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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与父母
教养方式之间的关联研究

从恩朝 蔡亦蕴 王韵 吴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上海 200030）

［摘要］目的 研究青少年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于

2014~2018年抽取河南省新乡市6 195名初高中生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工具包括一般社会资料问卷、父母教养方

式问卷及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青少年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与父母

教养方式之间的关联。结果 有效问卷为6 194份，其中男性2 586名（41.75%），女性3 608（58.25%）；年龄

（16.4±1.9） 岁 （范围：11~20 岁）。在 6 194 名青少年中，1 333 名 （21.52%） 青少年有抑郁情绪，508 名

（8.20%）青少年有自杀意念。青少年的抑郁情绪与母亲的控制（OR=1.059，P<0.001）和父亲的控制呈明显正关

联（OR=1.061，P<0.001），而与母亲的关爱（OR=0.937，P<0.001）和父亲的关爱（OR=0.917，P<0.001）呈明显

负关联。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与母亲的控制（OR=1.110，P<0.001）和父亲的控制（OR=1.076，P<0.001）呈明显正

关联，而与母亲的关爱（OR=0.895，P<0.001）和父亲的关爱（OR=0.914，P<0.001）呈明显负关联。结论 父母

的关爱可降低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生风险，而父母控制性可增加青少年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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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parenting style in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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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parenting style in

adolescents. Methods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6 195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Xinxiang City of Henan Province, China, from 2014 to 2018. The survey tools included a general soci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and the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11 items).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association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parenting style in

adolescents. Results There were 6 194 valid questionnaires in total, including 2 586 boys (41.75%) and 3 608 girls

(58.25%), with a mean age of (16.4±1.9) years (range: 11-20 years). Among these 6 194 students, 1 333 (21.52%) had

depression, and 508 (8.20%) had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ternal

control (OR=1.059, P<0.001) and paternal control (OR=1.061, P<0.001),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ternal care

(OR=0.937, P<0.001) and paternal care (OR=0.917, P<0.001). Suicide ideation in adolesc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ternal control (OR=1.110, P<0.001) and paternal control (OR=1.076, P<0.001),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ternal care (OR=0.895, P<0.001) and paternal care (OR=0.914, P<0.001). Conclusions Parental care may decreas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while parental control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adolescents.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2021, 23(9): 93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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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青少年常见的精神障碍，国内外的

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5%~13%，抑郁症

状发生率为22.6%，12岁以后女性抑郁障碍患病率

明显高于男性［1-3］。青少年的抑郁症与童年期创

伤、家庭教养关系和个体气质等都有关系［4-5］，了

解家庭教养关系和青少年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有助

于提出预防措施。青少年抑郁情绪指有多重抑郁

症状，如情绪低落、乏力和易激惹等，但未达到

疾病诊断标准［1-3］。

自杀意念是指有伤害自己的意愿，但没有形成

自杀的计划，没有行动准备和实际伤害自己的行

为［6］。青少年自杀和消极观念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

和不良家庭后果，对其原因探索迫在眉睫。自杀是

15~19岁青少年的第二大致死性因素［7］。青少年的

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0.72%~12.1%，自杀企图和计

划为 8.1%；青少年自杀与抑郁症呈明显正相

关［8-15］。抑郁情绪、焦虑情绪和低社会支持是高自

杀企图风险的预测因子［16-17］。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

危险因素探索，调适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预防青少

年自杀行为，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社会价值。

既往研究从家庭环境和功能角度出发，发现

父母的关爱和温暖是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保护性因

素，而过度干涉、亲密度降低、拒绝和家庭冲突

是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3-5，18-19］，

但并未从控制性角度出发探索父母控制因素与青

少年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的关系。近年来，构建

良好的教养关系以帮助青少年营造健康心理日益

受到重视［3，18］。本研究探讨父母教养关系与青少

年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的关联，研究假设父母的

关爱和鼓励减少、父母的控制性增加可增加抑郁

情绪和自杀意念的风险。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4~2018年在河南省新乡市某初中和高中

班级进行整群随机抽样调查研究，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问卷调查，一共调查了6 195名青少年。

1.2 调查工具

1.2.1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

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14］，由被

试者回溯性地回答16岁之前，在原生家庭中父亲

和母亲对其教养行为。本研究使用的是该问卷中

的关怀鼓励和控制维度。关爱因子为1、2、4、5、

6、11、12、14、15、16、22共11个条目，反映父

母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鼓励自主因子为3、7、

13、19、20、23共 6个条目；控制因子为8、9、

10、17、18、21共 6个条目；反向积分为2、4、

14、16、18、22共6个条目。问卷采用0~3的4点

记分，其中0代表“非常不符合”，3代表“非常

符合”。

1.2.2 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 本研究

使用Kutcher青少年抑郁量表（11项）（Eleven Item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KADS-11） 对

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进行评估。由周慧鸣等［20］翻

译，并在中国进行效度和信度检查，其Cronbach α
系数为0.84，灵敏度为89%，特异度为90%。

KADS-11由11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分别描

述抑郁情绪的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无价值

感和兴趣减低，也包括躯体症状（躯体不适、睡

眠困难等）及自杀观念行为。每个条目分别按0~3

分计分，即0分：几乎没有；1分：很多时候有；2

分：大部分时候有；3分：所有时候有。总分≥9分
判定为有抑郁情绪。其中第11条目“有自杀、自

伤的想法、计划或行为”，如果≥1分，判定为有自

杀意念。

1.3 调查方法

将一般资料和量表装订成册，被试者需要留

下姓名、学号和父母的联系方式，以便随访研究。

量表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学校负责心

理咨询老师协助讲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现场指

导学生填写完成后提交。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以例数、百分率（%）表示，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估青少年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与父母

教养方式之间的关联。以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因

素，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父母教养

关系中的关爱因子、鼓励因子和控制因子为自变

量，变量筛选采用进入法，检验水准α为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6 195 名青少年中，完成有效问卷 6 194 名

（99.98%）。其中男性 2 586 名 （41.75%），女性

3 608名（58.25%）；最小年龄为11岁，最大为20

岁，平均（16.4±1.9）岁。6 194名青少年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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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岁 300 名 （4.84%）， 13~15 岁 1 345 名

（21.71%），16~18岁3 901名（62.98%），19~20岁

648 名 （10.46%）； 父 母 离 异 或 再 婚 208 名

（3.36%）；父亲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4 001 名

（64.60%）， 高 中 及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2 193 名

（35.41%）；母亲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4 368 名

（70.52%），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1 826 名

（29.48%）。

2.2 青少年抑郁情绪与自杀意念的发生情况

21.52%（1 333/6 194）青少年有抑郁情绪；女

性和男性抑郁情绪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452）。8.20%（508/6 194）青少年有自杀

意念，其中男性发生率明显高于女性（P=0.003）。

见表1。

2.3 青少年抑郁情绪与父母教养关系的关联

以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因素，抑郁情绪为因

变量，父母教养关系中的关爱因子、鼓励因子和

控制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显示青少年的抑郁情绪与母亲的控制（OR=1.059，

P<0.001）和父亲的控制呈明显正关联（OR=1.061，

P<0.001），而与母亲的关爱（OR=0.937，P<0.001）

和父亲的关爱（OR=0.917，P<0.001）呈明显负关

联。见表2。

2.4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父母教养关系的关联

以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因素，自杀意念为因

变量，父母教养关系中的关爱因子、鼓励因子和

控制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显示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与母亲的控制（OR=1.110，

P<0.001）和父亲的控制（OR=1.076，P<0.001）呈

明 显 正 关 联 ， 而 与 母 亲 的 关 爱 （OR=0.895，

P<0.001）和父亲的关爱（OR=0.914，P<0.001）呈

明显负关联。见表3。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抑郁情绪与父母控制存

在明显的正性关联，青少年自杀意念与父母的控

制也存在明显的正性关联。控制性是一种攻击的

表达方式，在家庭的教养关系中有重要的影响。

通常家庭关系矛盾、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让青少年

产生难以抑制的愤怒无法表达，而特质性愤怒

（trait anger）构成了青少年拒绝自我、无法表达自

我、否定自我的认知不良图式。本团队既往的研

究也发现温暖和支持的家庭关系是青少年抑郁症

的保护性因素，而矛盾性增多是抑郁症的危险因

素，家庭中缺乏鼓励、过度控制、过度惩罚严厉

等因子是教养方式中的不良因素，增加了青少年

抑郁症的风险［4-5，21-22］。Hou等［23］建立情绪调整困

难模型，认为早年的亲子教养构建了成人后的亲

密关系和自我的认知特质的基础。控制性的教养

关系可能成为负性认知和情感难以表达的基础，

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关爱是青少年抑郁情绪的

保护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3］，提示父母关

爱可以减少青少年抑郁情绪发生。父母认为自己

表1 男性和女性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

发生率的比较 ［例（%）］

性别分组

男性

女性

χ2值

P值

例数

2 586

3 608

抑郁情绪

544(21.04)

789(21.87)

0.617

0.452

自杀意念

244(9.44)

264(7.32)

8.978

0.003

表 2 青少年抑郁情绪与父母教养关系的关联

项目

母亲关爱

母亲鼓励

母亲控制

父亲关爱

父亲鼓励

父亲控制

常量

B

-0.065

-0.006

0.057

-0.087

0.019

0.059

1.682

SE

0.009

0.012

0.013

0.009

0.015

0.013

0.371

Waldχ2

47.643

0.248

18.786

99.287

1.758

20.336

20.524

P

<0.001

0.619

<0.001

<0.001

0.185

<0.001

<0.001

OR

0.937

0.994

1.059

0.917

1.020

1.061

5.377

95%CI

0.920~0.955

0.970~1.018

1.032~1.086

0.902~0.933

0.991~1.049

1.034~1.089

表3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父母教养关系的关联

项目

母亲关爱

母亲鼓励

母亲控制

父亲关爱

父亲鼓励

父亲控制

常量

B

-0.110

-0.033

0.105

-0.090

0.004

0.073

2.775

SE

0.013

0.017

0.018

0.013

0.021

0.019

0.539

Waldχ2

69.814

3.796

32.250

48.966

0.030

15.194

26.465

P

<0.001

0.051

<0.001

<0.001

0.862

<0.001

<0.001

OR

0.895

0.967

1.110

0.914

1.004

1.076

16.045

95%CI

0.873~0.919

0.935~1.000

1.071~1.151

0.891~0.937

0.963~1.046

1.03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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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的关爱和孩子眼中父母的关爱有些许不同，

有研究认为父母给予“爱的名义”的控制，而孩

子的抑郁情绪和攻击水平反而更高［24］，有可能父

母的关爱有时也是一种控制的表现。本研究只是

从青少年视角评估父母关爱，父母关爱是青少年

抑郁的保护因素，后续需要进一步评估父母的关

爱是否是青少年心中所需。因此，父母与孩子建

立良好的沟通，理解他们需求的关爱，有利于减

少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生。

父母的控制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发展，对进食

和情绪都有重要的影响［25］。消极教养风格，如冷

漠和控制的教养方式显著增加抑郁的患病率，并

且父母控制程度越高，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越重［26］。

父母的控制因素会影响青少年构建负性自我认知

模式，负性认知是父母控制因素与青少年抑郁的

中介因素［27］。父母的控制行为，也是对青少年内

心情感和认知的一种拒绝，否认孩子的情感，增

加了青少年抑郁情绪［28］。父母教养为过度纵容或

控制都会影响儿童的外化行为［29］。父母过度的控

制是情绪表达困难，无法调用可用的情绪表现，

常常和青少年的述情障碍、网络成瘾及抑郁障碍

有关［30］。因此，控制性教养关系可影响青少年的

抑郁情绪［23］。

另外，直升机教养关系（helicopter parenting）

是父母直接干预和控制的表现，通过“直升机方

式”干预儿童和青少年的行为，青少年有更多的

情感功能失调，决策和学习功能均下降［31］。直升

机教养关系中常常同时存在其他童年创伤经历，

比如儿童期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心理忽视、低

照顾、高拒绝、高过度保护和控制，对青少年的

抑郁症有明显的影响［32］。也有研究认为父母教养

关系中控制性维度预示着青少年抑郁障碍、焦虑

障碍、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增高［33］。

本研究未发现父亲和母亲控制对青少年情绪

的明显差异，但是既往研究显示，父亲的控制有

更加突出的影响［19］。父亲的控制对青少年的外化

性行为有重要影响［33］。父亲的教养方式影响青少

年认知的发展［2］，父亲在青少年的成长中有重要

的影响，单亲的母亲抚养孩子更加容易出现思维

反刍（rumination）和抑郁症状群［34］。后续可以扩

大样本量，进一步探索父母在教养角色中的差异。

从心理发展角度出发，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可

能影响抑郁情绪的发生和发展［35］。研究认为父母

的关爱相比于父母的控制程度是保护因素，父母

的控制与青少年的焦虑关系更密切［21-22］，而且焦

虑的依恋关系中介了父母教养行为与抑郁之间的

关系［36］。父母感受到焦虑情绪和不安全，更加容

易通过控制的行为来表达，对青少年的抑郁影响

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父母的关

爱可以减少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发生的

风险。

青少年自杀的危险因素包括抑郁情绪和家庭

支持降低［4］。抑郁障碍的外化行为常常有攻击、

自残或自杀等行为，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不仅仅是

抑郁症的症状之一，也是通过外化行为对外界环

境敲响警钟。既往研究显示，家庭的矛盾性增多

和亲密度下降是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4］。

青少年抑郁、焦虑、自尊程度降低、家庭凝聚力

和社会支持不足是青少年自杀未遂风险的预测因

子［15］。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父母控制性

增多，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明显增多，而父母的关

爱和支持越多，青少年自杀意念越少。如同前文

所述，父母的过度控制会让青少年认为自己“无

能”和拒绝青少年表达自身的需求，会让其自我

情绪更加压抑和愤怒，让有抑郁情绪的青少年更

加雪上加霜，需要高度重视。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样本比较单一，后续

将会在不同城市进行调查研究，比较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差异。

综上，本研究发现家庭教养关系中父母的关

爱可降低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

而父母控制可增加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的

风险。因此，在家庭教养关系中，构建父母关爱

的教养关系，减少过多的控制行为，使孩子的情

绪得到有效的自我正确管理，可以减少青少年抑

郁情绪和自杀意念的发生。父母要注意维护自己

情绪的稳定性，对青少年给予更多的鼓励和关爱，

避免过多控制，以减少青少年抑郁情绪和自杀意

念的发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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