨4 o对11～

21岁青少年的研究也显示控制体育锻炼和社会人

口统计学特征后，女生的相对体重与抑郁相关联，而

在男生中则没有发现。wadden等对青少年的病例

对照研究提示，自我意识评分与BMI存在弱相关，

部分肥胖女生进行减肥后，自我意识评分显著升高、

抑郁评分显著下降，在控制家庭经济水平、年龄和年

级因素后，BMI与女生心理健康状况仍有较强的相

关性。Groodman和whitaker【1 5。对青少年追踪1年

调查发现，抑郁与1年之后的体重增加相关，控制干

扰因素包括种族和社会经济因素后，抑郁与肥胖存

在独立的相关性，而且在对美国15 112名有代表性

青少年的抑郁和肥胖的相关性分析中u 6|，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的人群归因危险度较高。可能男生的心理

状况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更多或者BMI与心理健康

相关性受到更重要因素的影响，但是本次研究未纳

入分析。

研究显示，由于青春期生理发育的性别差异对

男女生心理健康状态的影响不同，男生正确认识看

待性生理变化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男生对生理上

突变与女生相比显得情绪平稳u7’18]，第二性征发育

可能从生理和心理两条途径影响心理健康水平。从

遗传性角度来看，有双生子试验发现抑郁的基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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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性只体现在青春期女生身上，女生对消极事件倾

向于抑郁体验的易感性更高。而初中阶段学业繁

重，学习压力大，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学生期望和压

力较复杂，加上传统观念和现代社会审美观的要求，

导致超重与肥胖的学生在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

中易遭遇阻力和挫折，特别是女生¨9。。本研究提

示，超重与肥胖产生的系列心理行为问题对生长发

育、学习、生活质量乃至人生观都可能产生极大的影

响，对于超重与肥胖的女生需要加强心理健康咨询

与宣传；力求做到有效预防和减少肥胖与心理问题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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