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ＷＳ
０４１９）；济宁医学院２０１８年大学生创新训练
计划项目（校级 ＣＸ２０１８０７４，国家级２０１８１０４
４３０３２）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４月第４２卷第２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７

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　霞１　张跃兵２　李志莹１

（１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１３；２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济宁 ２７２０５１）

　　摘　要　目的　了解济宁市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济宁市４８３名非独生子女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评价其心理健康状况。
结果　非独生子女除了在躯体化、偏执外，其他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经逐步回归分析，对非独生子女心理
健康状况得分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性别，年级，父母婚姻状况和子女间年龄间隔。结论　济宁市非独生
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女生、高年级、不完整家庭或再婚家庭、间隔年龄较大的非独生子女应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引导。

关键词　非独生子女；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Ｒ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１９）０２１０５０４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ｎｏｎ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ＵＸｉａ１，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ｂｉｎｇ２，ＬＩＺｈｉｙｉ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２Ｊｉｎ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５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ｏｎ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Ｊ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３ｎｏｎ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Ｊ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ｄｂｙＳＣＬ９０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ｘｃｅｐｔｓｏ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ｎｏｎ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ｒｍ．Ｂｙ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ｏｎ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ｅ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ｅ，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ｏｎ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Ｊｉｎｉｎｇ．Ｓｏ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ｇｉｒｌｓ，ｓｅｎｉ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ｏｎ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ｆｒｏｍ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ｏｒｒｅｍａｒ
ｒｉｅ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ｂｉｇａｇ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ｉｓｔ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ｏｎｏｎｌｙｃｈｉｌ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

　　随着２０１６年全国范围推行“二孩”政策，非独
生子女比例将逐渐增加。有关独生女子与非独生

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已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有研究认为独生子女在性格和行为习
惯不如非独生子女［１］，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的
研究表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行为问

题并无明显差异［２］，２１世纪有学者对大学生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不如独生

子女大学生［３６］。目前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

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

究以济宁市３所初中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
卷调查，旨在了解济宁市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

及影响因素，为提高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干预提供

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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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济宁市随机抽取３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抽
取１所中学，每所学校从初一、初二、初三各随机抽
取２个班，共５０５人作为调查对象，剔除无效问卷
２２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８３份，有效率为９５．６％。
１．２　调查工具与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包括基本情

况（年级、性别、户籍、家中排行、父母婚姻状况、父

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采用症状自评

量表（ＳＣＬ９０）调查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症状自
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包括９０个项目，１０个因子，每个
项目均采用５级评分制（症状由轻到重），分别记
为１～５分。各因子得分除以该因子的项目数即为
因子均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症状越严重。

各因子效度系数０．７７～０．９９［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双人录入数据并进行核对，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的统
计分析方法有：统计描述、两独立样本ｔ检验、方差
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

２　结果

２．１　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
非独生子女 ＳＣＬ各因子得分与全国常模相

比，除了躯体化、偏执外，其他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

常模，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非独生子女ＳＣＬ９０得分和全国常模比较 （珋ｘ±ｓ）

因子 非独生子女（ｎ＝４８３） 全国常模（ｎ＝１３８８） ｔ Ｐ

躯体化 １．４２±０．６４ １．３７±０．４８ １．８００ ０．０７２

强迫 １．７７±０．７２ １．６２±０．５８ ４．５８６ ０．０００

人际关系 １．７１±０．５３ １．６５±０．５１ ２．２０４ ０．０２８

抑郁 １．６１±０．５１ １．５０±０．５９ ３．６５０ ０．０００

焦虑 １．５３±０．６０ １．３９±０．４３ ５．５２５ ０．０００

敌对 １．５７±０．５８ １．４８±０．５６ ３．０１４ ０．００３

恐怖 １．３２±０．５９ １．２３±０．４１ ３．６７８ ０．０００

偏执 １．４８±０．５５ １．４３±０．５７ １．６７５ ０．０９４

精神病性 １．３８±０．５０ １．２９±０．４２ ３．８５４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特征的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的比较
以非独生子女为研究对象，为 ＳＣＬ总均分为

研究指标，比较不同特征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

况，户籍、父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因素对非独

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２。

表２　不同特征的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的比较

　　影响因素 ｎ 珋ｘ±ｓ ｔ／Ｆ Ｐ

性别

　　男

　　女

１９７

２８６

１．４８±０．７３

１．６３±０．７５
２．１８４ ０．０２９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１５３

１６８

１６２

１．４２±０．６７

１．６２±１．０８ａ

１．６６±０．８９ｂ
３．１８４ ０．０４１

户籍

　　城市

　　农村

１８５

２９８

１．５２±０．７１

１．６０±０．８２
１．０９６ ０．２７４

家中排行

　　老大

　　老二及其他

３５８

１２５

１．６３±０．８４

１．４０±０．８５
２．６２７ ０．００９

年龄间隔／岁

　　０～

　　７～

２２０

２６３

１．４７±０．５０

１．６５±０．９１
２．６２１ ０．００９

父母婚姻状况

　　完整家庭

　　单亲或再婚家庭

４４６

３７

１．５４±０．８９

１．９３±０．９８
２．５４１ ０．０１１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本科及以上

２０１

１８７

９５

１．５９±０．７８

１．５６±０．８１

１．５５±０．７６

０．１１３ ０．８９７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２２２

１７９

８２

１．６９±０．７５

１．５１±０．７１ｃ

１．３８±０．６７ｄ
６．５２４ ０．０００

家庭月收入／元
　　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７

２３８

１２８

１．６４±０．６８

１．５２±０．５８

１．６０±０．７３

１．５３２ ０．２２１

留守

　　是

　　否

３６９

１１４

１．６３±０．８７

１．３８±０．９１
２．６５３ ０．００８

　　注：ａ初二与初一相比，Ｐ＜０．０５；ｂ初三与初一相比，Ｐ＜０．

０５；ｃ初中及以下与高中或中专相比，Ｐ＜０．０５；ｄ初中及以下与大

专及以上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的多因素分析
以非独生子女 ＳＣＬ９０总均分为因变量，以表

２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说明
见表３）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级、
父母婚姻状况、子女间年龄间隔对非独生子女

ＳＣＬ９０总均分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拟合的回归
方程，Ｒ２＝０．３０６，即这４个变量能够解释非独生子
女ＳＣＬ９０总均分变异的３０．６％。见表４。

·６０１·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４月第４２卷第２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表３　变量的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说明

性别 ０＝男，１＝女

年级 ０＝初一，１＝初二，２＝初三

家中排行 ０＝老大，１＝老二及其他

年龄间隔（岁） ０＝０～，１＝７～

父母婚姻状况 ０＝完整家庭，１＝单亲或再婚家庭

母亲文化程度 ０＝初中及以下，１＝高中或中专，２＝大专及以上

留守 ０＝非留守，１＝（曾）留守

表４　非独生子女中学生的ＳＣＬ９０得分
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Ｂ ＳＢ Ｂ＇ ｔ Ｐ

常数 ０．６２２ ０．２４５ － ２．５３９ ０．０１６

性别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３ ２．０６５ ０．０４１

年级 ０．１４２ ０．０４５ ０．１６３ ３．１５６ ０．００２

父母婚姻 ０．８１５ ０．１８２ ０．２３３ ４．４７８ ０．０００

年龄间隔 ０．１６７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５ ２．３８６ ０．０１８

３　讨论

青春期是人生成长的第二个关键时期，身体迅

速发育，但心理发展尚不成熟，易产生各种心理问

题，如抑郁、焦虑、恐惧等［８１０］。本次调查４８３名非
独生子女，其中排行老大者占７４．９％，７．９％的中
学生表示家里有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４０．０％的中
学生表示不想要弟弟妹妹。这提示父母在响应国

家“二孩政策”时，需关注大孩的心理变化和调试，

帮助大孩做好心理上的接纳，和父母共同期待二孩

的来临。

本文中，非独生子女 ＳＣＬ９０得分除了在躯体
化、偏执外，其他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究其

原因可能在于多子女家庭的经济、家务负担较重，

父母可能疏于关注和聆听子女的倾诉，不能及时发

现解决孩子的问题。这提示我们，非独生子女父母

更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对青春期的孩

子，避免其产生被忽视、被冷落的心理变化，一视同

仁地对待每个孩子，协调好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本文进一步研究显示女生、高年级、单亲或再

婚家庭、年龄间隔７岁以上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
况越差。父母的陪伴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至关重

要，如家庭结构不完整（如单亲家庭），家庭不和谐

（如夫妻矛盾、再婚家庭），孩子面对复杂、冷漠的

家庭环境时会产生烦恼、压抑、紧张等情绪，直接影

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初二和初三的非独生子女心

理健康不如初一学生，与雍那等［１１］研究结果一致。

高年级学生学习任务更重，同伴竞争和升学压力增

加，如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心理健康水平比男孩差，

这与刘振红［１２］研究结果一致。究其原因，首先，当

家庭中二孩出生后，部分家长因精力有限对大孩有

不同程度的忽视，而女孩对父母的关爱更加在意和

敏感。其次，在少部分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可能

还存在，尤其在二孩为男孩的家庭，女孩可能会受

到较多负面评价或被忽视，会导致其产生自卑、恐

惧、焦虑等。本研究中，同胞年龄间隔大于７岁的，
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与张晓娟等［１３］研究结果一致。

年龄差距越大，原本作为“独生子女”的青少年意

味着可能丧失“独生子女”的优越感，担心弟弟妹

妹出生后被父母忽视，产生嫉妒甚至敌意，从而导

致同胞竞争障碍［１４］。因此，对于子女间年龄差距

较大的家庭，父母尤其要关注大孩的心理感受和情

绪变化，也可以让大孩共同参与到照顾二孩的工作

中，从而感受到自身价值。

综上所述，本文济宁市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

状况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非独生家庭越来越多，

非独生家庭的家长要强化意识，提前预见问题及解

决方案，平等对待孩子，避免重男轻女、重小轻大。

同胞关系是儿童与同龄人交流的最直接和重要的

机会，也是人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重要人际关系之

一，家长应鼓励兄弟姐妹间分享与合作的积极心

态，营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促进孩子身心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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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学报》影响因子创历史新高

据２０１８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统计结果显示：《济宁医学院学报》影响因子０．８４９；中国学术期刊
影响因子年报也显示：《济宁医学院学报》０．５９５，期刊影响力指数１９７．３４。

万方数据及知网两家权威数据库期刊评价结果均显示：《济宁医学院学报》的多项期刊评价指标连续

９年不断攀升，２０１８年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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