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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肥胖的患病特点及其与炎症细胞因子的关系。方法　入组１４０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
者，根据中国青少年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分类标准，将患者分为消瘦组、正常组、超重组及肥胖组。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
（ＣＥＳＤ）评估患者抑郁症状，以及超敏多因子电化学发光检测技术测定血浆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ＩＬ）１０、ＩＬ１７Ａ、ＩＬ１β、
ＩＬ６、ＩＬ８及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的水平。组间比较分别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及 χ２检验。采用二
元逻辑回归分析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伴发肥胖的影响因素。结果　１４０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中，消瘦、超重及肥胖率分别
为９３％（１３／１４０）、１７９％（２５／１４０）、６４％（９／１４０）。四组患者在性别（χ２＝８３０１，Ｐ＜００５）及炎症细胞因子 ＩＬ６（Ｈ＝
１６２１７，Ｐ＜００１）、ＩＬ８（Ｈ＝１０９２６，Ｐ＜００５）、ＴＮＦα（Ｈ＝７８７９，Ｐ＜００５）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协方差分析显示，在控制
年龄、性别及抗抑郁药物使用情况后，炎症细胞因子ＩＬ６（Ｆ＝４４８６，Ｐ＜００１）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与消瘦组相比，肥胖组血浆ＩＬ６（Ｚ＝－３８４３，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 ＜００１）水平更高；与正常组相比，男性肥胖率高于女性（χ

２＝８８１２，
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 ＜００１），肥胖组ＩＬ６水平（Ｚ＝－３０２３，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 ＜００５）更高。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血浆炎症细胞因子 ＩＬ６
（ＯＲ＝２５００，Ｐ＜００１）以及男性（ＯＲ＝１１２９２，Ｐ＜００１）是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伴发肥胖的影响因素。结论　青少年抑郁障
碍患者的肥胖率存在性别差异，肥胖与炎症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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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严重精神疾病，通常反
复发作，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沉重经济负担。近年来

逐渐趋向低龄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受到高度关注。

肥胖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目前已经成为危

害我国人民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既往研

究［１］表明肥胖可能会导致免疫细胞转变为促炎表

型，影响个体炎症水平。例如，Ｌａｎｅｔａｌ［２］研究表明
超重和肥胖的成年抑郁障碍患者，其血浆炎症细胞

因子白细胞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８、肿瘤坏死因子
（ｔｕｍｏｕ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α及巨噬细胞炎症蛋
白（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ＩＰ）１β显著

升高。抑郁障碍患者临床治愈率低，青少年抑郁障

碍患者更是存在复发率高的问题，抗炎治疗或许能

为目前的治疗困境提供新思路。一系列研究和荟萃

分析［３－４］均显示细胞因子抑制剂及非甾体类抗炎药

等能够有效改善抑郁症状。Ｍｉｓｃｈｏｕｌｏｎｅｔａｌ［５］研究
表明肥胖且炎症水平高的抑郁障碍患者，通过抗炎

治疗可以减轻抑郁症状。进一步了解青少年抑郁障

碍患者肥胖与炎症细胞因子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助

于临床治疗。该研究旨在分析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肥胖的患病特点及其与血浆炎症细胞因子的关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资料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收集２０２２
年９月—２０２３年１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
院和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

者。入组标准：① 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５版）》（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ＳＭ５）中关于抑郁障碍的诊
断标准，由２名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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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独立诊断；② 年龄１３～１８（１５４８±１４４）岁，
有一定阅读理解能力者；③ 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 合并抑郁障碍以外其他精神疾
病，如双相情感障碍等；② 合并躯体疾病者、神经系
统疾病以及精神发育迟滞的患者；③ 近期有急性炎
症，或者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免疫调节剂或者皮质

类固醇药物。该研究通过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２０２００９ＫＹＸＭ０４），
所有研究对象及其监护人均同意参加本项研究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资料收集　使用自制问卷收集研究对
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起病年

龄、病程、精神科用药情况等。

１．２．２　抑郁症状评估　该研究采用流调用抑郁自
评量表（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ＣＥＳＤ）评估抑郁症状。该量表是一份自我
评估问卷，共２０个条目，采用０～３分４级评分，分
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６］。

１．２．３　炎症细胞因子水平测定　所有研究对象一
夜禁食后，于次日清晨在空腹状态下，采集肘静脉血

１０ｍｌ，经离心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层血
浆置于－８０°Ｃ冰箱保存。后统一使用超敏多因子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美国 ＭＳＤ公司）测定血浆炎症
细胞因子（ＩＬ１０、ＩＬ１７Ａ、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β、ＴＮＦα）
水平。

１．２．４　分组方法　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可以用来间接评估人体脂肪分布，是国际上诊
断肥胖与超重的常用方法。该研究使用电子秤对参

与者进行体质量测量，精确度为０１ｋｇ；使用身高测
量表对患者进行身高测量，精确度为０１ｃｍ。根据
公式“ＢＭＩ＝体质量（ｋｇ）／身高（ｍ）２”计算出 ＢＭＩ。
依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ＷＳ／Ｔ
５８６２０１８）［７］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
（ＷＳ／Ｔ４５６２０１４）［８］标准，并结合性别和年龄，将入
组对象分为消瘦组、正常组、超重组及肥胖组。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经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正态性检验后，符
合正态分布，则使用 珋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如不符合，则以 Ｍ（Ｑ１，Ｑ３）表示，采
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进行多组间比较。计数变
量以ｎ（％）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将年龄、
性别及抗抑郁药物作为协变量，对炎症细胞因子ＩＬ
１０、ＩＬ１７Ａ、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β、ＴＮＦα进行协方差分

析。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重比较，采

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向前
ＬＲ）分析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伴发肥胖的影响因
素。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四组患者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的差异性比
较　该研究入组对象消瘦、超重及肥胖率分别为
９３％（１３／１４０）、１７９％（２５／１４０）、６４％（９／１４０）。
四组患者在性别（χ２＝８３０１，Ｐ＜００５）及炎症细胞
因子ＩＬ６（Ｈ＝１６２１７，Ｐ＜００１）、ＩＬ８（Ｈ＝１０９２６，
Ｐ＜００５）、ＴＮＦα（Ｈ＝７８７９，Ｐ＜００５）水平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起病年龄、病程、抗抑郁药物

使用情况、ＣＥＳＤ总分以及炎症细胞因子 ＩＬ１０、ＩＬ
１７Ａ、ＩＬ１β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协方差分析显示，在控制年龄、性别及抗抑
郁药物使用情况后，四组之间炎症细胞因子 ＩＬ６（Ｆ
＝４１１９，Ｐ＜００１）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ＩＬ８（Ｆ
＝０７０７，Ｐ＞００５）及 ＴＮＦα（Ｆ＝１９１７，Ｐ＞００５）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事后两两比较结果显示：

与消瘦组相比，肥胖组血浆 ＩＬ６（Ｚ＝－３８４３，
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 ＜００１）水平更高；与正常组相比，男性肥
胖率高于女性（χ２＝８８１２，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 ＜００１），肥胖
组ＩＬ６水平（Ｚ＝－３０２３，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校正 ＜００５）更高，
其余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见表
１。
２．２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伴发肥胖影响因素的二
元逻辑回归分析　以是否肥胖（无 ＝０，有 ＝１）为因
变量，以ＩＬ６及性别（女＝０，男＝１，以女性为对照）
为自变量逐步纳入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向前 －
ＬＲ）。结果显示，ＩＬ６（ＯＲ＝２５００，９５％ＣＩ：１２７１～
４９１４，Ｐ＜００１）以及男性（ＯＲ＝１１２９２，９５％ＣＩ：
２０７２～６１５４０，Ｐ＜００１）是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
伴发肥胖的影响因素。见表２。

３　讨论

　　该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合并肥
胖与炎症细胞因子水平的升高有关。目前的观点认

为肥胖是一种炎症免疫性疾病［１］。脂肪组织由大

量群集的脂肪细胞构成，当过量脂肪堆积在脂肪组

织中，脂肪组织会通过肥大或增生的方式增加储存

量，进而导致低氧以及病理性免疫激活，炎症水平表

达升高［９］。增加的炎症细胞因子可以直接与中枢

神经系统或代谢器官的信号转导受体结合，诱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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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四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ｎ（％），Ｍ（Ｑ１，Ｑ３），珋ｘ±ｓ］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ｍｏｎｇ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ｎ（％），Ｍ（Ｑ１，Ｑ３），珋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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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１４０）

Ｕｎｄ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ｎ＝１３）

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ｎ＝９３）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ｎ＝２５）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ｎ＝９）
χ２／Ｈ／Ｆ

ｖａｌｕｅ

Ｐ

ｖａｌｕｅ
Ｇｅｎｄｅｒ ８．３０１ ０．０３１
　Ｍａｌｅ ３８（２７．１４） ４（１０．５０） ２０（５２．６０） ８（２１．１０） ６（１５．８０）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０２（７２．８６） ９（８．８０） ７３（７１．６０） １７（１６．７０） ３（２．９０）
Ａｇｅ（ｙｅａｒｓ） １５．４８±１．４４ １６．２３±１．２４ １５．３７±１．３９ １５．４４±１．６４ １５．６７±１．５０ １．４５１ ０．２３１
Ａｇｅｏｆｏｎｓｅｔ（ｙｅａｒｓ） １４．０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１２．５０，１５．５０） １４．０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３．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５０） １４．００（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１．８８０ ０．５９８
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ｏｎｔｈｓ） １８．００（１１．００，３６．００） ２０．００（９．００，４２．００） １８．００（１２．００，３０．００） ２４．００（９．００，３６．００） １５．００（８．５０，２４．００） ０．４７９ ０．９２３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ｓ ２．６１４ ０．８５８
　Ｎｏｎｅ ４２（２８．５７） ３（７．３０） ２６（６３．４０） ９（２２．００） ３（７．３０）
　ＳＳＲＩｓ ９４（６３．９５） １０（１１．５０） ５７（６５．５０） １４（１６．１０） ６（６．９０）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１（７．４８） ０（９．０９） １０（８３．３０） ２（１６．７０） ０
ＣＥＳＤｓｃｏｒｅ ３８．４４±１１．６１ ３６．４６±１３．３２ ３９．２０±１１．４３ ３５．９２±１２．２７ ３８．２２±１１．０７ ０．６３３ ０．５９５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ｐｇ／ｍｌ）
　ＩＬ１０ ０．４６（０．３２，０．６２） ０．４３（０．３０，０．５０） ０．４７（０．３１，０．６７） ０．４１（０．３６，０．６８） ０．４６（０．４２，０．６１） ２．１８８ ０．５３４
　ＩＬ１７Ａ １．８１（１．２５，２．９０） １．５７（１．１１，２．０８） １．７５（１．２２，３．０１） １．６８（１．２５，３．３７） ２．４０（１．８４，２．９３） ４．３２３ ０．２２９
　ＩＬ１β ０．２０（０．１４，０．３３） ０．２２（０．１３，０．２７） ０．２０（０．１３，０．３４） ０．１８（０．１４，０．２７） ０．２３（０．１７，０．４６） １．１３０ ０．７７０
　ＩＬ６ １．５５（１．１０，２．０９） １．０８（０．８５，１．５４） １．５２（１．０７，１．９５） １．７３（１．１２，２．２０） ２．２６（１．９１，２．７１） １６．２１７ ０．００１
　ＩＬ８ １．５３（１．２６，１．９１） １．２１（１．１０，１．６６） １．５２（１．２７，１．８３） １．６５（１．４１，１．９９） １．９５（１．７５，２．３８） １０．９２６ ０．０１２
　ＴＮＦα ０．９５（０．７５，１．２８） ０．７６（０．６８，０．９２） ０．９５（０．７４，１．３１） ０．９６（０．８０，１．４２） １．２５（０．８８，１．３５） ７．８７９ ０．０４９

表２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伴发肥胖影响因素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Ｔａｂ．２　Ｂｉ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ＯＲ ９５％ＣＩ Ｐｖａｌｕｅ
ＩＬ６ ０．９１６ ０．３４５ ７．０５６ ２．５００ １．２７１－４．９１４ ０．００８
Ｇｅｎｄｅｒａ ２．４２４ ０．８６５ ７．８５２ １１．２９２ ２．０７２－６１．５４０ ０．００５

　　ａ：Ｇｅｎｄｅｒｉｓｕｓｅｄａ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ｓ．

体消耗能量，但同时这种脂肪组织产生的低度慢性

炎症也是肥胖与精神疾病密切相关的原因［１，１０］。抑

郁障碍患者体内升高的炎症细胞因子可以改变神经

递质传递及神经内分泌功能，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和

情绪［１１］。研究［３］表明具有抗炎作用的药物联合抗

抑郁药可以提高治疗效果，降低病情复发率，目前正

在积极探索靶向控制抑郁障碍患者的炎症水平。一

项双盲随机对照试验［４］结果显示，抗炎饮食结合益

生菌补充剂可以抑制抑郁障碍患者的炎症级联反

应，有效改善精神状态。动物实验也显示间充质干

细胞可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水平，减少小鼠抑

郁和焦虑样行为［１２］。

　　该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肥胖
率存在性别差异，男性肥胖率高于女性，这与先前研

究结果一致［１３］。男孩通常低估自身体质量，渴望肌

肉发达、身体健壮的外在形象，因此，能量摄入和营

养需求高于女孩［１３］；而女孩倾向于抱有负性身体意

向，对自身体质量存在认知偏差，从而引发对形体改

变的追求，降低肥胖的风险［１４］。此外，还可能与父

母对青少年喂养方式的不同有关，中国一些家庭维

持刻板印象，认为体质量高的男孩代表强壮，因此，

导致男孩摄入过量［９］。但也有研究报道表明相反

的结论，例如，一项美国的研究［１５］显示女性青少年

抑郁障碍患者肥胖的风险更高。既往研究［９］表明

肥胖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地区差异，推测这

种异质性可能与入组对象的种族及当地社会文化差

异等有关。

　　该研究表明，在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中，超重或
肥胖者与ＢＭＩ正常者的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这与
既往研究［２］结果类似。目前关于 ＢＭＩ与抑郁障碍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尚未有定论，但流行病学证据

表明肥胖与抑郁障碍之间存在双向关联：肥胖会增

加日后患有抑郁障碍的风险，抑郁障碍也会加剧肥

胖的风险［１６］。但也有研究结果得到不一致的结论，

例如，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１７］研究表明ＢＭＩ可能与抑郁症状呈
负相关。上述研究结果的异质性均提示抑郁和肥胖

的关系可能较为复杂，除了机体代谢紊乱、免疫炎症

系统激活、共享遗传病因等生物学因素，环境以及生

活方式也可能参与其中［１６］。此外，各项研究入组对

象的种族、病程、年龄以及药物使用情况均不同，这

·２７６·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Ａｃ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Ａｎｈｕｉ　２０２５Ａｐｒ；６０（４）



些均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综上所述，该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
肥胖率存在性别差异，肥胖与炎症细胞因子水平的

升高有关。未来应考虑进行大样本的前瞻性队列研

究，纵向探索炎症在肥胖群体病程中的变化趋势，并

结合脑影像学、神经心理学以及遗传学等因素，深入

挖掘细胞因子在抗抑郁治疗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

抑郁障碍患者提供个体化的靶向治疗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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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ＬｉｓｔｅｒＮＢ，ＢａｕｒＬＡ，ＦｅｌｉｘＪＦ，ｅｔａｌ．Ｃｈｉｌｄ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ｏｂｅ

ｓｉｔｙ［Ｊ］．ＮａｔＲｅｖＤｉｓＰｒｉｍｅｒｓ，２０２３，９（１）：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ｓ４１５７２－０２３－００４３５－４．

［１０］ＣｈｅｎＷ，ＦｅｎｇＪ，Ｊｉ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Ｍｅｎｄｅｌｉａｎ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

ｓ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ｕｓ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ＪＡｆｆｅｃｔ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２３，３３９：８０７－１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ｄ．２０２３．０７．０４４．

［１１］ＣｏｌａｓａｎｔｏＭ，ＭａｄｉｇａｎＳ，ＫｏｒｃｚａｋＤＪ．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２０，２７７：９４０－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ｄ．２０２０．０９．０２５．

［１２］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Ｄ，ＳｉｄｄｉｑｕｉＦ，ＦｉｓｈＪ，ｅｔ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ｓ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

ｒｅｃｔｌｙ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ｖｅ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ｌｉｋ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Ｊ］．Ｂｉｏｌ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９，８６

（９）：７１２－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ｂｉｏｐｓｙｃｈ．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５．

［１３］ＭｉｎＪ，ＹａｎＡＦ，ＷａｎｇＶＨＣ，ｅｔａｌ．Ｏｂｅｓｉｔｙ，ｂｏｄｙ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ＰｒｅｖＭｅｄ，２０１８，１０６：１０１－

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ｙｐ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０．０２４．

［１４］ＣｈｏｕｋａｓＢｒａｄｌｅｙＳ，ＲｏｂｅｒｔｓＳＲ，ＭａｈｅｕｘＡ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ｔｏｒ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ｏ

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ｇｉｒｌｓ′ｂｏｄｙｉｍａｇ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Ｊ］．ＣｌｉｎＣｈｉｌｄＦａｍＰｓｙｃｈｏｌＲｅｖ，２０２２，２５（４）：６８１－

７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５６７－０２２－００４０４－５．

［１５］ＭａｎｎａｎＭ，ＭａｍｕｎＡ，Ｄｏｉ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ｂｅｓｉｔｙｆｏｒ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ｍａｌｅｓ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６，１１（６）：ｅ０１５７２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ｏｎｅ．０１５７２４０．

［１６］ＭｉｌａｎｅｓｃｈｉＹ，ＳｉｍｍｏｎｓＷＫ，ｖａｎＲｏｓｓｕｍＥＦＣ，ｅ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ｂｅｓ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

Ｍｏｌ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９，２４（１）：１８－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ｓ４１３８０－

０１８－００１７－５．

［１７］ＺｅｎｇＰ，ＪｉａｎｇＣ，ＣａｏＪ，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ｅｉｇｈｔ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ｗａｉｓ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ｄａｎｄｏｌｄ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ｄｕｌｔ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Ｊ

Ａｆｆｅｃｔ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２４，３６３：３８１－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ｄ．２０２４．

０７．０８０．

·３７６·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Ａｃ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Ａｎｈｕｉ　２０２５Ａｐｒ；６０（４）



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ＨａｏＭｉｎｇｒｕ１，２，３，ＬｉｕＬｅｗｅｉ１，２，３，ＸｉａＬｅｉ２，３，ＧｅｎｇＦｅｎｇ４，ＭｏＤａｍｉｎｇ５，ＬｉｕＨ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２，３，６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３２；２Ｄｅｐｔ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Ｃｈａｏｈ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　２３８０００；３Ａｎｈｕｉ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Ｃｅｎｔｅｒ，Ｈｅｆｅｉ
２３８０００；４Ｄｅｐｔ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ｌｅｅｐ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６０１；５Ｄｅｐ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ＨｅｆｅｉＦｏｕｒ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００；
６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ＢｒａｉｎＢａｎ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ｆｏｒｔｙ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ｆｏｒ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ｕｎｄ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ＣＥＳ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ｕｌ
ｔｒ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６，ＩＬ１７Ａ，ＩＬ１β，ＩＬ６，ＩＬ８ａｎｄｔｕｍｏｕ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α．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ｏｒ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ｔｅｓｔａｎｄ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１４０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ｊ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ｗａｓｔｉｎｇｗｅｒｅ９３％ （１３／
１４０），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ｗｅｒｅ１７９％ （２５／１４０）ａｎｄｏｂｅｓｉｔｙｗｅｒｅ６４％ （９／１４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ｇｅｎｄｅｒ（χ２＝８３０１，Ｐ＜００５）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Ｌ６（Ｈ＝１６２１７，Ｐ＜
００１），ＩＬ８（Ｈ＝１０９２６，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ＮＦα（Ｈ＝７８７９，Ｐ＜００５）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ＩＬ６（Ｆ＝４４８６，Ｐ＜００１）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ａｇｅ，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ａｓ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ｌａｓｍａＩＬ６（Ｚ＝－３８４３，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００１）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ｔｈｅｏｂｅｓ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ｂｅｓｉｔｙｒａｔｅｏｆｍａｌｅ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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