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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抑郁倾向人群的中医辨识及影响因素分析

黄　彦，黄　，张太君，江　洪，成建国△

（重庆市中医院研究部　４０００２１）

　　摘　要：目的　了解亚健康抑郁倾向人群的基本特征，明确其体质类型、心理状态、应对方式、应激事件发生等。方法　采用

《个人身心健康调查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利用ＥＰＩ软件建立数据库，以ＳＡＳ８．１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抑郁倾向女性易发

生，２０～４０岁人群发生率最高，大专以上学历最多见，职业以党政机关办事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并与家庭不和、人际关系不

协调、生活环境改变等应激事件有关；抑郁倾向人群以虚性体质（阳虚、阴虚）为主，ＳＣＬ９０量表各因子阳性结果发生率高于健康

人群（犘＜０．０１），社会应对方式以消极应对为主，生活质量评分低于健康人群水平（犘＜０．０５）。结论　亚健康抑郁倾向人群女性

多见，以虚性体质的高学历、脑力劳动者为主，同时与家庭不和、人际关系不协调、生活环境改变等特定应激事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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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倾向不同于临床上常见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它够

不上抑郁症但有抑郁的某些表现，属于正常范围的“抑郁”，是

一种轻度抑郁状态，采取适当药物疗法、门诊指导等一般内科

治疗能够控制，是亚健康需要关注的内容［１２］。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ｌ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在重

庆市多家医院通过体检中心的形式，随机抽取参加健康体检的

人群作为调查对象。本次共调查了亚健康人群１０４３例，其中

有抑郁倾向者３６６例。

１．２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由经培训的医生或护理人

员发放已编号的《个体身心健康调查量表》，调查量表独立填

写，且当场自填收回。调查量表由《一般情况调查表》《中医体

质与亚健康状态表》《中医特征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

《特质应对量表》《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生活质量量表（ＳＦ

３６）》等构成。其中“抑郁状态自评量表得分”作为分析对象，总

分为８０分，可分为４个等级：（１）无明显抑郁倾向（≤４９分）；

（２）轻度抑郁倾向（５０～５９）；（３）中度抑郁倾向（６０～６９）；（４）重

度抑郁倾向（≥７０分）。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ＡＳ８．１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采用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在亚健康抑郁倾向者３６６例中，轻度抑郁倾向２７２例，中

度抑郁倾向９４例，无重度倾向者。

２．１　抑郁倾向人群分布特征

２．１．１　性别分布　男性抑郁倾向发生率为３１．０％，女性为

３７．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２５），但在抑郁程度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１．２　年龄分布　各年龄层次抑郁倾向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年龄分布以３０～４０岁人群抑郁倾向发生率

最高（４２．８％），其次为３０岁以下年龄段（３６．４％）及４０～５０

岁年龄段（３３．２％），５０岁以上年龄段发生率最低（２８．９％），但

５１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４２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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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抑郁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１．３　学历层次　各学历层次抑郁倾向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初中以下学历人群抑郁倾向发生率最高

（４５．９％），小学及以下学历４例全为抑郁倾向（１００．０％）；大专

及以上学历人群抑郁倾向发生率次之（３５．５％），其中研究生学

历发生率最高（４０．０％）；而中专及高中学历人群发生率较低

（２６．６％），提示学历越高抑郁倾向的发生率越高，高学历可能

是抑郁倾向的一个危险因素，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学历特别低的

人群。

２．１．４　职业　抑郁倾向人群中以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

单位机关人群（４４．４％）和专业技术人员（４４．２％）的发生率最

高，以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发生率次之（４３．８％），农、林、牧、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发生率最低（１４．３％），提示脑力劳动为主的人

群可能更容易出现亚健康抑郁倾向。

２．２　应激事件　家庭不和、人际关系不协调、生活环境改变等

应激事件的发生在抑郁倾向与非抑郁倾向人群之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提示这些应激事件可能是亚健康抑

郁倾向发生原因之一，见表１。

表１　　抑郁倾向与非抑郁倾向人群应激事件

　　发生情况比较［狀（％）］

应激事件
抑郁倾向

（狀＝３６６）

非抑郁倾向

（狀＝６７７）
χ
２ 犘

人际关系不协调 ４０（１１．０） ３４（５．０） ５．７５ ０．０１６

家庭不和 ２６（７．１） １２（１．８） ８．６４ ０．００３

生活环境改变 ７３（１９．９） １０１（１４．９） ４．３２ ０．０３８

２．３　中医体质辨识　抑郁倾向和非抑郁倾向人群中医体质类

型（平和质与偏颇质）比较，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

０．００１）。在非抑郁倾向人群中，平和体质所占比例为３３．１％，

偏颇质为６６．９％，而偏颇质之中以气虚质、阳虚质为主；在抑

郁倾向人群中，以偏颇体质为 主 （７６．８％），平 和 质 只 占

２３．２％，而偏颇质以阳虚质、气虚质最多见，见表２。

表２　　抑郁倾向与非抑郁倾向人群体质

　　类型分布情况［狀（％）］

体质类型 抑郁倾向（狀＝３６６） 非抑郁倾向（狀＝６７７）

平和质 ８５（２３．２） ２２４（３３．１）

气虚质 ５６（１５．３） １４７（２１．７）

气郁质 ２８（７．７） ５７（８．４）

湿热质 ８（２．２） １６（２．４）

痰湿质 １６（４．４） ２０（３．０）

特禀质 １２（３．３） ２０（３．０）

血瘀质 ２４（６．６） １６（２．４）

阳虚质 １０５（２８．７） １２４（１８．３）

阴虚质 ３２（８．７） ５３（７．８）

２．４　ＳＣＬ９０症状自评阳性结果比较　对反映心理特征的症

状自评阳性结果发生情况进行比较，除强迫症状外，躯体化评

价、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精神病、偏执等因子

的阳性结果发生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提示某些

心理倾向的失衡可能是亚健康抑郁倾向发生的原因，见表３。

２．５　社会应对方式　在社会应对方式方面，非抑郁倾向人群

中积极应对方式所占比例高于抑郁倾向人群，而抑郁倾向人群

更趋向于以消极应对为主，两组间社会应对方式的分布构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表４。

表３　　抑郁倾向与非抑郁倾向人群ＳＣＬ９０阳性

　　结果发生情况比较［狀（％）］

项目
抑郁倾向

（狀＝３６６）

非抑郁倾向

（狀＝６７７）
χ
２ 犘

躯体化评价 ３６（９．８） ４０（５．９） ５．４２ ０．０２

强迫症状评价 ８４（２３．０） １６０（２３．６） ０．０６ ０．８０

人际关系敏感评价 ９２（２５．１） １３６（２０．１） ３．５４ ０．０６

抑郁评价 ７２（１９．７） ８０（１１．８） １１．７７ ０．００１

焦虑评价 ６１（１６．７） ８０（１１．８） ４．７８ ０．０３

敌对评价 ６８（１８．６） ６８（１０．０） １５．２６ ０．００

恐怖评价 ３６（９．８） ４０（５．９） ５．４２ ０．０２

偏执评价 ６８（１８．６） ４８（７．１） ３１．７２ ０．００

精神病评价 ４４（１２．０） ４０（５．９） １１．９９ ０．００１

其他项目评价 ８４（２３．０） １１７（１７．３） ４．９１ ０．０３

表４　　抑郁倾向与非抑郁倾向人群社会应对方式

　　　分布构成情况［狀（％）］

应对方式
抑郁倾向

（狀＝３６６）

非抑郁倾向

（狀＝６７７）
χ
２ 犘

积极为主 １６（４．４）　 １３８（２０．４） ４８．４０ ＜０．０１

消极为主 １５２（４１．５） １２２（１８．０） ６７．７８ ＜０．０１

２．６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方面，抑郁倾向与非抑郁倾向人群

在生理功能、生理职能、一般健康状况、精力、情感职能、精神健

康、健康变化等７个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而

在躯体疼痛、社会功能方面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抑郁倾向与非抑郁倾向人群生活质量阳性

　　结果发生情况比较［狀（％）］

项目
抑郁倾向

（狀＝３６６）

非抑郁倾向

（狀＝６７７）
χ
２ 犘

生理功能评价 ８（２．８） ０（０．０） １２．１８ ０．００

生理职能评价 ７２（１９．７） ６３（９．３） ２２．６６ ０．００

躯体疼痛评价 １６（４．４） ２０（３．０） １．４３ ０．２３

一般健康状况评价 １２１（３３．１） ７４（１０．９） ７６．５３ ０．００

精力评价 ５６（１５．３） ２８（４．１） ３９．９９ ０．００

社会功能评价 ４（１．１） ８（１．２） ０．００ １．００

情感职能评价 １２８（３５．０） １７８（２６．３） ８．６３ ０．００３

精神健康评价 ７６（２０．８） ２８（４．１） ７３．２０ ０．００

健康变化评价 １０８（２８．５） １０６（１５．７） ２７．９５ ０．００

３　讨　　论

亚健康与抑郁有着密切的联系，且病机发病基本一致［３］。

抑郁症属中医“郁证”范畴［４］。陈日宙［５］认为，郁证的病因病理

虽然复杂，但总以气虚为多见。郝万山［６］认为，三脏阳虚、气虚

乃是易发抑郁症的体质因素，在这一体质因素的基础上，稍遇

精神情志刺激则不能耐受，从而形成脑神失养，气郁痰阻，神窍

迷蒙，而致成郁症。如果能及早对亚健康人群进行干预，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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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抑郁倾向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可以防止患上抑郁症，还能很

大程度上改善其亚健康状态。目前，中医药对抑郁的预防和治

疗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积极的治疗效果［７１２］。

本研究抑郁倾向以女性多见，以２０～４０岁人群发生率较

高，与王立国等［２］研究一致；抑郁倾向以大专以上学历发生率

高，而且随着学历越高，发病率也越高；但是，也不能忽略学历

特别低的人群（初中以下），这类人群由于学历低、年龄大，往往

由于就业和经济原因而产生抑郁倾向；在职业方面，以企事业

单位机关人群和专业技术人员这类脑力劳动人群发生率高，但

是随着社会发展，目前的经济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从事

商业服务业人群也易于出现抑郁倾向。

亚健康抑郁倾向人群以虚性体制为主，尤其以阳虚最多；

在社会应对方式上，抑郁倾向人群更多的选择消极的应对方

式；在生活质量上，抑郁组低于非抑郁组，但躯体疼痛、社会功

能方面除外，这正好也说明抑郁倾向是心理失衡的问题，而且

本文所涉及的抑郁倾向基本上是轻、中度，所以也不会出现社

会功能明显受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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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静脉给药相比，明显提高局部组织及淋巴结内药物水平，延

长药物作用时间，为间质化疗治疗舌癌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

据。

参考文献：

［１］ＳｃｈｉｅｆｋｅＦ，ＨｉｄｅｂｒａｎｄｔＧ，ＰｏｈｌｍａｎｎＳ，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ＤＲ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Ｊ］．

ＪＣｒａｎｉｏ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３６（５）：２８５２９２．

［２］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Ａ，ＴóｔｈＫ，ＳｅｎＡ，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ｂｙｍｅｔｈｙｓｅｌｅｎ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ｉｃ

ｃｈｅｍ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Ｊ］．Ｃｌｉｎ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９，８（３）：

１５５１６２．

［３］ 郑武平，许荣华，高炳玉，等．丝裂霉素纤维蛋白凝胶缓释

化疗胃肠道低分化腺癌的临床研究［Ｊ］．海南医学院学

报，２００９，１５（１１）：１３９１１３９４．

［４］ＢａｅｋＳＭ，ＫｗｏｎＣＨ，ＫｉｍＪＨ，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ｓ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ｎ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ｉｎｒｅｎａｌ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

［Ｊ］．ＪＬａｂＣｌｉｎ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４２（３）：１７８１８６．

［５］ ＨａｎｉｇａｎＭＨ，ＤｅｖａｒａｊａｎＰ．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ｎｅｐｈｒ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ｒ，２００３，１：４７６１．

［６］ ＣａｉＳ，ＸｉｅＹＭ，ＤａｖｉｅｓＮＭ，ｅ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ａｎ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ｏｆ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ｉｎｒｏｄｅｎｔｓ［Ｊ］．ＪＰｈａｒｍＳｃｉ，２０１０，９９

（６）：２６６４２６７１．

［７］ ＭｕｌｌｅｒＭ，ＭａｄｅｒＲＭ，ＳｔｅｉｎｅｒＢ，ｅｔａｌ．５Ｆｕｏｒｏｕｒａｃｉｌｋｉ

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ｔｕｍｏｒｓｐａｃ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ａｎｅｒＲｅｓ，１９９７，５７（１３）：２５９８

２６０１．

［８］ ＴａｎｎｏｃｋＩＦ，ＬｅｅＣＭ，ＴｕｎｇｇａｌＪＫ，ｅｔａｌ．ＬｉｍｉｔｅｄＰｅｎｅｔ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Ｄｒｕｇ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ｕｍｏｒＴｉｓｓｕｅ：Ａ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ｕｓｅ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ｌｉｄＴｕｍｏｒｓｔｏＣｈｅｍ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ｌ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２，８（３）：８７８８８４．

［９］ 卢金利，杨芳．宫颈癌中顺铂放疗曾敏的临床药代动力学

机制［Ｊ］．南方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６（８）：１１７０１１７２．

［１０］ＬａｎｄｒｉｔｏＪＥ，ＹｏｓｈｉｇａＫ，Ｓａｋｕｒａｉ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

ｔｒａｌｅ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ｏｎ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ｍｉｃｅ［Ｊ］．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１９９４，

１４（１Ａ）：１１３１１８．

［１１］黄开红，朱兆华，梁建化，等．聚乳酸载药纳米微粒制备及

其释药效能［Ｊ］．癌症，２００５，２４（８）：１０２３１０２６．

［１２］岑德意，宋必卫，王瑜，等．顺铂缓释剂局部植入药代动力

学的实验研究［Ｊ］．安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３５（２）：１１６

１１８．

［１３］玄云泽，张建国，张杰，等．靶向持续性组织间化疗治疗舌

鳞癌的初步观察［Ｊ］．实用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２）：

１４８１５０．

［１４］玄云泽，郑磊，张建国，等．靶向持续性组织间化疗口腔癌

局部组织及淋巴结内药物分布的初步研究［Ｊ］．实用口腔

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５）：７２１７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０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７１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４２卷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