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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期不良经历对抑郁的影响： 
抗逆力的中介作用

苟雨诗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

摘  要｜本文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抗逆力水平量表和病人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对54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旨在探

索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抗逆力与抑郁的关系，为进一步预防抑郁症提供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童

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水平呈正相关；抗逆力与抑郁呈负相关；抗逆力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提升个体的抗逆力水平，可以增强其应对逆境的能力，从而降低大学生抑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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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抑郁是当今主要的心理障碍之一，全球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也是导致全

球疾病总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WHO，2021）。抑郁不仅深刻侵蚀着个体的身心健康，更在极端情

况下会导致个体自杀（刘创 等，2023）。2021年，我国首次公布的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这一数据深刻反映了抑郁问题的严峻性。

在这一背景下，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与未来希望，其心理健康问题尤为引人关注。他们

正处于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关键过渡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学业、职业及社会压力，这是人生中压力最

大的时期之一（Ghrouz et al.，2019）。而抑郁是大学生群体中最为高发、伤害性最大的精神障碍之一，

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且发生率仍在不断增长（张雅萍，2017）。

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是指个体在18岁以前暴露于虐待、忽视、

家庭功能不全或其他不良经历中的一种或多种，主要包括了童年期虐待、忽视与家庭功能不全等（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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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9）。ACEs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其流行情况严峻。在美国，61%的成年人在18岁

前至少经历过1种ACEs（Jia and Lubetkin，2020）。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84%的参与者经历了至少1种

ACEs，23.8%暴露于4种或更多类型的ACEs（Houtepen et al.，2020）。而在我国，儿童和青少年ACEs问

题同样突出，发生率达76.9%（Fang et al.，2015）。

ACEs不仅是抑郁的催化剂，更是其顽固存在的温床。一项前瞻性出生队列研究发现（Gallo et al.，

2017），与未遭受童年期不良经历的青少年相比，曾遭受2种或以上不良经历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

显著增高，且性别会影响青少年的患病率。达玛安提等人（Dhamayanti et al.，2020）的研究也发现，受

到情感虐待的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平常人的3倍。频繁暴露于ACEs不仅会导致个体社会功能的

受损，还会进一步影响成年后的情绪和行为，最后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显著而持续的影响（Bell and 

Belicki，1998；涂阳军、郭永玉，2010）。

然而，在逆境与挑战面前，并非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抗逆力（Resilience）这一积极应对压力与逆境

的心理机制，为个体提供了宝贵的缓冲与支撑。抗逆力是指积极适应个人重大逆境或压力的动态心理过程

（Anyan and Hjemdal，2016），它可以促进个体成功地适应环境，应对不良经历并减少风险暴露的负面影

响（Davydov et al.，2010）。多项研究指出，ACEs暴露水平与抗逆力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李奕慧、刘小

珍，2016；韦霁珊 等，2019；Babad et al.，2022）。具体而言，高水平的ACEs暴露往往预示着个体较低的

抗逆力发展水平，进而增加了其未来面临情绪问题的风险（Zetino et al.，2020；韦霁珊 等，2019）。

抗逆力常被视为抑郁的保护因素，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经过1年的随访，基线抗逆力与1年后的

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抗逆力水平较高的儿童罹患抑郁症的风险较低（Wu et al.，2017）。李（Lee，

2021）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水平的抗逆力是抑郁的保护因素，抗逆力可以通过促进个体的人际关系，

来降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弗里茨（Fritz，2018）的荟萃分析为理解抗逆力与ACEs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

了更为全面的视角。该研究表明，高抗逆力的个体能够有效地运用自我调节策略，以应对生活中的不良

经历，从而降低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假设1，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显著正向预测成年后抑郁水平；假设

2，抗逆力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发放网络问卷，剔除作答明显不完整、答题过程明显不认真的数据，最终

回收有效问卷548份，有效率为94.49%。其中，女生472人，男生76人。独生子女98人，非独生子女450

人。有分离经历的个人243人，无分离经历的243人。所有参与调查的被试均对该研究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

采用伯恩斯坦和芬克（Bernstein and Fink，1998）开发的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该问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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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5个临床项目和3个有效性项目组成。整份问卷包含五个维度，即情绪虐待、情绪忽视、身体虐待、

身体忽视、性虐待。每个维度包含五个项目，采用5分计分法，1为“从不”，5为“总是”。分数越

高，表明个体童年期的创伤就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5。

2.2.2  抗逆力水平量表（CD-RISC）

采用由康纳和戴维森（Connor and Davidson，2003）编制，于肖楠等（2007）翻译的抗逆力水平量

表中文版（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该量表共25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坚韧、自

强、乐观。采用五点计分，1为“从不”，5为“一直如此”。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抗逆力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8。

2.2.3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HQ-9）

采用由克伦克（Kroenke，2001）及其研究团队在精神障碍评分量表的基础上编制的病人健康调查

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量表共包含9个项目，各项目采用4点计分，0为“完全

不会”，3为“几乎每天”，0～4分为无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20～27分为

重度抑郁（Kroenke et al.，2001；徐勇、吴海苏、徐一峰，200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

为0.916。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使用SPSS的宏程序Process检验抗逆力在大学生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童年期不良经历、抗逆力、抑郁的测量题项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7个，第一个主因子的方差变异解释率为

27.61%，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抗逆力、童年期不良经历及抑郁的描述性分析

将大学生抗逆力、童年期不良经历及抑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项目 M±SD
童年期不良经历 37.94±10.62

躯体虐待 5.67±2.20
情感虐待 6.85±2.85

性虐待 5.4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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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M±SD

情感忽视 10.76±4.45
躯体忽视 9.19±2.98

坚韧 43.73±10.44
自强 28.38±6.12
乐观 13.39±3.30

抗逆力 85.51±18.93
抑郁 5.37±5.01

3.3  相关分析

将大学生抗逆力、童年期不良经历及抑郁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大学生童年期不

良经历与抗逆力呈负相关（r=-0.33，p<0.001），抗逆力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0.25，p<0.001），童

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r=0.39，p<0.001）。

表 2  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项目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
2.童年期不良经历 0.15*** -
3.躯体虐待 0.18*** 0.75*** -
4.情感虐待 0.81 0.78*** 0.71*** -
5.性虐待 0.14*** 0.68*** 0.84*** 0.61*** -
6.情感忽视 0.64 0.70*** 0.19*** 0.31*** 0.10* -
7.躯体忽视 0.14** 0.75*** 0.38*** 0.43*** 0.34*** 0.49*** -
8.抗逆力 0.04 -0.33*** -0.01 -0.18** 0.01 -0.47*** -0.35*** -
9.抑郁 0.08 0.39*** 0.33*** 0.43*** 0.38*** 0.15*** 0.26*** -0.25***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4  中介效应检验

以SPSS的宏程序Process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分析。以童年期不良经历为自变量，抗逆力为中介

变量，抑郁为因变量，性别为控制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结果显示，大学

生的童年期不良经历可显著正向预测抑郁得分（β =0.181，p<0.001）；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抗逆力同

时预测大学生抑郁的得分，且抗逆力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得分（β =-0.361，p<0.001），而童年期不

良经历显著正向预测抑郁得分（β =0.158，p<0.001）。抗逆力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

通过Bootstrap偏差校正法检验，重复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抗逆力在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中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005，0.051］，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

著，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值为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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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抑郁 童年期不良经历 0.149 47.537 0.181 9.584***

抗逆力 童年期不良经历 0.118 36.604 -0.617 -8.509***

抑郁 童年期不良经历 0.166 36.089 0.158 7.935***

抗逆力 -0.361 -3.374***

表 4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分析

Table 4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on effects

影响路径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相对效应比
童年期不良经历—抗逆力—抑郁 0.023 0.019 0.005 0.051 12.71%

直接效应 0.158 0.020 0.119 0.197 87.29%
总效应 0.181 0.019 0.144 0.278 100%

4  讨论

本研究对中国大学生的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抗逆力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抗逆力与抑郁之间

存在着显著负相关，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抗逆力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结果相一致（韦霁珊 等，2019；Babad et al.，2022），进一步证实了早期生活经历

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童年时期遭受的创伤性事件，如持续的负面情感体验、家庭关系进展或暴

力行为，均可能破坏个体的心理安全感，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增加成年后罹患抑

郁症的风险。麦克尤恩（McEwen，2017）的研究得出，当个体面临压力源时，大脑会经历一系列的反

应，导致个体的适应不良，这也意味着抗逆力的缺乏可能在心理疾病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抗逆力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早期的负面经历可能会削弱个体的心理韧性，使其

在面对后续生活中的挑战时更加脆弱，难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这与博伊斯和埃利斯（Boyce and 

Ellis，2005）提出的生物环境敏感理论一致，如果个体暴露于严重的ACEs之下，其可能发生敏化效

应，即在短时间内能够应对不良经历，但在后续的压力环境中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不良结果，导致抗

逆力进一步降低。

本研究进一步确认了抗逆力与抑郁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抗逆力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压

力和挫折时，能够更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积极的心态，避免陷入抑郁的泥潭（段登艾 等，

2024）。因此，提升抗逆力是缓解童年期不良经历负面影响、预防抑郁症的关键途径之一。

在探讨童年期不良经历、抗逆力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时，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抗逆力的部分中介作

用。这一发现表明，童年期的不良经历不仅直接增加了个体成年后抑郁的风险，还通过削弱其心理弹性

这一间接途径对抑郁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不良经历降低了个体的抗逆力水平，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中

的压力和挑战时更容易陷入消极情绪，进而发展为抑郁症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弹性并非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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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这一关系，即存在其他未纳入本研究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即便如此，心理弹性的部分中介作用仍

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提示我们，在预防和干预抑郁症时，不仅要关注童年期不良经历的消

极影响，还要注重提升个体的抗逆力水平，以增强其应对逆境的能力，从而降低抑郁风险。

5  结论

童年期不良经历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的抑郁水平，抗逆力在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在预防和干预抑郁症时，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抗逆力水平，以增强其应对逆境的能力，从而降

低抑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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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Depression: A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Gou Yushi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In this study, 548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and P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resilience,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Resilienc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depression. Enhancing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resilience can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ope 
with adversity, thereby reducing the risk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Resilience; Depression; College 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