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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重庆市中学生焦虑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茜茜 张大均 郭兰婷冯正直是明霞

【摘要】 目的研究重庆市中学生焦虑敏感的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

究，应用焦虑敏感同卷中文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及特质一状态焦虑量表进行调查，研究对象来自重

庆市12所中学58个班级的在校中学生，从初一到高三共计2700人，其中初中生占48．5％，高中生占

51．5％；女生占50．8％，男生占49 2％。结果 焦虑敏感水平没有显著的年级差异(P=0．49)，但有

性别差异．女生的焦虑敏感水平高于男生(P<O 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学习压力、特质焦虑、

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人际关系、某些生活事件(彳；喜欢上学、失恋、与人打架、遭父母打骂)、状态焦虑

等因索影响焦虑敏感水平的发展(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258、0，163、0 112、O 093、O．124、～0．096、

O 096)。结论生活事件、性别、自身心理特征等因素可能会影响中学生焦虑敏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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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敏感概念的提出起源于Rei$等⋯对惊恐

障碍的病因学研究。焦虑敏感的测评对于惊恐障碍

病因的探讨有着十分重要价值。国外对于焦虑敏感

的研究最初集中于惊恐障碍的临床样本，现在开始

将焦点转向了非临床样本尤其是青少年，因为对青

少年的研究更有利于对焦虑敏感的形成和发展进行

深入探讨。国外同类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工

具是焦虑敏感指数修订版(AsI—R)，其中文版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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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同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且可以用于中学生

^群研究Ⅲ。为了解重庆地区中学生焦虑敏感的现

状，于2005年对全市中学生焦虑敏感的流行病学特

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根据重庆市教育局提供的重点中学

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的构成比，以及从初一到高三的

年龄、性别的构成比，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从重庆市4个城区抽取3所重点中学和9所普通中

学，再从每个学校各年级抽取1个班。总共抽取12

所学校的58个班级，从初一到高三共计2816人。

2．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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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情况问卷：岛编闯卷，内容包括被试的

社会人口学信息，家庭情况，学校情况等。

(2)焦虑敏感问卷：采用焦虑敏感问卷中文版进

行测量”1，共15个项目，包括：“对生理唤醒的恐

惧”、“对认知失控的恐惧”及“对社会评价的恐惧”三

个因子。采用五级评分：1=从不；2=偶尔；3=有

时；4=经常；5=总是，累计各项目得分即为焦虑敏

感总分o

(3)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用于对青

少年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发生的频度和应激强度进行

评定；该量表共27个项目，分为6个因子：人际关

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以及其他，采

用五级评分。

(4)特质．状态焦虑量表(STAI)由二个分量表

共40个项目组成，可用于评定个体的焦虑情绪。第

l～20项为状态焦虑量表，第2l～40题为特质焦虑

量表，采用四级评分。

3．现场调查与质量控制：在研究对象选择上采

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研究者本人严格按照

问卷测试的操作步骤，以班级为单位团体测试，并当

场回收。现场调查时，不对调查表的内容进行解释。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和处理；一般情况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和f检验；

影响因索的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偏

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来进

行统计。

结 果

1．基本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2816份，全部回

收，数据完整有效者共2700份。其中初中生占

48．5％，高中生占51．5％；女生占50．8％，男生占

49．2％。年龄12～18岁，平均年龄15岁。

2．焦虑敏感的年级及性别差异：以年级为自变

量，对中学生焦虑敏感3个因子及焦虑敏感总分分

别进行方差分析，对焦虑敏感的佳别差异进行t检

验。结果显示，中学生焦虑敏感总分以及各因子分

869

均没有年级差异(表1)，但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

生的焦虑敏感总分及3个因子的平均水平均高于男

生(表2)，尤其是因子2(对生理唤醒的恐惧)和因子

3(对心理能力丧失的恐惧)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O．01)。

3．焦虑敏感与青少年生活事件、状态一特质焦虑

的相关分析：表3显示，焦虑敏感总分与学习压力的

相关最高(r=O．39)、其次是特质焦虑(r=0．36)、

状态焦虑(r=O．33)和人际关系(r=0．32)。对社

会评价的恐惧也与学习压力相关最高(r=O．31)，

其次是人际关系(r=0．27)和特质焦虑(r=O．26)。

对生理唤醒的恐惧和学习压力相关最高(r=

O，27)、其次是人际关系(r=O．22)和特质焦虑(r=

0．21)。对认知失控的恐惧与学习压力和特质焦虑

的相关最高(r=O．38)，其次是状态焦虑(r=

O，37)。以上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P<O．01)。

为了解性别在相关中的影响，特在控制了性别

的情况下进行偏相关分析。各因子偏相关系数与相

关系数差异不大，表明性别这一变量在生活事件和

状态一特质焦虑对焦虑敏感的影响中，作用不明显。

4．中学生焦虑敏感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将

研究中包含的22个调查指标经单因素筛选，一共有

15个指标与中学生焦虑敏感水平有统计学联系。

在这些因素中，女生、非独生子女、家庭来源为农村、

父母职业为农民、母亲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离异

或者寄养家庭、家庭争吵频繁、近期内经历过丧失、

学习压力大、不喜欢上学、失恋、与人打架、遭父母打

骂等等生活事件，状态一特质焦虑得分较高的中学

生，其焦虑敏感较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O．05)。

5．中学生焦虑敏感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以

焦虑敏感总分为因变量，以可能影响焦虑敏感的22

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

。=0．05水平上，进入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有学习压

力、特质焦虑、性别、独生子女、人际关系、其他(不喜

欢上学、失恋、与人打架、遭父母打骂)、状态焦虑。

表1 重庆市中学生焦虑敏感各因子分及总分的年级差异(王±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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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父亲和母亲职业、母

亲文化程度、家庭来源、家庭结构、家庭气氛、近期经

历过丧失等变量未进人回归方程(表4)。

裹2 重庆市中学生焦虑敏感的性别差异(i±s)

表3 重庆市中学生焦虑敏感与青少年生活事件、

状态一特质焦虑各因子的相关匣偏相关分析

注：叩<0，0l；括号外数据为相关系数，括号内数据为控制r性

别差异后的偏相关系熬

表4 重庆市中学生焦虑敏感影响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讨 论

在关于焦虑敏感的研究中，跨文化研究一直备

受关注。以往研究发现，焦虑敏感受社会文化背景、

家庭环境、生物遗传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不

同民族或者国家的青少年焦虑敏感的发展特点也就

有所差异n·。本次调查即是根据焦虑敏感调查问卷

的中文修订版本进行的研究。研究显示，焦虑敏感

总分以及各因子均没有年级差异(P>0．05)，这与

国外的同类研究结果一致。从焦虑敏感的概念来

看，它是对自身的焦虑症状的负性认知，而负性认知

与年龄增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国外一些纵向调查

以及实验研究结果也显示”41：在研究期间有过创伤

性的经历的个体，其焦虑敏感水平明显增加，而未发

现年龄与焦虑敏感有显著相关。由此可见，年龄的

增长对焦虑敏感的发展授有直接韵影响。

本研究攫现，中学生焦虑敏感有着显著的性别

差异。从整体来看，女生的焦虑敏感的平均水平显

著高于男生，这与国外的同类研究是一致的“。““，

但从焦虑敏感的各因子来看，女生在焦虑敏感的3

个因子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尤其是在因子2和因子

3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国外的研究不完全一

致。美国的相关调查显示”1，女性对生理唤醒的恐

惧得分高于男性，而在对认知失控和对社会评价的

恐惧方而男性得分高于女性。究其原因，可能因为

我国是较早的致力于提倡和推进女性解放运动的国

家之一；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步进人了国家的主流意

识形态，强调女性的社会功能，大力提倡男女平等。

女性广泛地在各个领域中政治和经济地位得到了显

著的提高，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值也明显增高。在这

种情况下，女性对于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评价的

关注程度便相应增高。相较于女性的巨大变化，我

国男性对于自身认知能力和社会评价的关注并没有

明显的转变，这可能是导致男性在该两项因子的得

分均低于女性的原因之一。

焦虑敏感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从相关分

析和多元回归来看，学习压力对焦虑敏感的影响是

最明显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中学阶段学生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的压力是中学生面临

的最大的压力之一。在学习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

学生一直处于比较高的焦虑水平，而焦虑水平过高

会影响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从而可能影响

该学生的考试成绩，并进一步影响到老师、父母和同

学对该学生的评价；导致中学生对焦虑症状的恐惧

程度相应较高，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焦虑与焦虑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其中特质焦

虑与焦虑敏感的相关又高于状态焦虑与焦虑敏感的

相关，说明焦虑对焦虑敏感的影响倾向于稳定的和

长期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焦虑是对未认识到危

险的一种认知和情绪反应，临床上表现为各种焦虑

症状。而焦虑敏感是对焦虑症状的负性认知和恐

惧，是担心焦虑的生理症状(如心慌、气短)会产生

有害的结果(如心脏病、心理疾病)，并为此感到害

怕。因此，焦虑和焦虑敏感在概念和结构上既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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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又有明显区分“““。焦虑是对有潜在危险性的

外界刺激的反应倾向，焦虑敏感是特定的对于那些

与焦虑有关的症状的反应倾向“”。特质焦虑或者

状态焦虑的改变，引起焦虑症状的改变，也可能会进

一步影响焦虑敏感的水平。

人际关系也是焦虑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学生正处于自我概念形成的重

要时期．他们非常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十分关注

自己是否被团体所按纳和欢迎。如果在自己所属的

团体中不被好评，不被人喜欢和接受，给他们带来的

心理压力会相当高，焦虑情绪的出现也就随之增多。

过高的焦虑又反过来影响他们在团体中的表现，进

一步增加了他们对社会评价的恐惧，从而可能会引

起焦虑敏感水平的升高。非独生子焦虑敏感高于独

生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独生子生于城市的较多，而

非独生子多来源于农村。而父母史化水平较低，职

业为农民的，其对焦虑症状的理解和解释科学性较

低，经验性成分较大，更容易将这些症状与某种危险

相联系，其子女通过观察学习父母对焦虑症状的处

理，也容易产生对焦虑症状的恐惧和担心。不喜欢

上学、失恋、与人打架、遭父母打骂等负性生活事件

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与焦虑敏感水平呈正相关““。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应激性生活事件引发了

个体的焦虑症状，同时这些事件本身对于个体来说

就具有消极的意义，个体将这些焦虑症状与负性的

生活意义联系起来，其对焦虑症状的恐惧就相应地

升高。上述结论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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