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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抑郁症状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间的中介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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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青少年孤独感、抑郁症状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NSSI）间的中介效应，为青少年NSSI
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从天津、河南、四川、浙江和内蒙古抽取7所中学的在校学生，采用简

版孤独感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中文简版和NSSI行为量表分别调查青少年孤独感、抑郁症状和NSSI发生情况，青

少年和其母亲分别采用父母协同教养问卷青少年评定版、共同养育关系量表评定父母冲突情况；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孤独感、抑郁症状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NSSI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调查544人，年龄为（14.19±1.43）岁。男生241
人，占 44.30%；女生 303人，占 55.70%。初中 452人，占 83.10%；高中 46人，占 8.45%；职业高中 46人，占 8.45%。

NSSI得分M（QR）为1.00（0.14）分，存在NSSI 150人，占27.57%；孤独感得分为（4.38±1.87）分；抑郁症状得分为

（7.32±6.06）分；青少年及其母亲评价父母冲突得分分别为（14.10±8.03）分和（3.04±3.19）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

果显示，父母冲突对青少年NSSI无直接影响，但可通过孤独感（β=0.074，95%CI：0.038~0.114）、抑郁症状（β=0.096，
95%CI：0.061~0.136）的独立中介效应及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β=0.064，95%CI：0.037~0.095）影响青少年NSSI（均

P<0.05）。结论 父母冲突通过引发青少年孤独感和抑郁症状增加其NSSI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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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s of adolescent loneli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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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dolescent loneli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n interparen⁃
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s of ad⁃
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Methods Students from 7 middle schools in Tianjin, Henan, Sichuan, Zhe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were selected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ir lonelines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occurrenc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Three-Item Loneliness Scale,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Scale, an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was evaluated by adolescents and their
mothers respectively, using the adolescence revision of Co-parenting Scale and th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Scal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loneli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was exam⁃
ined using a structural-equat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544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with a mean age of (14.19±
1.43) years. There were 241 males (44.30%) and 303 females (55.70%); 452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83.10%), 46
high school students (8.45%) and 46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8.45%); and 150 stud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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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y (27.57%). The scores of loneliness, depressive symptoms, parental conflict evaluated by students and their moth⁃
ers were (4.38±1.87), (7.32±6.06), (14.10±8.03) and (3.04±3.19),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ental conflict had no direct effect on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ut loneliness (β=0.074, 95%CI:
0.038-0.114)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β=0.096, 95%CI: 0.061-0.136) played indirect effects 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they also exerted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β=0.064, 95%CI: 0.037-0.095) (all P<

0.05). Conclusi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can impact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dolescent loneli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Keywords: interparental conflict; loneliness; depressive symptoms;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dolescent

非自杀性自伤 （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
指个体没有自杀企图，故意对自己身体实施伤害的行

为，是自杀的重要危险因素［1］。我国青少年 NSSI 发

生率高达 22.40%［2］，严重威胁其身心健康。依据人

际/系统模型和情绪调节模型，负面的家庭环境和负

面情绪的应对方式是引发 NSSI 的主要原因［3-5］。研

究显示，父母冲突是反映父母消极共同养育的重要

指标，可导致青少年 NSSI，也是青少年孤独感的危

险因素［6-7］。孤独感会导致情绪低落、自我价值低

等抑郁症状的出现［8］。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也是青少

年 NSSI 的影响因素［9］。本研究探讨青少年 NSSI 与

父母冲突之间的关系，以及青少年的孤独感和抑郁症

状在上述关系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为青少年 NSSI
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2 年 5—7 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天

津市 3 所中学、河南省 1 所中学、内蒙古自治区 1
所中学、四川省 1 所职业中学和浙江省 1 所职业中

学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父母健在；

（2）理解、沟通能力正常；（3）知情同意，自愿参与

调查。本研究通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伦理委员会

审查，审批号：H22087。
1.2 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孤独感、抑郁症状、

父母冲突和 NSSI 情况。采用 HUGHES 等［10］编制的

简版孤独感量表调查青少年近 2 周与孤独相关的情

绪感受（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04），包含 3 个条目，

每项 1～3 分，总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烈。采用何

津等［11］修订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中文简版调查青

少年近 1 周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率 （Cronbach's α 为

0.921），包含 9 个条目，每项 0～3 分，总分≥10 分

为存在抑郁症状，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父

母冲突情况根据青少年及其母亲的报告评定。青少年

采用刘畅等［12］编制的父母协同教养问卷青少年评定

版父亲卷的养育冲突维度（Cronbach's α 为 0.929），

包含 6 个条目，每项 1～7 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在

共同养育青少年过程中的冲突越大；母亲采用 FEIN⁃
BERG 等［13］编制的简版共同养育关系量表的养育冲

突维度（Cronbach's α 为 0.851），包含 2 个条目，每

项 0～6 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冲突越大。采用 YOU
等［14］ 编制的 NSSI 行为量表调查青少年近 6 个月

NSSI 次数（Cronbach's α 为 0.873），包含 7 个条目，

每项 1～4 分，分别表示 0 次、1～2 次、3～5 次和

≥6 次。计算平均分，＞1 分为具有 NSSI，得分越高

表示 NSSI 越严重。

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方式，由班主任组织，

通过微信推送问卷链接，学生及其母亲分别以匿名方

式填写问卷。调查结束后，审核并剔除未通过测谎

题、存在规律作答和答题时间过短的问卷。

1.3 父母冲突、青少年 NSSI、孤独感和抑郁症状的

关系分析

根据前人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父母冲突与青

少年 NSSI 存在统计学关联；（2）孤独感、抑郁症状

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 NSSI 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以青

少年 NSSI 为因变量，父母冲突为自变量，青少年孤

独感和抑郁症状为中介变量，性别、年龄、户籍所在

地、家庭月收入及母亲学历、职业、婚姻状况作为控

制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上述假设。判断模型

成立需同时满足以下 5 个条件：（1） χ2 与 υ 比值＜

5；（2）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GFI）、

塔克·刘易斯指数 （Tucker-Lewis coefficient，TLI）
和比较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均＞

0.09；（3） 近似误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08；（4）各路径系数

P＜0.05；（5） 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
strap 法进行检验，重复抽样 5 000 次，95%CI 不包

含 0 判定为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的采用均值±标准差（x±s）描述，不服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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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QR）］描述。

父母消极共同养育、青少年孤独感、抑郁症状和

NSSI 的相关性使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采用

AMOS 26.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水准 α=
0.05。
2 结 果

2.1 青少年基本情况

调查青少年 544 人，年龄为（14.19±1.43）岁。

男生 241 人，占 44.30%；女生 303 人，占 55.70%。

初中 452 人，占 83.10%；高中 46 人，占 8.45%；

职业高中 46 人，占 8.45%。城镇户籍 266 人，占

48.90%；农村户籍 278 人，占 51.10%。独生子女

195 人，占 35.85%。母亲年龄为（41.83±4.66）岁；

初中及以下学历 259 人，占 47.61%；高中/中专学历

70 人，占 12.87%；专科 70 人，占 12.87%；本科及

以上 145 人，占 26.65%。家庭月收入≤1 万元 344
人，占 63.24%；＞1 万～2 万元 104 人，占 19.12%；

＞2 万～3 万元 51 人，占 9.37%；＞3 万元 45 人，

占 8.27%。

2.2 父母冲突、青少年孤独感、抑郁症状及 NSSI 的

相关性分析

青少年及其母亲评价父母冲突得分分别为

（14.10±8.03）分和（3.04±3.19）分；青少年孤独感

得分为 （4.38±1.87） 分；抑郁症状得分为 （7.32±
6.06）分；青少年 NSSI 得分 M（QR）为 1.00（0.14）
分，存在 NSSI 行为 150 人，占 27.57%。Spearman
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 NSSI 与父母冲突（青

少年评定 rs=0.250，母亲评定 rs=0.178）、孤独感（rs=
0.534）、抑郁症状（rs=0.537）呈正相关；父母冲突

与孤独感 （青少年评定 rs=0.293，母亲评定 rs=
0.222）、抑郁症状（青少年评定 rs=0.473，母亲评定

rs=0.277）呈正相关；孤独感与抑郁症状（rs=0.628）
呈正相关（均 P＜0.001）。
2.3 孤独感、抑郁症状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 NSSI 间

的中介效应分析

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良好 （χ2/υ=1.685，
RMSEA=0.036， CFI=0.998， AGFI=0.981， TLI=
0.991）。结果显示，父母冲突对青少年 NSSI 无直接

效应，β 值为 0.085 （95%CI：-0.038~0.206）；但父

母冲突可分别通过孤独感、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增加

NSSI 风险，并且孤独感和抑郁症状存在链式中介效

应，β 值分别为 0.074（95%CI：0.038~0.114）、0.096
（95%CI： 0.061~0.136） 和 0.064 （95%CI： 0.037~

0.095），占总效应的 23.20%、30.09% 和 20.06%。见

图 1。

青少年

孤独感

青少年

抑郁症状

青少年

抑郁症状

父母冲突 青少年NSSI

母亲评定青少年评定

0.945① 0.448①

0.085

0.348①0.312①

0.592①

0.277①0.238①

注：图中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①表示P<0.05。
图 1 孤独感、抑郁症状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 NSSI 间的中介

效应路径图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s of adolescent loneliness, depressive
symptoms 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3 讨 论

本研究调查天津、河南、内蒙古、四川和浙江 7
所中学 544 名在校学生，以初中年级为主，城镇和

农村户籍各半，35.85% 为独生子女。NSSI 调查结果

显示，27.57% 存在 NSSI，高于 2018 年我国一项

Meta 分析青少年 NSSI 检出率 22.40%［2］。研究结果

显示，父母冲突分别通过青少年孤独感、抑郁症状及

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青少年 NSSI，孤独感、抑

郁症状的单独中介效应及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例分别为 23.20%、30.09% 和 20.06%。

父母冲突对青少年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有正向预

测作用［15-16］。父母之间积极的共同养育关系，对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17-18］。根据父母冲突与

儿童发展理论，父母处于紧张的冲突关系，会给儿童

青少年的社交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增强他们内在

的孤独感［19］。根据情绪安全理论，在安全的家庭环

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可以从父母身上学到有效处理情绪

的方法；而处于父母冲突的家庭环境，青少年内心会

产生不安全感，引发负性情绪，如抑郁和孤独

感［20-21］。孤独感和抑郁症状也是青少年 NSSI 的重要

影响因素［9，22］，父母冲突会加重青少年情感的脆弱

性，当青少年无法应对强烈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时，

NSSI 会成为他们情绪失调的一种应对方式。提示青

少年 NSSI 的干预方案可纳入父母共同养育意识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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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提升，通过减少父母间冲突降低减少青少年孤独

感和抑郁症状，从而预防青少年 NSSI 的发生。

NSSI 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需

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注。本研究通过青少年和

母亲不同视角的报告方法，探讨父母冲突、孤独感和

抑郁症状对青少年 NSSI 的影响，提示父母冲突虽然

不会直接影响青少年 NSSI，但可通过青少年孤独感

和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影响 NSSI 的发生。本研究的

局限在于，若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父母因关注孩子

的心理健康而较多地参与养育过程，可能会引发更多

的冲突，故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同时本研究为横

断面研究，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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