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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8年大学生抑郁心理研究热点及趋势
——基于CNK I725篇核心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

白毓秀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系，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为明晰我国抑郁研究成果现状，为未来抑郁研究提供知识支持，本研究使用Bicomb2.0及SPSS24.0软件

对文献中的关键词实行共词分析，描绘抑郁研究的725篇CNKI核心期刊的知识图谱。结果发现：抑郁研究热点大体集

中在“大学生抑郁相关研究”、“大学生自杀意念成因”、“大学生抑郁的成因研究”、“大学生特殊群体心理健康”四方

面。未来需完善大学生抑郁相关研究，并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应加强大学生自杀意念成因与其他领域的联系；需对大

学生特殊群体心理健康投入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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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Depression i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 Keyword Co-word Analysis Based on CNKI's 725 Core Journals

BAI Yu-xiu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Zhejiang Industry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Wenzhou, 32500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tatus quo of research on depress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knowledge support for future depres-

sion research, this study uses bicomb2.0 and SPSS24.0 software to perform co-word analysis on the keywords in the literature to de-

pict knowledge maps of 725 CNKI core journals of depression research.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depression

mainly concentrated on four aspects, namely, "relation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causes for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causes of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special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strengthen the types of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neces-

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e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other fields; more atten-

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special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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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作为一类多见的精神疾病，抑郁一般呈现出心

境持续消沉，体验快乐能力丧失，不悦体验增多，

同时伴有焦虑、失望、悲观、记忆衰退、思维迟

钝、身体不悦等症状[1-2]。作为大学生较常面临的一

种情感障碍，抑郁会阻碍个体的心理调适，不仅与

种损伤健康的行为相关，亦是大学生休学、失学及

自戕毕命的主要起因之一[3-6]。近年来，调查结果显

示大学生较易因学业压力、就业、理想与实际的种

种冲突和幼稚的心理发展水平而受抑郁的困扰。相

关研究显示，当下大学生抑郁检出率高达 30%以

上，且这一数值未有下降趋势 [7-10]。抑郁明显影响

了其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11]，且已成为其学习、

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研究大学生抑郁不仅能为

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更能为

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提供思路。为此，急需客观

理清眼下大学生抑郁研究近况，归纳其研究领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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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进而为未来描摹蓝图。过去，往往是在综述

文章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实行主观概括和阐述，

受个体主观经验影响较大，不可避免会产生错误或

不当的归类和总结。在现今的大数据时代，运用科

学计量分析方法，无疑能推动热点研究的科学性进

展。新兴的知识图谱为文献综述的科学计量开拓了

新途径，给研究带来福音，给我国大学生抑郁的科

学研究予以手段支持。该技术可科学梳理、归纳我

国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它为研究提供了定量分析，

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有了质的飞跃。

知识图谱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通过

可量化的手段，将关键词等文本转化数据，以模型

呈现该研究领域发展的概况[12]。笔者认为，采用知

识图谱的技术分析出我国大学生抑郁研究现状，可

为今后改善我国大学生抑郁、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以“大学生抑郁”为主题、1998—2018年为时

间年限，在中国知网上总计检阅到切合条件的文献

数是 954。为确保研究的有效性与精确性，除掉广

告、会议通知、征稿通知等非研究性文献，最终共

得有效文献 725篇。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规

范化处理，如将“SCL”和“SCL-90”改为“症状

自评量表”。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是：Bicomb2.0 共词分析软件和

SPSS24.0统计软件。

（三）研究过程

首先，将“大学生抑郁”作为主题词输入中国

知网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检索并挑

选共得725篇有效文献，将其转化为ANSI编码格式

以便在 Bicomb 2.0 软件上识别。其次，在 Bicomb
2.0 软件上统计并挑选出高频关键字段 （频次≥
11）。第三，利用 SPSS 24.0软件构建高频关键词相

似矩阵并实行聚类得出树状图。第四，使用 SPSS
24.0软件对相似矩阵实行多维尺度分析得出大学生

抑郁研究热点图。最后综合第三、四步的结果，使

用画图工具圈画领域，绘制出大学生抑郁研究热点

知识图谱，并进行分析与解释。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频关键字词频统计分析

关键词提炼了文献的主题，对笔者的思想与观

点进行高度凝缩，能够反映文献的重要内容［13］。对

我国大学生抑郁研究文献实行关键词统计分析，共

得837个关键词，总计出现2 957次。选取高频关键

词（频次≥11），共计31个，总计出现1 410次，占

关键词总频次47.39%，符合知识图谱分析要求，结

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排前的6个关键词（频次≥60），依

次为大学生（257次）、抑郁（254次）、学生（172 次）、

心理健康（136次）、焦虑（66次）、精神卫生（65次），

其余25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均不小于11。这一结果初

步说明，大学生抑郁研究多围绕大学生心理健康、大

学生的精神卫生等主题，但欲深入探究高频关键词间

潜藏的联系，仍需深入挖掘。

（二）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分析

用Bicomb 2.0软件对31个高频关键词实行共现

分析以探究其间的联系，产出词篇矩阵。把该矩阵

输入 SPSS 24.0 软件，勾选 Ochiai 将其转成“31×
31”相异矩阵（数值代表关键词间的相异性，越逼

近 1 表明此二个关键词间的间隔越大，共同性越

小；越逼近 0 意味着此二个关键词间的间隔越小，

相似度越大），见表2。
表 2表明，人们谈论大学生抑郁时，会更多地

将其与心理健康结合在一起讨论，而较少与精神卫

生结合起来。由表 2 可知：已有该领域研究成果

中，涉及抑郁大学生的精神卫生的较少，多数研究

主要探讨抑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并对其提出相应

的对策。

表1 31个高频关键词排序(频次≥11)

关键词

大学生

抑郁

学生

心理健康

焦虑

精神卫生

心理学

社会支持

抑郁症

体育锻炼

影响因素

频次

257
254
172
136
66
65
42
37
31
25
23

关键词

回归分析

人格

抑郁症状

应对方式

自尊

统计学

自杀意念

因素分析

网络成瘾

生活事件

症状自评量表

频次

22
22
21
18
16
16
16
16
15
15
14

关键词

抑郁情绪

人格特征

行为

情绪

医科

女大学生

贫困大学生

自我概念

完美主义

频次

14
14
13
12
12
12
12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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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深入了解关键词间的近远距离，推进研究热

点的剖析，运用 SPSS 24.0 软件对近似矩阵实行聚

类分析（同一类型的关键词一般会分布于同一分支

中，反之则处于不同的分支），得出树状图（图1）。

分析图 1 大学生抑郁研究现状关键词树状图，

依据类团连线距离远近的分类原则，最终分为 4大

类。分类1（见图1中种类1）为大学生抑郁相关研

究，由统计学、因素分析、行为、医科、抑郁症、

网络成瘾、人格特征、抑郁症状 8 个关键词构成。

对大学生抑郁相关研究主要是以统计学的方法展

开，该类研究认为，网络成瘾和抑郁之间的预测关

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14]。Banjanin等提出：网络成瘾

行为过度减少了传统的面对面互动交流时间，可能

是网民抑郁的主要原因之一[15]。国内外相关研究均

表明：网络成瘾青少年抑郁倾向更高[16-19]。李晓玉等

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在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中起

调节效应[20]。刘悦等则指出内向、情绪不稳定人格

特征的青少年易网络成瘾[21]。该类研究亦认为，人格

特征是影响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外向性人格、

稳定性人格是抑郁发生的保护性因素，相反，内

倾、神经质和精神质人格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22]。

分类2（见图1中种类2）为大学生自杀意念成因，

由学生、精神卫生、心理学、回归分析、自我概念、

情绪、自杀意念7个关键词构成。沈连相和章健民采

用复杂抽样logistic回归分析对研究数据进行处理发现，

自我报告躯体健康差对自杀意念者中精神卫生问题的

影响最大，其次是低家庭年收入和低受教育年

限[23]。除此之外，低自我概念群体大学生自杀意

念率高于高自我概念群体大学生[24]。孟斌亦指出

自杀意念与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呈正相关[25]。

陈洁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亦提出相同观点[26]。而杨

艳和巢传宣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融入心理学知

识的思政课教学对大学生的自杀意念的干预效

用明显[27]。

分类3（见图1中种类3）是大学生抑郁成

因，由2个小的分类组成：小类1为大学生抑郁

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影响

因素3个关键词；小类2大学生抑郁与完美人格

的关系研究，包括抑郁、焦虑、人格、完美主

义、自尊5个关键词。影响抑郁的因素包括生理

因素、生活事件、自我概念、归因方式、认知

因素、人格因素、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成就

动机和人际交往等[28]。社会支持与抑郁发生率呈

负相关，社会支持越多抑郁越少，负性生活事

件与抑郁情发生率呈正相关，经历的负性生活

事件越多抑郁越严重[28]，亦即生活中亲人重病住

院／离世、失恋、学业受挫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更易

导致抑郁[29]。已有研究表明完美主义可负向预测抑郁、

焦虑等[30]。而周伟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自尊在完美

主义和焦虑、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1]。韩秀在其硕

士论文中则指出：反刍思维在完美主义与负面情绪（抑

郁、焦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2]。

分类4（见图1中种类4）为大学生特殊群体心

理健康，由 2个小分类组成：小类 1为贫困大学生

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相关研究，包括抑郁情绪、应

对方式、贫困大学生 3个关键词；小类 2为女大学

统计学

因素分析

贫困大学生

行为

医科

抑郁症

网络成瘾

人格特征

抑郁症状

学生

精神卫生

心理学

同归分析

情绪

自我概念

自杀意念

社会支持

生活事件

影响因素

抑郁

焦虑

人格

完美主义

自尊

抑郁情绪

应对方式

大学生

心理健康

症状自评量表

体育锻炼

女大学生

图1 大学生抑郁研究现状关键词树状图

表2 前6个高频关键词的Ochiai相异矩阵

大学生

抑郁

学生

心理健康

焦虑

精神卫生

大学生

0.000
0.663
0.000
0.636
0.869
0.954

抑郁

0.663
0.000
0.665
0.952
0.544
0.875

学生

0.000
0.665
0.000
0.967
0.775
0.499

心理健康

0.636
0.952
0.967
0.000
0.968
1.000

焦虑

0.869
0.544
0.775
0.968
0.000
0.939

精神卫生

0.954
0.875
0.499
1.000
0.93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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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理健康，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

表、体育锻炼、女大学生 5个关键词。罗莉君指出

积极应对方式可负向预测抑郁情绪，即应对方式越

偏向积极，贫困大学生的抑郁情绪越少；消极应对

方可正向预测抑郁情绪，当贫困大学生采取消极应

对方式时，增强其对应激事件的主观感受进而造成

抑郁情绪 [33]。赵春琪在其研究中指出 41.0%女大学

生自评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除躯体化维度外其余

症状自评量表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常模[34]。张东

提出：对女大学生进行针对性体育训练有助于提升

其心理健康。[35]赵春琪进一步指出：女大学生对运

动项目与其干预效果的认知存在偏差[34]。

（四）大学生抑郁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

为更深入、直观展现我国大学生抑郁研究热

点，以 SPSS 24.0 软件为研究工具对相异矩阵实行

ALSCAL多维尺度分析。结合聚类图，使用画图软

件圈画大学生抑郁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

此知识图谱的纵轴代表密度，横轴代表向心

度，其可以直观地显示出领域内部联系程度与领域

间影响程度 [36]。横坐标轴表示领域间相互影响强

度、纵坐标轴表示某一领域内部联系强度[37]。小圆

点的位置对应于知识图谱中每个高频关键词的位

置，关键词关系越紧密，小圆点越接近，反之则相

反。关键词“网络成瘾”、“人格特征”在图中与领

域三的关键词群较接近，因而把“网络成瘾”“人

格特征”划入领域三；关键词“自尊”在图中与领

域三的关键词群较接近，因而把“自尊”划入领域

三；关键词“抑郁情绪”在图中与领域四的关键词

群较接近，因而把“抑郁情绪”划入领域四。

从图 2 可知知识图谱分类情况与树状图相同。

领域一对应种类 1，为大学生抑郁相关研究；领域

二对应种类 2，为大学生自杀意念成因；领域三对

应种类 3，为大学生抑郁成因；领域四对应种类 4，
为大学生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知识图谱分类情况与

聚类树状图相同，从而证实知识图谱的科学性。且

图 2清晰地呈现我国大学生抑郁研究主要围绕 4大

领域展开，各领域依次为：大学生抑郁相关研究、

大学生自杀意念成因研究、大学生抑郁成因研究、

大学生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研究。由我国大学生抑郁

知识图谱 （图 2） 所呈现：大学生抑郁相关研究

（领域一）主要集中在第三象限，密度和向心度均

较低，密度低表明目前对该领域研究的数目不多，

内部结构不完整急需完善。向心度低表明此领域处

于研究的边缘，与外界连接不密切，发展到某程度

后可能因丧失动力而逐渐消散；大学生自杀意念成

因（领域二）集中在第二象限，密度高但向心度

低，密度高表明该领域的成果多，即大学生自杀意

念成因被越来越多人所关注，且其结构完整在整个

研究体系中潜在的重要性较大。向心度低表明此领

域与外界联系不紧密，且各关键词间的间隔较大，

聚合度低；大学生抑郁的成因研究（领域三）主要

图2 大学生抑郁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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