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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阴虚质与初中生抑郁情绪的关系：应激性生活事件
和入睡时长的链式中介作用

余新连，代欣月，赵习存，徐莹 *

【摘要】　背景　初中阶段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该时期心智不够成熟以及身心发展不平衡，

使得初中生对抑郁情绪的易感性增加。既往研究表明，阴虚质是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发现应激性生

活事件与入睡时长都能对青少年的抑郁情绪造成影响，但对于四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尚缺乏系统性探讨。目的　探究阴

虚质和初中生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以及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入睡时长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2022 年 3 月通过方便

抽样选取四川省眉山市 1 所中学的在校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性别、民族、生源地、年级），

运用 7-14 岁中医体质量表中的阴虚质亚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慕尼黑睡眠时型问卷中描述入睡时长

的条目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对初中生进行测评。分析不同特征初中生阴虚质得分、ASLEC 得分、入睡时长、

CES-D 得分的差异，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应激性生活事

件和入睡时长在阴虚质及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使用 Bootstrap 方法对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结

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 2 6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570 份，有效回收率 98.1%，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32.8%（844/2 570）。

女初中生的阴虚质得分、ASLEC 得分、CES-D 得分高于男初中生；初二、初三年级学生的阴虚质得分、ASLEC 得分

和 CES-D 得分均高于初一年级；非汉族初中生的 ASLEC 得分高于汉族初中生，汉族初中生的入睡时长高于非汉族初

中生，农村生源地初中生的阴虚质得分、ASLEC 得分、CES-D 得分均高于城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初中生阴虚质得分为 25.0（15.0，40.0）分，应激性生活事件得分为 36.0（30.0，44.0）分，入睡时长为 15.0（8.6，

25.7）min，抑郁情绪得分为 11.0（6.0，18.0）分。初中生阴虚质与应激性生活事件、入睡时长以及抑郁情绪得分均呈

显著正相关（rs=0.538、0.151、0.470，P<0.05）；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入睡时长、抑郁情绪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s=0.224、 

0.684，P<0.05）；入睡时长与抑郁情绪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s=0.289，P<0.05）。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阴虚

质正向预测抑郁情绪（β=0.465，P<0.001）；阴虚质正向预测应激性生活事件水平（β=0.511，P<0.001）和入睡时

长（β=0.066，P=0.004）；应激性生活事件水平正向预测入睡时长（β=0.228，P<0.001）和抑郁情绪（β=0.591，

P<0.001）；入睡时长正向预测抑郁情绪（β=0.139，P<0.001）。Bootstrap 法检验最终结果显示，阴虚质→应激性生

活事件→入睡时长→抑郁情绪路径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 =0.009，95%CI（0.006，0.012），P<0.001〕，应激性生活

事件与入睡时长在阴虚质和抑郁情绪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结论　阴虚质不但可以直接预测初中生的抑郁情绪，还可

以通过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入睡时长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应激性生活事件 - 入睡时长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初中

生的抑郁情绪。可通过改善阴虚体质、提高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缩短入睡时长，降低初中生抑郁情绪的发生，

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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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eriod of junior high school age is a key development stage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during which mental maturity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may greatly increase the susceptibility 

of the students to depressed moo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i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ed 

mood in adolescents，which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o be impacted by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but there is no systematic discussion about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our factors.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depressed mood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Methods　On March 2022，a convenient sampl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a middle school in Meishan City，Sichuan Province were surveyed on their general data（gender，

ethnicity，region of origin，grade），prevalence of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ssessed using the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subscal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stitution Scale for 7-14-year-olds，prevalence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ssessed 

using the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assessed using the items 

assessing how long it takes to fall asleep in the Munich Chronotype Questionnaire（MCTQ），and prevalence of depressed mood 

assessed using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CES-D）. The scores of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ASLEC 

and CES-D as well as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were compared across the students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ables. A multiple-mediator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on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depressed 

mood，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ain mediating effect was tested using bootstrap method. Results　The survey achieved a response 

rate of 98.1%（2 570/2 620）in the 2 620 surveyed studen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ed mood in the respondents was 32.8%

（844/2 570）. Female students had higher scores of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ASLEC and CES-D than male students

（P<0.05）. The yin-deficiency score，ASLEC score and CES-D score in grade 2 and grade 3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rade 1 students（P<0.05）. The ASLEC score in non-Han students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Han students （P<0.05）.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in Han students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non-Han students（P<0.05）. The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score，

ASLEC score and CED-S score of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from towns（P<0.05）. The average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score，ASLEC score，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and CES-D score in all respondents were 25.0（15.0，

40.0）points，36.0（30.0，44.0）points，15.0（8.6，25.7）min and 11.0（6.0，18.0）points，respectively. The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SLEC score，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and CES-D score（rs=0.538，

0.151，0.470，P<0.05）. The ASLEC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and CES-D score

（rs=0.224，0.684，P<0.05）.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ES-D score（rs=0.289，P<0.05）. 

Multiple mediator model-based analysis showed that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depressed mood（β=0.465，

P<0.001）. And it also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level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β=0.511，P<0.001）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β=0.066，P=0.004）. The level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β=0.228，

P<0.001）and depressed mood（β=0.591，P<0.001）.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positively predicted depressed mood（β=0.139，

P<0.001）. The final results of Bootstrap test showed that significant effect of path dependence was found in the path of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 → stressful life events →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 depressed mood〔mediating effect value =0.009，

95%CI（0.006，0.012），P<0.001〕，indicating that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on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depressed mood was valid. Conclusion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can be used 

as a direct predictor of depressed mood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but it also can directly affect their depressed mood through 

its role played between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as an independent mediator or a chain mediato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ed mood and improve mental health in this population，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yin-

deficiency constitution，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shorten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Key words】　Adolescent；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Yin deficient；Depressive mood；Stressful life events；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Chain intermedia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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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作为一种在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情绪障碍，根

据其表现特征、判断标准以及影响程度常被划分为抑郁

情绪、抑郁症以及抑郁障碍等，其中抑郁情绪是一种使

个体感到难过或者不愉快的情绪，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

常见［1-2］。近年来，抑郁情绪已经成为青少年亚健康状

态的一种预测因素。由于初中时期心智不够成熟以及身

心发展不平衡，使得初中生对抑郁情绪的易感性增加，

若不能及时对初中时期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进行有效干

预，常在成年时期容易出现严重的抑郁症状。

中医体质是由先天遗传与后天获得二者相结合所形

成的一种在形态结构、功能活动方面固有的并且相对稳

定的个人特性［3］。中医体质与抑郁相关，其中阴虚质与

抑郁情绪关系较为密切［4］。阴虚质的人群阴津亏虚，性

格多急躁，易激惹。相关研究表明，阴虚质也能够正向

预测抑郁情绪，阴虚质程度越深，抑郁情绪越严重［5］。

因此，阴虚质可能是抑郁情绪的预测因子。

应激性生活事件是导致个体心理失衡和躯体损伤的

压力性事件［6］。当初中生原本稳定的生活状态受到其影

响时，常不能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这一生活上的变化。

应激性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性应激源，初中生若

不能适应其带来的压力，其个体的身心健康易受到影响并

出现亚健康状态［7］。已有学者发现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

郁情绪水平呈正相关，较高水平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常能够

直接预测抑郁情绪的产生［8］。有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

阴虚体质的人群更容易产生心理应激反应［9］，而这可能

诱发抑郁情绪的产生。因此，应激性生活事件可能在阴虚

质和抑郁情绪间起到中介作用。

然而，并非遭遇应激的个体最终均会产生抑郁情绪。

有研究者提出了亚健康的“易感素质 - 危险诱因 - 心

理危险信号”模型［10］，认为当应激作用于个体时，通

过与原有的易感因素发挥交互作用而刺激原有的系统，

使其机制遭到破坏，会以危险信号的形式反映出亚健康

的状态。阴虚质作为青少年常见的体质，与睡眠密切相

关［11-12］，阴虚质是抑郁情绪生理方面的易感体质，应

激性生活事件是抑郁情绪的危险诱因，应激可能会造成

中枢神经系统的觉醒中心高度敏感化，从而破坏了正常

的睡眠觉醒机制，导致初中生在经历应激性生活事件后，

出现中枢和生理性的异常兴奋，在入睡时保持高唤醒性，

使得入睡时长延长，进而导致睡眠障碍［13］，诱发抑郁

情绪，因此入睡时长可能是抑郁情绪的重要危险信号。

良好的睡眠质量是影响机体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

素。入睡时长作为衡量青少年睡眠质量的一种量化指

标，指个体在入睡期所经历的时间［14］。当青少年入睡

时长超过 20 min 时即可判断为入睡困难［15］。当受到应

激性生活事件的困扰时，初中生可能会入睡困难，更容

易并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12］。近年来研究显示，一定

程度的入睡困难已成为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睡眠障碍

与个体抑郁情绪呈显著相关［16］。已有研究表明，阴虚

质与入睡时长呈正相关，阴虚体质程度越高，入睡时长

越长［17］。因此，入睡时长在阴虚质和抑郁情绪之间可

能起着“桥梁”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亚健康的“易感素质 - 危险诱因 - 心

理危险信号”模型及前人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阴虚质影响抑郁情绪；应激性生活事件在阴虚质和抑郁

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入睡时长在阴虚质和抑郁情绪之

间也起中介作用；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入睡时长在阴虚质

和抑郁情绪之间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基于青少年抑郁

情绪检出率逐渐升高的时代背景，本研究以阴虚质作为

切入点，探讨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入睡时长在其中的作用

机制，旨在从生理心理角度提出有效缓解初中生抑郁情

绪的干预措施并提高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2 年 3 月通过方便抽样选取四川省

眉山市 1 所中学的在校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问卷调查获

得了学生本人以及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本研究已通过成

都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MPRC2021025）。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使用本研究自拟的一般情况调

查表，调查内容包括性别、民族、生源地、年级。

1.2.2　7-14 岁儿童中医体质量表［18］　本量表主要用于

判断 7~14 岁儿童的中医体质偏颇情况，本研究主要使用

阴虚质亚量表，内容包括“我感到手脚心发热”“我感

到身体、脸上发热”“我的皮肤或嘴唇干”“我比别的

同学更容易兴奋”“我感到口干总想喝水”5 项条目，

采用 1~5 级评分，1 分为没有，2 分为很少，3 分为有时，

4 分为经常，5 分为总是。阴虚体质计分方式为：转化分

数 =［（阴虚质条目总分 - 条目数）/（条目数 ×4）］×100。

本调查以阴虚质亚量表转化分数评价被试者阴虚质程度，

得分越高，说明受试者阴虚质倾向性越强［19］。

1.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本量表主要用

于评价中学生和大学生生活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应激强

度［20］，共 27 个项目，采用 1~5 级评分，1 分为未发生

或发生但无影响，2 分为轻度影响，3 分为中度影响，

4 分为重度影响，5 分为极重度影响。该量表采用自陈

式填写，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者因生活事件造成的烦恼

程度越深，本调查以 ASLEC 得分评价初中生应激性生

活事件的发生程度。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21］。

1.2.4　慕尼黑睡眠时型问卷　本问卷主要用于测量受试

者的睡眠情况［22］，本研究选取问卷中描述入睡时长的

条目：“工作日我需要（　）分钟能够睡着”以及“休

息日我需要（　）分钟能够睡着”进行调查，青少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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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平均入睡时长（min）的公式为：平均入睡时长 =（工

作日入睡时长 ×5+ 周末入睡时长 ×2）/7。

1.2.5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本量表主要用于

抑郁情绪的筛查［23］，共 20 个项目，采用 0~3 级评分，

0 分为偶尔或无，1 分为有时，2 分为时常或一半时间，3

分为多数时间或持续，其中第 4、8、12、16 题采用反向

计分。当 CES-D 得分≥ 16 分时，即代表存在抑郁情绪［24］。

该量表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者患有抑郁情绪的可能性越

大。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7［23］。

1.3　质量控制　由学校心理健康老师将纸质版调查问

卷集中发放给各班班主任，并对班主任进行简单培训

后，在同一时间集中填写。填写时间约为 20 min，由学

生自填，当场填写完成后立即收回，将一般情况信息填

写不全、漏答、逻辑错误回答等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并

将其剔除，若量表出现漏答，用该条目平均值表示。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当首个

因子的变异解释量 < 临界标准 40% 即判定为数据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5］。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P25，P75）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使

用 PROCESS 宏程序的模型 6 构建链式中介模型，首先

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入睡时

长在阴虚质及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使用

Bootstrap 方法对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重复

抽样 5 000 次，95%CI 不包含 0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 1 的因

子共有 11 个，首个因子的变异解释量为 9.439%<40%，说

明本研究所收集到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调查结果　本研究总共发放问卷 2 620 份，剔除漏

答、逻辑错误回答、规律作答问卷后，有效问卷数为 

2 570 份，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8.1%。 其 中 男 生 1 285 例

（50.0%），女生 1 285 例（50.0%）；汉族 2 532 例（98.5%），

少数民族 38 例（1.5%）；生源地为城镇 1 621 例（63.1%），

为农村 949 例（36.9%）；初一 973 例（37.9%），初二

934 例（36.3%），初三 663 例（25.8%）。

2.3　初中生抑郁情绪现状　有抑郁情绪的初中生为

844 例，无抑郁情绪的初中生为 1 726 例，抑郁情绪检

出率为 32.8%（844/2 570）。其中男初中生抑郁情绪检

出率为 27.5%（354/1 285），女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率

为 38.1%（490/1 285）；汉族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率

为 32.9%（834/2 532），非汉族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

率为 26.3%（10/38）；城镇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率

为 31.8%（515/1 621），农村初中生抑郁情绪检出率

为 34.7%（329/949）；初一年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

为 29.7%（289/973），初二年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

为 33.7%（315/934），初三年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36.2%（240/663）。

2.4　不同特征初中生阴虚质得分、ASLEC 得分、入

睡时长、CES-D 得分比较　女初中生的阴虚质得分、

ASLEC 得分、CES-D 得分高于男初中生，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非汉族初中生的 ASLEC 得分高

于汉族初中生，汉族初中生的入睡时长高于非汉族初中

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初中生的阴虚

质得分、ASLEC 得分、CES-D 得分高于城镇初中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级的阴虚质得

分、ASLEC 得分、CES-D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其中初二、初三年级学生的阴虚质得分、

ASLEC 得分和 CES-D 得分均高于初一年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级、生源地的初中

生入睡时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

民族的初中生阴虚质得分、CES-D 得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5　 初 中 生 阴 虚 质 得 分、ASLEC 得 分、 入 睡 时 长、

CES-D 得分情况及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初中生阴虚质

得分为 25.0（15.0，40.0）分，ASLEC 得分为 36.0（30.0，

44.0） 分， 入 睡 时 长 为 15.0（8.6，25.7）min，CES-D

得分为 11.0（6.0，18.0）分。Spearman 秩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初中生阴虚质与应激性生活事件、入睡时长以及

抑郁情绪均呈正相关（P<0.01）；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入

睡时长、抑郁情绪均呈正相关（P<0.01）；入睡时长与

抑郁情绪呈正相关（P<0.01），见表 2。

2.6　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入睡时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阴

虚质作为自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存在统计学意义的一

般资料〔性别（赋值：男 =0，女 =1）、民族（赋值：汉

族 =0，非汉族 =1）、生源地（赋值：城镇 =0，农村 =1）、

年级（赋值：初一 =0，初二 =1，初三 =2）〕作为控制变

量，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入睡时长作为中介变量，以抑郁

情绪为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的赋值为其

对应量表得分或时长的实测值）纳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中，结果显示阴虚质正向预测抑郁情绪（P<0.001）；阴

虚质正向预测应激性生活事件水平（P<0.001）和入睡时

长（P=0.004）；应激性生活事件水平正向预测入睡时长

（P<0.001）和抑郁情绪（P<0.001）；入睡时长正向预测

抑郁情绪（P<0.001），见表 3。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显示，阴虚质对抑郁情绪直

接效应显著（P<0.001）；阴虚质→应激性生活事件→

抑郁情绪路径效应显著（P<0.001）；阴虚质→入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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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抑郁情绪路径效应显著（P<0.001）；阴虚质→

应激性生活事件→入睡时长→抑郁情绪路径效应显著

（P<0.001），各路径中介效应值的 95%CI 均不包括 0，

表明应激性生活事件、入睡时长在阴虚质和抑郁情绪的

中介效应显著，链式中介模型成立，见图 1、表 4。

3　讨论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初 中 生 抑 郁 情 绪 检 出 率 为

32.8%，远高于顾文馨等［26］研究中 24.9% 的青少年抑

郁情绪检出率，初中学生抑郁情况不容乐观。不同性别、

生源地和年级的初中生阴虚质得分、ASLEC 得分及

CES-D 得分之间存在差异，表明不同性别、生源地以

及年级初中生的阴虚质倾向、受到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影

响以及抑郁情绪均不同。性别为女生的初中生由于对情

绪的敏感性，常因为阴虚质倾向加深，更容易受到应激

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其抑郁情绪越严重。

不同生源地的初中生阴虚质得分不同，可能因为农村与

城镇之间不同的环境对阴虚质的影响有关［27］。农村生

源地的初中生 ASLEC 得分和 CES-D 得分高于城镇，可

能因为积极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的资源比较匮乏，影

响其心理健康水平［28］。随着年级的增长，年龄越来越

大，初中生常阴虚体质程度越深，抑郁情绪越严重［7］，

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不同民族的初中生 ASLEC 得分

表 1　不同特征初中生阴虚质得分、ASLEC 得分、入睡时长、CES-D 得分比较〔M（P25，P75），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score，ASLEC score，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and CES-D score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一般
资料

例数
阴虚质 ASLEC 入睡时长 CES-D

得分 Z（H）值 P 值 得分 Z（H）值 P 值 得分 Z（H）值 P 值 得分 Z（H）值 P 值

性别 -8.245 <0.001 -6.515 <0.001 -0.182 0.855 -5.279 <0.001

男 1 285
20.0（10.0，

35.0）
34.0（29.0，

42.0）
15.0（8.6，

25.7）
10.0（5.0，

17.0）

女 1 285
30.0（15.0，

40.0）
37.0（31.0，

45.0）
15.0（8.6，

25.7）
12.0（6.0，

20.0）

民族 -0.752 0.452 -2.077 0.038 -2.182 0.029 -0.186 0.853

汉族 2 532
25.0（15.0，

40.0）
36.0（30.0，

44.0）
15.0（8.6，

25.7）
11.0（6.0，

18.3）

非汉族 38
25.0（18.8，

40.0）
39.5（33.6，

47.3）
10.0（6.1，

23.2）
11.5（7.0，

16.3）

生源地 -2.835 0.005 -2.188 0.029 -0.455 0.649 -2.368 0.018

城镇 1 621
25.0（10.0，

40.0）
35.0（30.0，

43.0）
15.0（9.3，

26.1）
10.0（5.0，

18.0）

农村 949
25.0（15.0，

40.0）
36.0（31.0，

45.0）
15.0（8.6，

25.7）
12.0（6.0，

19.0）

年级 29.260a <0.001 12.398a 0.002 4.642a 0.098 8.286a 0.016

初一 973
20.0（10.0，

35.0）
35.0（30.0，

43.0）
15.0（8.6，

27.1）
10.0（5.0，

17.0）

初二 934
25.0（15.0，

40.0）b
36.0（31.0，

44.3）b
15.0（10.0，

27.1）
11.0（6.0，

19.0）b

初三 663
25.0（15.0，

40.0）b
36.0（31.0，

44.0）b
13.6（8.6，

24.3）
12.0（6.0，

19.0）b

注：ASLEC=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CES-D=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a 表示 H 值，b 表示与初一年级比较 P<0.05。 

表 2　初中生阴虚质、应激性生活事件、入睡时长、抑郁情绪相关性
分析（rs 值）
Table 2　Related analysis of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score，ASLEC 
score，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and CES-D score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阴虚质 应激性生活事件 入睡时长 抑郁情绪

阴虚质 1.000

应激性生活事件 0.538a 1.000

入睡时长 0.151a 0.224a 1.000

抑郁情绪 0.470a 0.684a 0.289a 1.000

注：a 表示 P<0.01。

0.079a

0.306a

0.312a

0.048a 0.541a
0.094a

应激性生活事件 入睡时长

阴虚质 抑郁情绪

注：a 表示 P<0.01。

图 1　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入睡时长在阴虚质和抑郁情绪间的链式中介
模型
Figure 1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between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depressed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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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入睡时长不同，可能与不同民族之间生活方式、人

际关系、作息习惯等有关［29］。

本研究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阴虚质与初中生的抑

郁情绪呈正相关，阴虚质是中医体质中的一种偏颇体质，

是体质方面的一种易感素质，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平

衡受到了破坏，使得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弹性调节能力

降低，加大了疾病的易感性，因而阴虚质初中生更易

出现抑郁情绪［30］。

抑郁情绪是青少年亚健康状态的一种显著预测因

素。已有学者指出应激这一易感体质对抑郁情绪有正向

预测作用［31］。本研究基于亚健康的“易感素质 - 危险

诱因 - 心理危险信号”模型，将阴虚质看作易感素质，

应激性生活事件看作危险诱因，入睡时长看作心理危险

信号，抑郁情绪看作一种心理亚健康状态，通过链式中

介效应检验了阴虚质对初中生抑郁情绪的内部影响机

制。本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阴虚体质不仅可以通过应

激性生活事件或入睡时长的独立作用对抑郁情绪产生影

响，也可以通过应激性生活事件影响入睡时长的链式中

介作用对抑郁情绪造成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激性生活事件在阴虚质及抑郁情

绪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并且该路径中介效应占总路

径的比例较大，说明应激性生活事件是影响初中生抑郁

情绪的重要中介变量。阴虚质个体应激应对能力较弱，

较高水平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可以影响初中生的抑郁情

绪。应激性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危险诱因，而阴虚质是抑

郁情绪的易感素质［12］。阴虚质的群体由于机体阴阳平

表 3　应激性生活事件及入睡时长在阴虚质和抑郁情绪间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between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depressed mood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值 β 95%CI t 值 P 值

抑郁情绪 阴虚质 0.473 0.224 147.881 0.465 （0.239，0.277） 26.249 <0.001

性别 0.040 （0.104，1.510） 2.252 0.024

民族 -0.014 （-4.090，1.662） -0.828 0.408

生源地 0.003 （-0.652，0.788） 0.185 0.853

年级 -0.001 （-0.458，0.427） -0.070 0.944

应激性生活事件 阴虚质 0.517 0.267 186.674 0.511 （0.289，0.330） 29.657 <0.001

性别 0.028 （-0.119，1.374） 1.648 0.099

民族 0.018 （-1.431，4.677） 1.042 0.298

生源地 0.017 （-0.379，1.150） 0.988 0.323

年级 -0.011 （-0.625，0.314） -0.649 0.517

入睡时长 阴虚质 0.269 0.072 33.337 0.066 （0.018，0.090） 2.919 0.004

应激性生活事件 0.228 （0.250，0.368） 10.273 <0.001

性别 -0.024 （-1.862，0.410） -1.253 0.210

民族 -0.049 （-10.739，-1.446） -2.571 0.010

生源地 -0.005 （-1.316，1.011） -0.257 0.797

年级 -0.035 （-1.376，0.053） -1.816 0.066

抑郁情绪 阴虚质 0.725 0.526 406.082 0.138 （0.059，0.094） 8.581 <0.001

应激性生活事件 0.591 （0.512，0.570） 36.450 <0.001

入睡时长 0.139 （0.075，0.113） 9.846 <0.001

性别 0.026 （-0.032，1.068） 1.847 0.065

民族 -0.019 （-3.817，0.687） -1.363 0.173

生源地 -0.007 （-0.700，0.426） -0.478 0.633

年级 0.011 （-0.211，0.481） 0.766 0.444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Table 4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time taken to fall asleep between 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depressed 
mood

中介效应路径 中介效应值 95%CI SE 值 效应量（%） P 值

阴虚质→抑郁情绪 0.079 （0.062，0.096） 0.009 30.23 <0.001

阴虚质→应激性生活事件→抑郁情绪 0.169 （0.152，0.187） 0.009 64.60 <0.001

阴虚质→入睡时长→抑郁情绪 0.005 （0.001，0.008） 0.002 1.72 <0.001

阴虚质→应激性生活事件→入睡时长→抑郁情绪 0.009 （0.006，0.012） 0.002 3.4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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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失调，性格较为脆弱，对外界适应能力较差，对应激

性生活事件的敏感性增强［30］。应激性生活事件又作为

一种影响初中生心理健康的重要环境危险因素，当个体

对其敏感性增加时，患有抑郁情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此外，阴虚质可以通过入睡时长的中介作用对初中

生的抑郁情绪做出预测，入睡时长不仅与阴虚质呈正相

关，而且与抑郁情绪也呈正相关。睡眠作为机体阴阳消

长的一种生理过程，当机体阴阳失衡，阴虚质等偏颇体

质出现后，入睡时长也会相应延长［32］。入睡时长过长

容易导致抑郁等消极情绪。入睡时长过长的初中生，快

速眼动期（REM）会明显缩短，REM 睡眠密度会明显

增加，睡眠和觉醒的神经生化功能异常在睡眠障碍与抑

郁情绪中起着重要作用［33］。因此，阴虚质可能是抑郁

情绪的生理性易感因素，而入睡时长过长则是抑郁情绪

的危险信号。

最后，本研究通过对中介效应的分析，解释了应激

性生活事件和入睡时长在阴虚质与初中生抑郁情绪关系

中的链式中介作用。若初中生长期入睡时长过长形成睡

眠障碍，常规的记忆形成通路也就容易出现障碍，通过

海马的异常活动以及杏仁核的高度活跃，初中生常更加

容易在睡眠中出现以往应激性生活事件相关的侵入性记

忆，产生抑郁情绪［34］。当应激性生活事件对个体产生

影响时，通过与阴虚质的易感素质作用，入睡时长延长，

易使机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状态在情绪上常表现为

抑郁情绪。

阴虚质可以通过应激性生活事件、入睡时长这一路

径影响初中生的抑郁情绪。针对抑郁情绪的干预措施，

首先，可以通过中医养生的方式改善初中生阴虚体质，

从而有效缓解其抑郁情绪。如阴虚质的初中生可以提高

自我修养，经常阅读富有涵养的书籍，聆听优雅的五行

音乐调节脏腑功能，养成沉着冷静的习惯［35］。在体育

锻炼方式的选择上，要避免高强度、出汗多的运动，因

此太极拳等较为柔和的运动是阴虚质之人适宜的锻炼方

式。另外，学校和家长要共同努力来提高初中生积极应

对应激性生活事件的能力。学校可以开展丰富多彩课外

活动，丰富学生精神生活；家长应该多给予孩子精神上

的支持与鼓励，培养健康的应对方式来缓解抑郁情绪带

来的负面影响，这样才能使初中生面临具有挫折创伤等

负面影响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时，仍能保持健康的心理状

态［36］。此外，初中生在入睡时应保证室内环境黑暗，

以便促进褪黑素分泌。若长期入睡时长超过 20 min，

可以通过对右侧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有效缩短入睡时

长［37］。最后，初中生作为抑郁情绪的易患群体，相关

部门应重视其心理健康，定期开展心理讲座以及心理疏

导，有效降低抑郁情绪在初中生群体中的发生率。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

研究，仅能发现阴虚质、应激性生活事件以及入睡时长

与抑郁情绪的关系，不能准确对抑郁情绪进行预测。其

次，本研究仅调查了 1 所学校的所有学生，结果普遍性

有待讨论。最后，中医体质与抑郁情绪关系密切，本研

究仅探讨了阴虚质的作用机制，其他体质对抑郁情绪的

影响机制可以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综上，本研究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阴虚质

对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并结合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入

睡时长，为初中生抑郁情绪的干预提供新视角，未来可

以通过改善初中生阴虚质情况，提高对应激性生活事件

的应对能力以及缩短入睡时长作为初中生抑郁情绪干预

的策略，这对提高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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