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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苗及侗族中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的特点，为中学生身心健康问题的预防和早期干预提供
依据。方法：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ＡＳＬＥＣ）对贵州省８３９名苗族和侗族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各类应激
生活事件发生率，两个民族中学生主要应激源及不同性别、年级的中学生应激强度的差异。结果：对两个民族

中学生影响较大的生活事件有考试失败和不理想、学习负担重；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因子构成中学生主要的应激

源，尤其高中学生面临更大的心理应激；女学生人际关系因子和学习压力因子得分高于男学生，男学生其它因子

得分高于女学生。结论：苗族和侗族中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发生率较高，应激强度有性别、年级差异，学校和家

庭应重视苗族、侗族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苗族和侗族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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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激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在生活中遭受到的
心理上强烈反应的重大事件，它极易形成负性的心

理应激反应。青少年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群体，心

理波动十分显著，对各种应激的承受能力也处于逐

６２６

第３７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贵 阳 医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Ｙ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６
２０１２１２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技厅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黔技合ＳＹ字（２０１２）３１２８］。
贵阳医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专业２０１０级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ｄｂ－５２７＠１６３．ｃｏｍ



渐发展过程中，在面对各种紧张性生活事件时，很

容易出现各种不良的应激反应，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造成不良影响［１］。刘丽萍、王宏［２］在对重庆库区

中学生生活事件及相关因素研究中认为，学习压

力、人际关系、受惩罚等方面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会

影响中学生的心理发展，国内对汉族中学生应激性

生活事件的研究较多。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苗族

有４３０万人，占全国苗族人口的４８１％，是全省少
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侗族有１６２８６万人，占
全国侗族人口的５５０１％。这两个民族历史悠久，
至今仍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和习俗。本研究

的目的是探讨贵州省苗族和侗族中学生应激性生

活事件的发生率及应激强度，为开展中学心理卫生

教育工作、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贵州
省苗族和侗族比例较高的天柱县和台江县随机选

取４所中学的初一至高三年级共８７０名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８３９份，回收率
９６４％。被调查者年龄１１～２０岁，平均（１５３０±
１７８）岁；男学生４４３人（５２８％），女学生 ３９６人
（４７２％）；初中学生 ３６３人（４３３％），高中学生
４７６人（５６７％）。
１．２　调查方法　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和对被试中
学生进行预调查后，应用刘贤臣编制的青少年自评

生活事件量表（ＡＳＬＥＣ）［３－４］对被调查对象进行现
场自评式问卷调查。ＡＳＬＥＣ为自评问卷，由２７个
应激性生活事件组成，调查期限为最近１年。对每
个事件的回答方式为先确定该事件在限定时间内

发生与否，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

分“无影响（１）、轻度（２）、中度（３）、重度（４）和极
重度（５）”进行评定，事件未发生按无影响统计。
２７个事件分为：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
惩罚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其它因子，每

个因子中所有题目得分总和除以因子条目数，可以

得到该因子的得分，累计各事件评分为总应激量。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系数为０．８５，分半信度系数为
０．８８，总分的重测信度系数为０．６９。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进行数据的双份
录入、核查，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
等符合数据类型的统计学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生活事件发生率　排在前１０位的事件从高
到低分别为考试失败或成绩不理想（９６３％）、学
习负担重（９５６％）、被人误会或错怪（８７１％）、生
活规律变化（８３８％）、升学压力（８３７％）、与同学
或好 友 发 生 纠 纷 （８３１％）、家 庭 经 济 困 难
（７９４％）、当众丢面子（７７７％）、被盗或丢失东西
（７６８％）、家庭给你施加学习压力（７５％），见表１。
２．２　应激强度在不同性别及年级差异　女学生人
际关系因子和学习压力因子得分高于男学生，男学

生在其它因子上得分高于女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苗族和侗族高中学生
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

因子、其他得分均高于初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８３９名苗族和侗族中学生应激性
生活事件的发生率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８３９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ＭｉａｏａｎｄＤ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２７个事件 发生率（％） 排序

１．被人误会或错怪 ８７１ ３
２．受人歧视冷遇 ６５３ １２
３．考试失败或成绩不理想 ９６３ １
４．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 ８３１ ６
５．生活规律（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 ８３８ ４
６．不喜欢上学 ４６２ ２２
７．恋爱不顺利或失恋 ２９８ ２５
８．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 ５８８ １６
９．学习负担重 ９５６ ２
１０．与老师关系紧张 ５７４ １７
１１．本人患急重病 １３５ ２７
１２．亲友患急重病 ５２９ １８
１３．亲友死亡 ４８４ ２１
１４．被盗或丢失东西 ７６８ ９
１５．当众丢面子 ７７７ ８
１６．家庭经济困难 ７９４ ７
１７．家庭内部有矛盾 ６８５ １１
１８．预期的评选（三好学生）落空 ６１６ １５
１９．受批评或处分 ６３５ １４
２０．转学或休学 ２８１ ２６
２１．被罚款 ４１ ２３
２２．升学压力 ８３７ ５
２３．与人打架 ３２５ ２４
２４．遭父母打骂 ６５１ １３
２５．家庭给你施加学习压力 ７５ １０
２６．意外惊吓，事故 ５２８ １９
２７．其它的挫折事件 ５０２ ２０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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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８３９名苗族和侗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应激强度在不同性别及年级的差异（ｘ±ｓ）
Ｔａｂ．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ｇｒａｄｅａｂｏｕｔ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ｌｉｆｅｅｖｅｎｔｓｏｆ８３９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ＭｉａｏａｎｄＤ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ｘ±ｓ）

因子　　
学生性别

男（ｎ＝４４３） 女（ｎ＝３９６）
ｔ值 Ｐ值

学生年级

初中（ｎ＝３６３） 高中（ｎ＝４７６）
ｔ值 Ｐ值

人际关系 １９４±０７６１ ２０８±０７９０ －２４７５ ００１４ １８９±０７５３ ２０９±０７８３ －３５６６ ００００
学习压力 ２８６±１００８ ３０５±１００３ －２６６６ ０００８ ２６１±０９５８ ３２０±０９８３ －８７４３ ００００
受惩罚　 １７０±０６９５ １６３±０６９３ １３３６ ０１８２ １６２±０７０７ １７０±０６７８ －２３９４ ００７８
丧失　　 １９７±１０２７ ２０５±１０８５ －１０８０ ０２８１ １９２±１０６８ ２０７±１０３７ －２０７０ ００３９
健康适应 １６２±０６３１ １７１±０６３８ －１８００ ００７２ １５５±０６０２ １７３±０６４４ －３９４５ ００００
其它　　 １５６±０６５５ １４２±０５３９ ３２３０ ０００１ １３７±０５２２ １５８±０６４６ －５１９１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３．１　生活事件发生率　从排在前１０种生活事件
中可以看出，苗族和侗族中学生学习压力和人际关

系因子是主要应激源，学习压力因子居首位，这与

国内研究相符［５－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

前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带来的学生学习压力

过大的现状，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人际关系主

要表现在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方面，中学生渴望与

同龄人交往，害怕孤独，如果受人冷遇，当众丢面子

就会产生孤独、心理压力和阴影，进而出现闭锁心

理。有些老师对成绩好的同学给予很大的希望、关

注和关心，对成绩不好的同学缺乏理解和关心，这

会使中学生感到委屈和困惑，丧失学习兴趣。由于

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一些少数

民族地区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

所以家庭困难（７９４％）、生活规律变化（８３８％）
等事件的发生率也相对较高。

３．２　生活事件在不同性别间的比较　本研究结果
显示女学生人际关系和学习压力因子得分高于男

学生，男学生在其它因子得分高于女学生。男女青

少年进入青春期早晚不同，出现的生理、心理变化

不同。青春期的女学生较男学生而言，相对较为敏

感、脆弱、情绪易波动、对学业更为关注、自我身心

压力更多；女学生比男学生胆小、害羞、腼腆，没有

男学生对新环境适应快；且少数民族传统思想也会

导致女学生依赖性强、内向、缺乏自信，这使她们遇

到人际关系和学习压力的生活事件时，受到的影响

也相对较大。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民族地区表现突

出，导致家庭以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待男孩和女孩，

且对男孩的要求更高，也寄予更高期望，所以男学

生在其它因子应激强度得分高于女学生。

３．３　生活事件在不同年级间的比较　本研究结果
显示高中组学生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和健康适应

因子得分上均高于初中组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高，

特别是高中以后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对来自

周围人期望的认识和学业成就感不断增强，加上学

习任务日渐繁重，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学生在学习

和人际关系方面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并且进入

高中阶段以后因面临着高考这一严峻的人生挑战，

也导致高中学生的应激强度比初中阶段增高，这也

提示社会各界需特别关注高中阶段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从此次调查来看，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

键时期，世界观、人生观逐步成熟，而贵州省少数民

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学校和家庭应投入更多的精

力，根据不同年级和性别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卫生

教育，使他们逐步适应中学的学习，有利于中学生

正确的处理应激事件，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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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膜电位（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指
生物膜两侧离子浓度不同所产生的跨膜电位差，它

反映了线粒体功能和膜的完整性，是评价线粒体功

能的敏感指标。当跨膜电位下降，线粒体产生了形

态和功能的改变，在死亡信号的诱导下，跨膜电位

下降，膜通透转变孔道开放是细胞凋亡的早期特

征［６］。线粒体通透性转变孔是位于线粒体内外膜

之间由多个蛋白质组成的复合通道，又称为线粒体

大通道，其确切组成目前尚不清楚。Ｚａｍｚａｍｉ等［７］

报道该复合体至少由胞质的己糖激酶、外膜的外周

苯二氮卓受体、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肌酸激酶、

ＡＮＴ１及基质的亲环蛋白 Ｄ组成。目前公认的观
点是电压依赖性阴离子通道和 ＡＮＴ１是线粒体通
透性转变孔必要和主要的组成部分。ＭＰＴＰ的开
放会导致线粒体膜通透性增大，线粒体膜电位降

低［８］。本研究发现，与对照组比较，２０μｍｏｌ／Ｌ组
和４０μｍｏｌ／Ｌ组的线粒体膜电位显著降低（Ｐ＜
００５），而且随着亚硒酸钠浓度的增高，呈现剂量
效应关系。虽然０５μｍｏｌ／Ｌ组和１０μｍｏｌ／Ｌ组的
线粒体膜电位有下降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线粒体膜通道转运孔开放程度随着
亚硒酸钠浓度的增高而增高，并且在１０μｍｏｌ／Ｌ染
硒组、２０μｍｏｌ／Ｌ染硒组、４０μｍｏｌ／Ｌ染硒组显著
增高（Ｐ＜００５），与△Ψｍ的变化呈相反趋势，这
说明亚硒酸钠在抑制脑胶质瘤生长的机制可能是

通过提高线粒体膜通道开放程度，降低线粒体内外

膜电位差，使得线粒体膜电位下降，从而达到抑制

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

综合所述，ＡＮＴ１可能参与了亚硒酸钠抑制脑
胶质瘤生长的作用机制，而 ＭＰＴＰ及△Ψｍ的改变

可能是ＡＮＴ１的表达增加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亚硒
酸钠的直接作用所致，这也是下一步深入研究需要

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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