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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 运用元分析方法对其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进行探讨。 经过筛选， 共有

３１ 项完美主义与抑郁的相关研究符合元分析标准 （Ｎ ＝ １５７５５）。 异质性检验表明，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合

适； 漏斗图和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结果显示， 研究元分析不存在发表偏差； 主效应检验发现， 积极完美主义与抑郁呈

显著负相关 （ ｒ ＝ － ０． １２０，ｐ ＜ ０． ００１） ， 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 ｒ ＝ ０． ３７１，ｐ ＜ ０． ００１） ； 调节效

应检验表明， 二者关系受期刊类型的调节， 但不受地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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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十年里， 抑郁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

关注， 而且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回顾大

学生的抑郁问题， 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格因素之

一是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 相对稳

定的特质， 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作为一个相关变量

来了解不同形式的精神病理， 包括抑郁症状［１ － ３］。
从其自身来说， 抑郁会影响身心健康， 例如持久个

体的抑郁情绪会影响学生的食欲和睡眠质量， 进而

对身体节律产生影响［４］； 从他人层面来说， 抑郁

会导致人际困扰， 同时给亲人朋友带来压力［５ － ６］；
从社会角度来说， 抑郁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

展［７］。 完美主义被作为抑郁的易感因素之一［８］，
迄今为止， 还未有研究对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问

题进行整合分析。 因此， 该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
进一步细化二者的关系。

关于完美主义概念的界定， 众多研究者还没有

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 Ｈｏｍｅｙ 将完美主义归结为过

分要求， 完美主义者倾向于自身在智商和品德上都

高于他人， 尽力使自身变得绝对完美［９］。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
同样也认为完美主义是一种消极特质， 对自身或别

人显示出高标准， 对完成某件事永远有更高期

许［１０］。 Ｂｕｒｎｓ 对完美主义进行探究时， 发现完美主

义主要是一个由期许、 诠释事件、 评判自我和他人

组成的认知网络［１１］。 因此， 早期完美主义被定义

为单维结构， 随着研究的发展， 完美主义从单一维

度发展到多维结构。 Ｆｒｏｓｔ 等人把完美主义定义为

“高标准”， 并伴随着对某种行为批判性评价， 提

出完美主义是一种凡事都追求完美无缺， 在设定高

标准的同时伴随自我批评， 只是这种高标准不一定

是负性， 对自身成功做出自我批评是正常完美主

义［１２］。 Ｓｌａｎｅｙ 也支持高标准和秩序体现的是适应

性完美主义， 差异则是适应不良完美主义［１３］。 适

应性的个体给自身设立高标准后极力去完成， 非适

应性者则会关注差错并设立严格的目标并迫使自身

完成［１４］。 Ｓｔｏｅｂｅｒ 和 Ｏｔｔｏ 同样支持完美主义包括积

极和消极方面［１５］。
抑郁是一种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术语， Ｋｉｍ 等将

抑郁界定为低落情绪或消极状态， 通常伴有痛苦、
缺乏愉快感和内疚倾向［１７］。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认为严重的

抑郁不仅会对个体动机和情绪造成破坏， 甚至引发

自杀行为［１８］。 此外， 还有研究者认为抑郁往往伴

随痛苦的情感体验， 这种情感体验比普通情绪体验

更加强烈， 持续时间更持久［１９］。
国内有关完美主义与抑郁关系的研究中， 形成

了带倾向性的结论， 积极完美主义与抑郁成负相

关， 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成正相关。 例如， 积极完

美主义可以减轻抑郁症状， 消极完美主义会加重抑

郁［２０］； 在临床和非临床样本中， 非适应完美主义

和抑郁之间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２１ － ２２］。 另外关

于抑郁症患者研究也显示， 治愈后完美主义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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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总分会显著减少［２３］。 完美主义个体设定目标

时的高标准、 追求完美目标过程中的过度要求以及

目标评估中的负性思维方式， 类似于抑郁认知理论

中消极思维方式。 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高标准， 就

会产生一种不正确的信念， 认为自身没有价值， 这

反过来又会导致抑郁。
但是查阅文献可以发现， 完美主义与抑郁相关

关系， 各个研究者得出的结果不尽一致， 例如积极

完美主义和抑郁的相关系数介于 － ０ ３０７ 到 ０ ２１
之间［２４ － ２５］， 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相关系数介于

０ ０４７ － ０ ７７７ 之间［２６ － ２７］。 元分析可以提高对初步

结论的论证强度， 解决各个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得

出更全面的认识。 因此， 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样

本， 进行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元分析， 以获得更客观

和综合的结果。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献搜索策略

通过搜索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

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百度学术搜索对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８ 年 （因为国内报告完美主义与抑郁关系最早

文献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 有关完美主义与抑郁关系的

中文文献进行筛选。 以 “大学生， 完美主义， 抑

郁， 抑郁症” 为关键词或篇名进行检索， 共有 ５６

篇相关文献。
１． 纳入文献的标准。 根据以下标准来查找文

献： （１） 要求必须是实证研究， 纯理论和综述性

研究被排除。 （２） 研究群体必须是大学生。 （３）
文献中必须报告完美主义的分维度与抑郁的相关关

系， 并明确报告 ｒ 值。 （４） 文献中有关数据不重

复， 如果同一份数据被多次发表， 则只纳入发表时

间最早的文献。 根据此纳入标准进行文献筛选后共

有 ３１ 篇。
２． 文献编码。 对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以下编

码： （１） 文献信息 （第一作者和发表年限）。 （２）
期刊类型。 （３） 样本总量。 （４） 男性所占比例。
（５） 地域分布。 （６） 相关系数 （详见表 １）。

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研究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 和

ＣＭＡ２ 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 整理并分析。 分析

过程中， 首先将原始相关系数 ｒ 转换为相应的

Ｆｉｓｈｅｒ Ｚ 分数， 然后再转换回相关系数以呈现结

果。 接着用 Ｑ 检验对数据进行同质性检验， 若各

研究同质时，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若各研究异质时

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一些文献如果只报告完美主

义各维度与抑郁之间的相关系数， 笔者采用相关系

数合成的方法 （ｒ － Ｆｉｓｈｅｒ Ｚ） 得出积极完美主义或

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相关系数。

表 １　 完美主义与抑郁关系相关文献的基本信息

文献信息 期刊类型 总样本量 男性％ 地域分布 ｒ１ ｒ２

张丽欣（２００８） 学位 ７４１ ４７％ 华北 － ０． ４ ０． ７７７

陈功兴（２０１１） 学位 ９５５ ４５％ －０． ２７６ ０． ３３１

陈燕霞（２０１７） 学位 ８５３ ２８％ 华南 － ０． １２４ ０． ３５９

赵波（２０１１） 学位 ５７５ ５２％ 华东 ０． ２１ ０． ３４４

曾建（２０１５） 一般 ６１５ ４２％ －０． ２４６ ０． ４２９

张帆（２０１６） 一般 １８３ ４２％ 华东 － ０． １８１ ０． ４２６

张斌 ａ（２０１３） 核心 ２０６ ４７％ 华中 ０． １５ ０． ５９

李莉（２００６） 学位 ３９２ ２６％ 华东 － ０． １１８ ０． ４３

陈红（２０１４） 一般 ３８３ ５３％ 西北 － ０． ２０４ ０． ２５

马慧燕（２０１１） 学位 ３５４ ５０％ －０． １１２ ０． ５９９

张斌 ｂ（２０１２） 学位 ４１２ ４５％ 华中 ０． ０９ ０． ５９

肖长根 ａ（２０１６） 核心 ２３８ ３９％ 华东 － ０． ２２ ０． ４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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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文献信息 期刊类型 总样本量 男性％ 地域分布 ｒ１ ｒ２

康华洁（２０１２） 一般 ２２８ ３５％ 华南 － ０． ２ ０． １９６

李苑（２０１５） 一般 ３８９ ５７％ －０． ３０７ ０． ２０８

陈功兴（２０１４） 一般 ７８０ － ０． ２６４ ０． ３１５

张斌 ｃ（２０１３） 一般 ２９２ ４７％ 华中 － ０． ０９ ０． ５４

姚聘（２０１３） 学位 ５６６ ７４％ 华中 － ０． ２８８ ０． ３６３５

王雨吟（２０１５） 核心 ２６７ ５７％ －０． ０３４ ０． ５６５

杨丽 ａ（２００８） 学位 ４５４ ６４％ 华北 ０． ０３９ ０． ３２８

肖长根 ｂ（２０１６） 一般 ３３４ ５６％ 华东 － ０． ２９ ０． ２２

孔国忠（２０１３） 核心 ６８４ ５３％ 华北 － ０． ０７８ ０． ３１８

吴心灵（２０１２） 一般 ３２２ ３５％ 华东 － ０． ００３ ０． １５６

蒋怀滨（２０１３） 核心 ４２６ 华中 － ０． １６ ０． ３３

张轶文（２００６） 核心 ４０７ ５４％ 华北 － ０． ０４８ ０． １４８

孙莉娟（２０１４） 核心 ６９０ ８１％ 华中 － ０． １２ ０． ２４９

周亚娟（２０１０） 学位 ６７８ ３５％ 华北 － ０． ０５６ ０． ３８５

刘新春（２０１３） 核心 ４６９ ３９５ 华北 － ０． ０９ ０． ３５４

沈瑜来（２０１７） 一般 ２１７ 东北 － ０． ０４ ０． １７９

刘敏 ａ（２０１０） 一般 １５８７ ５５％ 华东 － ０． １８６ ０． ２０７

张斌 ｄ（２０１２） 一般 ５７０ ４８％ 华中 ０． ０５ ０． ０４７

杨丽 ｂ（２０１１） 核心 ４８８ ６３％ 华北 ０． ０６９ ０． ４４９

　 　 注： 该表只表示第一作者， 同一作者多篇研究则在作者后加英文字母 ａ、 ｂ 进行区分； 参照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

录， 将期刊类型分为一般、 核心期刊、 学位论文； 地域分布参照行政区域划分； ｒ１ 表示积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相关， ｒ２ 表

示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相关。

二　 结　 果

（一） 异质性检验

对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抑郁进行异质性检验， 任

意选用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 计算得到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Ｑ

和 Ｉ２统计量， 结果见表 ２。 根据郑明华异质性高低

的标准， Ｉ２值大于 ７５％时， 说明研究具有高度异质

性［２８］。 由此可见， 该元分析具有高度异质性， 所

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表 ２　 完美主义与抑郁异质性检验结果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ａｕ⁃ｓｑｕａｒｅｄ

Ｋ Ｑ ｄｆ（Ｑ） Ｐ 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Ｔａｕ⁃ｓｑｕａｒｅｄ Ｓ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ａｕ

积极完美主义 ３１ ３２３． ３９９ ３０ ＜ ０． ００１ ９０． ７２４ ０． ０２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１ ０． １４０

消极完美主义 ３１ ６５８． ４７７ ３０ ＜ ０． ００１ ９５． ４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２０５

　 　 （二） 主效应检验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值。 分析发现， 积

极完美主义和抑郁的相关系数为 － ０ １２， 消极完美

主义与抑郁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３７１， 具体如表 ３
所示。 依据 Ｃｏｈｅｎ 的经验法则［２９］， 积极完美主义

与抑郁的相关关系、 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相关关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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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分别属于小效应量、 中效应量。

表 ３　 完美主义与抑郁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效应值及 ９５％置信区间 双侧检验

Ｋ 点估计 下线 上限 Ｚ Ｐ

积极完美主义 ３１ － ０． １２０ － ０． １７１ － ０． ０６８ － ４． ５１５ ＜ ０． ００１

消极完美主义 ３１ ０． ３７１ ０． ３０５ ０． ４３３ １０． ２９８ ＜ ０． ００１

　 　 （三）调节效应检验

对期刊类型和地域分布进行调节作用分析，结
果显示（见表 ４ 和 ５），期刊类型对完美主义与抑郁

调节作用显著 （Ｐ ＜ ０． ０５） ，但地域分布均无调节效

应。

表 ４　 积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调节效应

调节变量 类别 ｋ ｒ ＬＬ ＵＬ Ｑ（ｄｆ） Ｐ

期刊类型

一般 １３ － ０． １７１ － ０． ２３１ － ０． １０９

核心 １０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９６ ０． ０００

学位 ８ － ０． １３２ － ０． ２７２ ０． ０１３

９． ６４４（２） ０． ００８

地域

华北 ７ － ０． ０９６ － ０． ２１８ ０． ０２９

华东 ７ － ０． １１２ － ０． ２４３ ０． ０２３

华南 ２ － ０． １４２ － ０． ２０４ 所示 － ０． ０７８

华中 ７ －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７１ ０． ０５７

东北 ２ ０． １２９ － ０． ２８５ ０． ０３４

其他 ６ － ０． ２１６ － ０． ２８５ － ０． １４６

７． ０８９（５） ０． ２１４

表 ５　 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的调节效应

调节变量 类别 ｋ ｒ ＬＬ ＵＬ Ｑ（ｄｆ） Ｐ

期刊类型

一般 １３ ０． ２８０ ０． ２０５ ０． ３５３

核心 ９ ０． ３８０ ０． ２９７ ０． ４５７

学位 ９ ０． ４７６ ０． ３３６ ０． ５９６

７． １５１（２） ０． ０２８

地域分布

华北 ７ ０． ４１９ ０． ２１７ ０． ５８６

华东 ７ ０． ３１４ ０． ２２７ ０． ３９６

华南 ２ ０． ２８８ ０． １２３ ０． ４３７

华中 ７ ０． ４００ ０． ２４５ ０． ５３４

东北 ２ ０． ２２５ ０． １４７ ０． ３００

其他 ６ ０． ４１５ ０． ３０３ ０． ５１５

１１． ０４０（５） ０． ０５１

　 　 （四） 发表偏倚检验

采用漏斗图观察元分析是否存在发表偏倚。 漏

斗图显示此次元分析选取的研究分布 “倒漏斗”
的上部， 且左右大致对称， 因此此次元分析存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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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偏差的可能性较小。
因漏斗图是从直观上粗略判断纳入的研究是否

存在发表偏倚， 鉴于此， 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

Ｅｇｇｅｒ 检验来评估发表偏倚。 从表 ６ 的 Ｅｇｇｅｒ 检验

结果可以看出， Ｅｇｇ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分别为 ３ ４１７ 和

２ ４６０ （ｐ ＞ ０． ０５） ， 表明此次元分析不存在发表偏

倚， 这与漏斗图所观察到结果也相一致。

表 ６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Ｅｇｇ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ＳＥ ＬＬ ＵＬ Ｐ

积极完美主义 ３． ４１７ ２． ３０９ － １． ３０６ ８． １４１ ０． １５０

消极完美主义 ２． ４６０ ３． ３８７ － ４． ４６７ ９． ３８７ ０． ４７３

三　 讨　 论

（一） 完美主义与抑郁相关的主效应

研究对中国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抑郁关系的实证

研究进行元分析， 共有 ３１ 项研究， １５ ７５５ 名被试

被纳入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积极完美主义与抑郁

呈负相关 （ ｒ ＝ － ０． １２０，ｐ ＜ ０． ００１） ， 消极完美主

义与抑郁呈正相关 （ ｒ ＝ ０． ３７１，ｐ ＜ ０． ００１） ， 说明

完美主义与抑郁确实存在密切的关系， 与以往研究

结果一致［３０ － ３２］。 这暗示完美主义除了多维结构外，
还具有破坏性和积极预测性。 根据 Ｂｅｃｋ 认知理论，
抑郁与人们的自我评价有关， 与正常个体相比， 抑

郁者拥有更多抑郁性和歪曲的认知。 消极完美主义

易引发抑郁， 这可能由于完美主义个体设定高标准

目标、 对目标过程的过度要求， 这些消极思维方式

类似于抑郁认知理论中负性思维方式。 如果一个人

不能达到高标准， 会产生不正确的信念， 认为自身

没有价值， 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抑郁。 此外， 王雨吟

等人也认为消极完美主义者易感抑郁可能是由于其

追求不现实目标的过程中伴随着对自我或他人过度

批评， 从而对现状没有一个正确认识［３３］。
积极完美主义者比消极完美主义者使用更少的

否认和放弃行为， 研究者称其为合乎现实的自我期

望［３４］。 积极完美主义者虽然对自身有很高的标准，
但在个人评价上更加灵活， 并且满意于已取得的成

就， 反过来有了更积极的自我评价［３５］。 也就是说，
积极完美主义者不会执着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更关注自身成长， 客观地进行个人评价和事件评

估。 因此， 完美主义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应得到心理

咨询工作者的重视， 今后可以通过培养个体的积极

完美主义倾向来减少其体验抑郁情绪。 此外， 虽然

研究结果也发现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有着中等程度

的相关， 但是还有其他因素同样会影响完美主义与

抑郁之间的关系。 抑郁的素质—应激模型强调个

体、 易感性和应激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关

系［３６］。 而负性生活事件、 社会文化因素都属于潜

在的应激因素， 说明应激也是影响消极完美主义与

抑郁关系的重要变量， 这也得到叶艳等人和张静研

究的支持［３７ － ３８］。 总体来说， 消极完美主义与抑郁

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但二者的关系还与很多其他因

素有关。
（二） 完美主义与抑郁相关的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结果显示， 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元分析

检验均为随机效应模型， 表明完美主义与抑郁相关

系数的效应量并非同质， 还会受到其他调节效应的

影响。 因此， 研究对期刊类型和地域分布分别进行

调节效应检验。
对地域分布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地域分布

对完美主义和抑郁的相关调节作用不显著。 也就是

说， 无论是北部地区还是南部地区对完美主义与抑

郁的相关不具有显著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

无论是哪个地区具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大学生都可能

存在抑郁风险。 而期刊类型是影响完美主义和抑郁

关系的调节变量， 在积极完美主义和抑郁关系中，
一般期刊效应值显著大于核心期刊和学位论文， 而

在消极完美主义和抑郁关系中， 核心期刊和学位论

文效应值显著大于一般期刊。 一般来说， 有显著性

结果的研究报告被发表的可能性更大。 从研究结果

可以看出， 核心期刊和学位论文发表的标准更为严

格， 且更多地具有应用性意义。

四　 结　 论

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发现， 中国大学生积极

完美主义与抑郁之间存在负相关， 消极完美主义与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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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之间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 二者之间的关系受

期刊类型的调节， 但不受地域分布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 ＥＧＡＮ Ｓ Ｊ， ＷＡＤＥ Ｔ Ｄ． ， ＳＨＡＦＲＡＮ Ｒ．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１， ３１ （２）： ２０３ － ２１２．

［２］ ＬＩＭＢＵＲＧ Ｋ， ＷＡＴＳＯＮ ＨＪ， ＨＡＧＧＥＲ ＭＳ， ＥＧＡＮ ＳＪ．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
ｇｙ： Ａ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７３ （１０）： １３０１ － １３２６．

［ ３ ］ ＳＨＥＲＲＹ ＳＢ， ＧＡＵＴＲＥＡＵ Ｃ， ＭＵＳＨＱＵＡＳＨ Ａ，
ＳＨＥＲＲＹ ＤＬ， ＡＬＬＥＮ ＳＬ． Ｓｅｌｆ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ｃｏｎｆｅｒ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 ａｇ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Ｊ］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 ６９， １ － ４．

［４］ 李江艳． 初中生完美主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与抑郁的

关系 ［Ｄ］ ． 开封： 河南大学， ２０１６：．
［５］ ＨＡＭＭＥＮ Ｃ．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ｐｏ⁃

ｌａ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１， １００ （４）： ５５５ － ５６１．

［６］ ＪＯＩＮＥＲ Ｔ 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Ｓｃｒｅｅ： Ｓｅｌｆ － Ｐｒｏｐａｇａ⁃
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ｒｏｓ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 ［ Ｊ］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００， ７
（２）， ２０３ － ２１８．

［７］ 李田田． 正念训练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 ［Ｄ］ ． 硕

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 ２０１６．
［８］ ＧＲＯＳＳ ＪＪ， ＪＯＨＮ， Ｏ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ｌ － ｂｅｉｎｇ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８５， ３４８ － ３６２．

［９］ ＨＯＭＥＹ Ｋ． Ｎｅｒｕ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ｅｌｆ － 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ｉｏｎ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９５０．

［１０］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 ＭＨ．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１９７８， ３９：
３８４．

［１１］ ＢＵＲＮＳ 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ｓ ｓｃｒｉｐｔ ｆｏｒ ｓｅｌｆ － ｄｅｆｅａ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 １９８０， １４ （６）： ３４ － ５２．

［１２］ ＦＲＯＳＴ ＲＯ， ＭＡＲＴＥＮ Ｐ Ａ， ＬＡＨＡＲＴ Ｃ， ＲＯＳＥＮＢ⁃
ＬＡＴＥ Ｒ．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 Ｊ］ ．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０， １４ （ ５ ）： ４４９ －
４６８．

［１３］ ＳＬＡＮＥＹ ＲＢ， ＲＩＣＥ ＫＧ， ＭＯＢＬＥＹ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
ｖｉｓｅｄ ａｌｍｏｓ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ｃａｌｅ ［Ｊ］ ． Ｍｅａｓ Ｅｖ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Ｄｅｖ，

２００１， ３４ （３）： １３０ － １４５．
［１４］ ＢＩＥＬＩＮＧ ＰＪ， ＫＵＹＫＥＮ Ｗ． Ｉ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Ｊ］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０３． １０： ５２ － ６９．

［１５］ ＳＴＯＥＢＥＲ Ｊ， ＯＴＴＯ Ｋ．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
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Ｊ］ ．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 １０ （４）：
２９５ － ３１９．

［１６］ ＨＥＷＩＴＴ ＰＬ， ＬＥＴＴ Ｇ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 １９９１， １００ （１）： ９８ － １０１．

［１７］ ＫＩＭ Ｓ， ＴＨＩＢＯＤＥＡＵ Ｒ，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ＲＳ． Ｓｈａｍｅ，
ｇｕｉｌ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１， １３７， ６８ －
９６．

［１８］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Ｒ， ＦＵＤＧＥ Ｈ， ＲＵＴＩＥＲ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ｄｕｌ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 Ｊ］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ｙ，
１９９０， ４７： １１１２ － １１１７．

［１９］ 孟昭兰． 人类情绪 ［Ｍ］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２７ － ２８．

［２０］ 李丹， 周艳， 尹华站． 大学生的抑郁症状与完美主

义、 自我和谐 ［ Ｊ］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２０１４， ７，
５４５ － ５４９．

［２１］ ＡＲＧＵＳ Ｇ，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Ｍ．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ｆｕ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３２， ７４５ － ７５７．

［２２］ ＢＩＥＬＩＮＧ Ｐ，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 ＡＮＴＯＮＹ Ｍ． Ｉ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ｍ ｇｏｏｄ， ｂａｄ， ｏｒ ｂｏｔｈ？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
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 Ｊ ］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４， ３６， １３７３ － １３８５．

［２３］ ＣＯＸ ＢＪ， ＥＮＮＳ ＭＷ， ＣＬＡＲＡ ＩＰ．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Ａｓｓ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１４ （３）： ３６５ － ３７３．

［２４］ 曾建． 大学生完美主义对抑郁的影响： 非理性信念

的中介作用 ［Ｊ］ ． 辽宁医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１３ （４）， ６８ － ７１．

［２５］ 陈功兴． 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 沉思的中

介作用 ［ Ｊ］ ． 高 教 论 坛， ２０１４， １２ （ １２ ）： １０４ －
１０６．

［２６］ 张丽欣．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 完美主义和抑郁状

态的关系研究 ［Ｄ］ ． 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８， 河北师

范大学．
［２７］ 张斌． 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完美主义和抑郁情绪的

调节作用 ［Ｊ］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２０１２，

６２



　 第 ４ 期 叶秀敏， 等： 中国大学生完美主义与抑郁关系的元分析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ｊｋｂ ／

２１ （１０）： ９３０ － ９３２．
［２８］ 郑明华． Ｍｅｔａ 分析软件应用与实例解析 ［Ｍ］ ． 北

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９］ ＣＯＨＥＮ Ｊ． Ａ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ｉｍｅｒ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 １９９２， １１２ （１）： １５５ － １５９．
［３０］ 张斌， 蒋怀滨， 陈贵， 王叶飞， ＆ 邱致燕． ． 应对方

式在完美主义和抑郁症状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８， ２６ （３）： ５９９ － ６０２．

［３１］ ＪＡＹＡ Ｍ， ＣＬＡＩＲＥ Ｄ，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Ｃ， ＴＨＯＭＡＳ Ｗ．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ｏｐｅ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
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 ７０， ６６ － ７１．

［３２ ］ ＳＥＮＲＡ Ｃ， ＭＥＲＩＮＯ Ｈ， ＦＥＲＲＥＩＲＯ， Ｆ．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ｙｌｅｓ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 ２０１８， ７４： １０５３ － １０６６．

［３３］ 王雨吟， 林锦婵， 潘俊豪． 个体认知 － 抑郁模型：
自我怜悯、 完美主义、 反刍思维和抑郁的关系 ［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３ （１）： １２０ － １２８．

［３４］ ＢＩＥＬＩＮＧ ＰＪ，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Ｌ， ＡＮＴＯＮＹ ＭＭ． Ｉｓ ｐｅｒｆｅｃ⁃

ｔｉｏｎｉｓｍ ｇｏｏｄ， ｂａｄ， ｏｒ ｂｏｔｈ？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 Ｊ］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４， ３６ （６）， １３７３ － １３８５．

［３５ ］ ＮＯＢＬＥ ＣＬ， ＡＳＨＢＹ ＪＳ， ＧＮＩＬＫＡ ＰＢ．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Ｃ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ｂ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ｍ Ｔｙｐ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 ２０１４，
１７ （１）： ８０ － ９４．

［３６］ ＩＮＧＲＡＭＲＥ， ＬＵＸＴＯＮ Ｄ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ｄ⁃
ｅｌｓ． Ｉｎ： Ｂ． Ｌ． Ｈａｎｋｉｎ， Ｊ． Ｒ． Ｚ． Ａｂｅｌ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 ２００５， ３２ － ４６．

［３７］ 叶艳， 范方， 陈世键， 等． 心理弹性、 负性生活事

件和抑郁症状的关系： 钢化效应和敏化效应 ［ Ｊ］ ．
心理科学， ２０１４， ３７ （６）： １５０２ － １５０８．

［３８］ 张静． 不同抑郁状况下大学生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

方式的差异比较 ［ Ｊ］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１５， ５： ６４ － ６９．

（责任编辑： 吴　 姝）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ＹＥ Ｘｉｕ⁃ｍｉｎ， ＭＥＮＧ Ｙｉｎｇ⁃ｆ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１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３１ ｃａｓ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１５ ７５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ｕｎｎｅｌ ｐｌｏｔ ａｎｄ Ｅｇｇｅｒ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ｒ ＝ － ０ １２０， ｐ ＜ ０ ００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ｒ ＝ ０ ３７１， ｐ ＜ ０ ００１）．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ｈａｄ ｎ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

７２


	封二
	封三
	教育目录19-04
	教育学报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