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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睡眠质量和心理弹性在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MADD）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孤

独感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大庆市第三医院青少年心理

门诊就诊或住院的 265 例 MADD 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UCLA）孤独感量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进行调查。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孤独感、睡眠质量、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6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5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3.00%。结果 MADD 青少年的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得分为（59.69±12.93）分，UCLA

孤 独 感 量 表 得 分 为（56.49±10.83）分，RSCA 得 分 为（67.68±15.72）分，PSQI 得 分 为（10.31±3.92）分。

MADD 青少年中睡眠质量与同伴关系、睡眠质量与孤独感、同伴关系与孤独感呈正相关（r=0.49、0.50、

0.76；P ＜ 0.01），心理弹性与同伴关系、孤独感、睡眠质量呈负相关（r=-0.65、-0.69、-0.47；P ＜ 0.01）。心

理弹性在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孤独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包含同伴关系 - 睡眠质量 - 孤

独感、同伴关系 - 心理弹性 - 孤独感、同伴关系 - 睡眠质量 - 心理弹性 - 孤独感共 3 条路径，各路径的效

应值分别占总效应值的 6.94%、21.73% 和 3.93%，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32.59%。结论 同伴关系除直

接影响 MADD 青少年的孤独感外，还分别通过睡眠质量与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睡眠质量和心理弹性

的链式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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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relationship and loneliness in adolescents with 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MADD）. Methods A total of 265 adolescents diagnosed with MADD， who visited or were hospitalized in 
the Uni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of Daqing Third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 Loneliness Scal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RSCA），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peer relationship， loneliness，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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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关系不良是青少年时期常见的心理压力之

一，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1］。患有情

绪障碍的青少年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更强烈的消极

情绪和孤独感、更差的同伴关系［2-3］。然而，并非所

有同伴关系不良的青少年个体都会出现高水平的孤

独感，表明其中可能存在某些保护因素。

心理弹性可以缓解同伴关系不良等压力事件对

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4-5］；Chung 等［6］也证实高水

平的心理弹性可缓解青少年的孤独感。睡眠质量

可能是孤独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睡眠质量差会导致

更高水平的孤独感［7］，而同伴关系能影响个体的睡

眠质量［8］。因此，心理弹性可能会在混合性焦虑抑

郁障碍（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睡眠质

量可能在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孤独感之间起

中介作用。本研究拟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旨在探讨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睡眠质

量与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明确同伴关系对孤

独感的内在影响机制，为降低 MADD 青少年孤独感

提供实证支持。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0年9月

至 2021 年 6 月在大庆市第三医院青少年心理门诊就

诊或住院的 MADD 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年龄 12～18 岁；（2）根据 ICD-10 确诊为 MADD［9］；

（3）韦氏智力测验≥ 70，有基本的沟通和读写能力；

（4）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由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合并阅读障碍；（2）合并严重器质性病

变和其他躯体疾病；（3）正在使用影响睡眠质量的药

物；（4）合并癫痫和胃肠疾病。采用横断面调查样本

量计算公式 N=（tα
2PQ）/d2，经文献回顾，MADD 青少

年的患病率约为 13%［10］，设最大容许误差 d 为 5%、

显著性水平 α=0.05，计算最少样本量为 181 例。本

研究已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批准号：HMUDQ20200901100）。

2. 研究工具：（1）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计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家庭

居住地、父母外出务工情况等。（2）儿童青少年同伴

关系量表。该量表由郭伯良［11］于 2003 年编制，用

于评估青少年的同伴关系。该量表包含 22 个条目，

每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总分 22～88 分，得分越

高同伴关系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3）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UCLA）孤 独 感 量 表［12］。

该量表由 Russell 于 1978 年编制，用于评估受试者

的孤独感程度。UCLA 孤独感量表包含 20 个条目，

每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总分 20～80 分，得分越

高孤独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4）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RSCA）。 该 量 表 由 

胡月琴和甘怡群［13］于 2008 年编制，用于评估受试

者的心理弹性。RSCA 包含 27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

用 5 级评分法，总分 27～135 分，得分越高心理弹性

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5）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该量表由刘贤臣和唐茂芹［14］于1996年

修订，用于评估受试者的睡眠质量。PSQI 包含 7 个

维度，每个维度计 0～3 分，总分 0～21 分，得分越高

MADD adolescents. The model 6 in SPSS PROCESS macro program was a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A 
total of 28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s study， and 26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of 93.00%. Results The score of the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in MADD 
adolescents was （59.69±12.93）， the score of the UCLA Loneliness Scale was （56.49±10.83）， the RSCA 
score was （67.68±15.72）， and the PSQI score was （10.31±3.92）. In MADD adolescents， sleep qua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er relationship， sleep quality with loneliness， and peer relationship with loneliness 

（r=0.49， 0.50， 0.76； P＜0.01）， whil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er relationship， 
loneliness， and sleep quality （r=-0.65， -0.69， -0.47； P ＜ 0.01）.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relationship and loneliness in adolescents with MADD. The 
mediating effect consisted of three pathways： peer relationship-sleep quality-loneliness； peer relationship-
resilience-loneliness； peer relationship-sleep quality-resilience-loneliness. The effect value of these three 
pathways accounted for 6.94%， 21.73% and 3.93%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The total indirect effect 
accounted for 32.59%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In addition to directly influencing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of adolescents with 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disorder， peer relations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of sleep 
qua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Key words】 Mixe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Peer relationship； Loneliness； Sleep 
quali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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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73。

3. 资料收集方法：采用面对面的形式由研究者

完成问卷的收集，问卷填写完成后核对问卷内容。

本研究共发放 280 份问卷，回收 265 份有效问卷，有

效回收率为 93.00%。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所有数据均由双人录入、核查。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

料以频数、百分数（%）表示。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孤独感、睡眠质量、心理

弹性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中

的模型 6 分析 MADD 青少年睡眠质量和心理弹性在

同伴关系和孤独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重复抽样 

5 000 次，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为效应显著。双侧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MADD 青少年的一般资料：265 例青少年的

年龄（15.08±1.67）岁，其他一般资料见表 1。

表1 265 例 MADD 青少年的一般资料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年龄（岁）

 12～15 147 55.47

 16～18 118 44.53

性别

 男 61 23.02

 女 204 76.98

家庭居住地

 城镇 221 83.40

 农村 44 16.60

家庭月收入（元）

 ≤ 3 000 45 16.98

 3 001～4 999 88 33.21

 ≥ 5 000 132 49.81

体重指数（kg/m2）

 ＜ 18.5 70 26.42

 18.5～23.9 119 44.90

 24.0～27.9 47 17.74

 ≥ 28.0 29 10.94

家庭类型

 单亲家庭 47 17.74

 核心家庭 160 60.38

 三代家庭 45 16.98

 重组家庭 13 4.90

父母外出务工

 是 75 28.30

 否 190 71.70

  注：MADD 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

2.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孤独感、睡眠质量、

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MADD 青少年的儿童青

少年同伴关系量表得分为（59.69±12.93）分，UCLA

孤 独 感 量 表 得 分 为（56.49±10.83）分，RSCA 得 分

为（67.68±15.72）分，PSQI 得分为（10.31±3.92）分。

MADD 青少年中睡眠质量与同伴关系、睡眠质量

与孤独感、同伴关系与孤独感呈正相关（P ＜ 0.01），

心理弹性与同伴关系、孤独感、睡眠质量呈负相关 

（P ＜ 0.01），见表 2。

表2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孤独感、睡眠质量、心理弹性

的相关性分析（r 值）

项目 同伴关系 孤独感 睡眠质量 心理弹性

同伴关系 1.00 - - -

孤独感 0.76 1.00 - -

睡眠质量 0.49 0.50 1.00 -

心理弹性 -0.65 -0.69 -0.47 1.00

  注：MADD 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均 P ＜ 0.001；- 无数据

3. MADD 青 少 年 睡 眠 质 量 与 心 理 弹 性 的 中

介效应检验：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及共线性诊

断，结果表明，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1.284～1.693，均＜ 3.000；容忍度为 0.591～0.779，

均＞ 0.100，无严重共线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模型 6）检

验睡眠质量和心理弹性在MADD青少年同伴关系与

孤独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图

见图 1。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越好，其孤独感水

平越低（β=0.52， P ＜ 0.001）、睡眠质量越好（β=0.49， 

P ＜ 0.001）、心理弹性水平越高（β=-0.55， P ＜ 0.001）；

睡 眠 质 量 越 好，其 孤 独 感 水 平 越 低（β=0.11，P ＜ 

0.05）、心理弹性水平越高（β=-0.20，P ＜ 0.001）；心

理 弹 性 水 平 越 高，其 孤 独 感 水 平 越 低（β=-0.30， 

P ＜ 0.001），见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MADD 青少年的心理

弹性和睡眠质量在同伴关系和孤独感中发挥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249，占总效应的 32.59%（直

接效应为 0.515）。中介效应包含同伴关系→睡眠质

量→孤独感、同伴关系→心理弹性→孤独感、同伴

关系→睡眠质量→心理弹性→孤独感共 3 条路径，

效应值分别占总效应值的 6.94%、21.73% 和 3.93%。

Boot 95%CI均不包含 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见表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MADD 青少年同伴关

系与孤独感呈负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5-17］。



· 500 ·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3 年 7 月 20 日第 23 卷第 7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July 20，2023，Vol.23，No.7

同伴关系是青少年时期重要的社会关系，影响其社

会化行为和心理健康。此外，青少年时期的同伴关

系还与老年抑郁症存在相关性［18］。青少年从良好

的同伴关系中获得更多积极的情感支持与回应，能

够促使其提升社会适应力，进而降低孤独感［19］。相

关研究表明，同伴接纳程度越低，友谊质量越差，

青少年孤独感越高［20］。经历过同伴拒绝、同伴欺

凌的青少年容易感到孤独［21］。而同伴支持感知水

平高的个体认为，在困难发生时可以得到他人的帮

助，更愿意与他人建立良好的联系，保护自己免受

孤独和其他负面情绪的影响。例如，Son 和 Padilla-
Walker［22］在儿童青少年中进行的一项纵向研究表

明，就同伴关系质量而言，青少年从同伴中得到的

情感支持越多，其同伴关系越健康，未来的心理困

扰程度越低。Zhang 等［23］的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

保持健康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其获得健康的情绪。

此外，赵颖等［24］在艾滋病致孤儿童中的研究结果

发现，同伴关系是孤独感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

同伴关系能通过提升个体自尊水平降低其孤独感体

验。青少年时期，同伴是个体获得社会支持与安全

感的重要来源，但 MADD 青少年个体的焦虑、抑郁

情绪导致其同伴关系较健康青少年差［25］。因此，良

好的同伴关系可以有效缓解MADD青少年的孤独感

体验。

本研究结果显示，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能直接

影响孤独感，还可通过改善睡眠来缓解孤独感。良

好的同伴关系可以改善个体的睡眠质量，与以往的

研究结果一致［26］。警觉-觉醒理论框架指出，不良

的同伴关系会干扰青少年的睡眠质量［27］。同伴关系

不良将导致青少年感知到的同伴支持减少，削弱其

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进而引发睡眠问题［28］。

本研究结果显示，睡眠质量高可以降低个体的孤独

感，在同伴关系与孤独感间发挥中介作用。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黄俭强和陈琪尔［29］发现，睡眠质量差

将导致个体精神状况差、情绪低迷、不愿与他人沟通

交往，使内心的孤独体验更加强烈。睡眠质量差将

导致人们思虑过多，压力感知升高，不良情绪随之产

生，内心的孤独体验亦愈发强烈。同伴关系良好的

青少年较少经历干扰睡眠的高度觉醒和痛苦［30］，而

优质的睡眠有助于调节青少年的行为和情绪，使其

具备更积极的情绪［31］。因此，可以通过改善 MADD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提升其睡眠质量，进而降低其孤

独感。

心理弹性在同伴关系与孤独感间起中介作用，

同伴关系可以通过提升心理弹性减轻个体的孤独

感。心理弹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社会资源，在面

对负性事件时可通过调动积极情绪，减少其对个体

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减少孤独等不良情绪的产生。

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通过促进归属感与积极

表3 MADD 青少年人际困扰与孤独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变量
模型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

R R2 F 值 β值 t 值 P 值

孤独感 0.81 0.65 164.54

 同伴关系 0.52 10.34 ＜ 0.001

 睡眠质量 0.11 2.47 0.033

 心理弹性 -0.30 -6.14 ＜ 0.001

心理弹性 0.67 0.45 107.99

 同伴关系 -0.55 -10.46 ＜ 0.001

 睡眠质量 -0.20 -3.83 ＜ 0.001

睡眠质量 0.49 0.24 84.74

 同伴关系 0.49 9.21 ＜ 0.001

  注：MADD 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

注：MADD 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aP ＜ 0.05；bP ＜ 0.001

图1 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孤独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图

表4 MADD 青少年睡眠质量和心理弹性对同伴关系和孤独感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95%CI

相对中介效应（%）
下限 上限

同伴关系→睡眠质量→孤独感 0.053 0.021 0.012 0.098 6.94

同伴关系→心理弹性→孤独感 0.166 0.034 0.105 0.234 21.73

同伴关系→睡眠质量→心理弹性→孤独感 0.030 0.010 0.012 0.052 3.93

总间接效应 0.249 0.037 0.179 0.322 32.59

直接效应 0.515 - - - 67.41

  注：MADD 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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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可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32］。此外，积极

的同伴关系与心理弹性的某些指标相关，包括高自

尊、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及较少的不良行为，积极的

同伴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弹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促进

因素［33］。本研究结果与 Yoon 等［34］在儿童中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发现同伴关系能显著影响 18 个月后

的心理弹性。同伴关系不良是青少年期普遍的压力

事件，当其程度过高导致心理弹性无法发挥积极作

用时，同伴关系与心理弹性间的平衡遭到破坏，最

终导致心理弹性下降，增加了孤独感产生的风险。

同伴关系良好的青少年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心理弹

性，减少逆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睡眠质量与心理弹性在同伴关系与孤独感间

起链式中介作用。同伴关系不良会给人体带来“危

险”的信号从而导致个体一定程度上的睡眠质量下

降［35］。优质的睡眠与更高水平的心理弹性相关［36］。

心理弹性是个体从消极体验中恢复并且灵活适应外

界环境的能力，可减少睡眠质量差对个体的消极影

响［37］。睡眠作为重要的健康行为之一，它与情绪调

节存在密切联系。睡眠质量较差者使用有效情绪调

节策略的能力不足，促进了不良情绪的发生发展［38］。 

而心理弹性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可以通

过调动正性情绪来减少孤独等不良情绪的产生。

Wang 等［39］在 1 299 名青少年中的纵向研究结果表

明，睡眠干预对提升青少年心理弹性具有重要意义；

Doi 等［40］在儿童中发现不规律的睡眠时间、更严重

的睡眠紊乱以及更短的睡眠时间能显著降低儿童的

心理弹性水平。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保障优质睡眠、

维持较高水平的心理弹性，减少 MADD 青少年孤独

等负性情绪的产生［41］。

综上所述，MADD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心理弹

性和睡眠质量是孤独感的直接影响因素，同伴关系

不仅能直接影响孤独感，还能通过 3 条中介效应路

径影响孤独感：（1）睡眠质量的独立中介作用；（2）心

理弹性的独立中介作用；（3）睡眠质量→心理弹性

的链式中介作用。基于此，学校和家庭可制订综合

性的干预措施，协助 MADD 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同伴

关系、提升睡眠质量以及心理弹性水平，从而降低

MADD 青少年孤独感体验。此外，在校学习期间加

强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对改善其同伴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家长应充分满足青少年的爱和归属的心理

需求，在日常生活中规律作息，建立良好的昼夜节

律，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帮助其维持较高水平的

心理弹性。在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均获得满足的情

况下，MADD 青少年的孤独感将得到有效的缓解，

避免心理疾病的进一步加重。但本研究还存在以下

不足：首先，研究样本来自一家医院，样本代表性有

限，今后还需扩大样本量以及在其他地区中进一步

印证。其次，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推断因果

关系。最后，MADD 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孤独感间可

能存在其他作用路径，如留守经历和情绪调节等，

未能在本研究中深入探讨，未来可更加全面地考虑

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在其间的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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