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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对抑郁的影响，并探讨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方

法：采用学业成就归因量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566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 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② 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

性在学业成就归因和抑郁之间起双重中介作用；③ 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学业成就归因和抑郁

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个体的学业成就归因可以通过增加专业认同度和个人成长主动性来降低抑

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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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on depression in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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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Methods: A total of 566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academic Achieve-
ment Attribution Scale,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Scale,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the Central Depression Scale. Results: ① Academic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②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play a doubl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cademic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and depression; 
③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ca-
demic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Individual academic achievement at-
tribution can reduce depression levels by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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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抑郁是发病率最高的精神卫生疾病，预计到 2030 年，抑郁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引发死

亡和导致残疾的首要因素[1]。大学生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2]，《2020 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与需求》报

告显示，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占全部大学生的 18.5%。抑郁高风险倾向的大学生占全部大学生的 4.2% [3]。
抑郁会导致个体陷入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精力丧失等消极状态，这不仅可能会降低大学生的生活水平

和学习效率，甚至会出现自残、自杀等行为，严重威胁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4] [5]。因此，探究大学生抑

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业成就归因方式是指大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业成功或失败倾向于归结为某个方面的风格[6]。归因理

论首先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海德于 1958 年提出的，后由美国心理学家韦纳及其同事的研究而再次活跃起

来，其基本观点是：人类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对行为结果学业成就归因是大学生群体在日常的学习生

活中主要的动力来源，是预测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成功和

失败，每一位大学生在体验这些成功和失败的同时，都会有意无意地寻找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然而他们

对这种成功和失败的解释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进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已有研究表明，将学

业成就归为努力和能力的个体往往能够体验到积极的情绪，而将学业成就归因于运气和情境的个体却会

体验到消极的情绪[7] [8]。因此，将努力和能力的归因方式称之为积极归因，运气和情境的归因方式则是

消极归因[9]。抑郁认知无望理论认为，无望感直接导致了抑郁[10]。这种无望体验诱发的症候群统一称

为“无望抑郁”，而消极认知容易诱发“无望抑郁”[11]。个体之间的归因倾向不同，得到的主观体验也

存在差异[12]。归因理论认为个体采用消极归因会导致消极情绪提升，产生强烈的无望感，从而导致抑郁

[13]。已有研究证明，消极的归因方式是个体发生抑郁的认知基础，对学业成就采取消极的归因方式(运
气或情境)，会增加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性[14]。因此，本研究认为学业成就的积极归因会降低抑郁水平，

也是大学生抑郁水平降低的有效途径。 
专业认同是指学生能够认可和接受所学专业的价值和规范，愿意从事与专业有关的职业，反映学生

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主动认知和积极的情感状态，表现为学习者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与特长，在诸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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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将某一专业视为与自我同一的，而将其他专业视为他者，甚至希望自己成为与该专业杰出者一样的 
人的反应[15]。根据自我认同理论的观点，积极的归因方式是一种促进专业认同的有效机制，它能够在专

业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提升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从而提高个体的专业认同度[16]。已有研究发现，归因方

式是影响专业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17]，习惯积极归因的个体会产生较强的专业认同感。另外，专业认同

度与个体的抑郁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8] [19]，专业认同度越低，抑郁程度越高。较高的专业认同感会

促进个体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20]，提高投入程度[15]。反之，则会使个体产生学习倦怠，长期处于学习

倦怠当中便会产生抑郁情绪，不利于个体心理健康[21]。由此可见，消极的归因导致低水平的专业认同度，

而长期处于专业认同较低的心态下，就会产生抑郁情绪。基于此，提出假设 1：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通

过专业认同的中介作用来影响抑郁。 
个人成长主动性是个体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积极主动、有目的、有意识地提升与完善自我[21]。个人

成长主动性理论认为：有意识的自我改变是个人成长主动性的核心，这种积极主动的自我改变会使个体

体验到持续发展的感觉，用成长和拓展的眼光看待自己，能够见证自我认知和行为随时间推移而提升，

进而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降低抑郁水平。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个人成长主动性具有准备阶段[22]，此

阶段个体愿意去改变已有的态度与行为[23]。归因方式是态度改变的重要影响因素[24]，因此个人成长主

动性受归因方式的影响[25]，积极的归因方式会提高个人成长主动性[26]。此外，人生目标和个人成长是

心理健康的核心[27]，面对困境，个人成长主动性较高的个体更多地采用积极压力应对策略，这类人群通

常采取问题指向应对策略，从而减少抑郁情绪[28]。基于此，提出假设 2：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通过个人

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来影响抑郁。 
另外，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29] [30] [31]。个人成长主动性提及的成长，本

质上是是主动且刻意的，个体寄希望于这种主动成长的过程能使自己在未来变得更好[32]。专业认同便是

推动这种主动成长的积极因素，专业认同度较高的个体会在学习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学习策略，从而获

得优秀的学习成果，进而提高个人成长主动性[33] [34]。个人成长主动性理论认为，个人成长主动性水平

高的个体通常在个人的发展上更为积极主动，他们更把生活中的挑战看作是促进个人成长的机会，因此

抑郁程度就会降低[35] [36]。已有研究发现，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37]，个体

的专业认同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个人成长主动性。因此归因方式通过影响专业认同进而影响个人成长主

动性，通过以上路径达到降低抑郁水平的目的。基于此，提出假设 3：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大

学生学业成就归因和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山西省、天津市、山东省数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调查，

研究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66 份，有效率为 94.3%。其中男生 219 人(51.4%)，女生 275 人；

专科 126 人，本科 373 人(65.9%)，研究生 67 人(11.8%)；农村 285 人(50.3%)，城市 281 人(49.6%)；独生

子女 309 人(54.6%)，非独生子女 257 人(54.4%)。 

2.2. 研究工具 

2.2.1. 学业成就归因量表 
采用 Lefcout 等人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量表》中的《学业成就归因分量表》。量表共 24 个项目，

包括消极归因和积极归因 2 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总分等于消

极归因得分减去积极归因得分，分数越高，消极归因倾向越高。该问卷总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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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采用田玉洁修订的《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量表共 16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1 = 完全不符

合，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个人成长主动性越高。包括计划性、对改变的准备、利用资源、

主动的行为 4 个维度。该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 

2.2.3.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 
采用秦攀博编制的《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问卷共 23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1 = 完全不同

意，5 = 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示对所学专业越认同。包含认知性、情感性、行为性和适切性 4 个维度。

该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 

2.2.4.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 Radloff 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量表共 2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1 = 偶尔或无，4 =

多数时间或持续)，分数越高，抑郁出现的频率越高。该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 

2.3.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PROCESS 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38]，发现未旋转情况下，有 11 个因子特征值大

于 1，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 30.2%，小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

的影响。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各主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业成就归因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专业认同与个人成长主动性呈显著正相关；学业成就归因与专业认同、个人成长主动性均呈显著负相关；

个人成长主动性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详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for each major variable (n = 566) 
表 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n = 566) 

 M ± SD 学业成就归因 个人成长主动性 专业认同 抑郁频率 

学业成就归因 3.16 ± 0.83 1    

个人成长主动性 3.83 ± 1.02 −0.98** 1   

专业认同 4.55 ± 1.36 −0.94** 0.98** 1  

抑郁 3.80 ± 1.01 0.84** −0.87** −0.92** 1 

注：**P < 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相关分析结果符合进一步对个人成长主动性和专业认同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要求。使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执行基于 Bootstrap 的中介效应检验，将变量纳入模型 6。链式中介模型分析结果显

示，学业成就归因对抑郁影响的总效应显著(β = 0.98, P < 0.01)。纳入中介变量后，学业成就归因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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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预测专业认同(β = −0.97, P < 0.01)，而且能够负向预测个人成长主动性(β = −0.92, P < 0.01)；此外，

学业成就归因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β = 0.30, P < 0.01)。同样，专业认同不仅能正向预测个

人成长主动性(β = 0.70, P < 0.01)，而且能够负向预测抑郁(β = −0.32, P < 0.01)；此外，个人成长主动性能

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24, P < 0.01)。见表 2。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经 Bootstrap 法检验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效应，其 95%的置信区间

均不包含 0，说明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学业成就归因与抑郁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成立，中介效应

值为 0.70，占总效应的 77.23%。该中介作用共包含 3 条路径：① 间接效应 1 (0.31)：学业成就归因→专

业认同→抑郁。② 间接效应 2 (0.22)：学业成就归因→个人成长主动性→抑郁。③ 间接效应 3 (0.16)：
学业成就归因→专业认同→个人成长主动性→抑郁。间接效应 1、间接效应 2、间接效应 3 分别占总效应

的百分比为 37.62%、27.72%、20.79%。见表 3，图 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mediation model 
表 2. 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表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抑郁  0.98 0.96 151.94***   

 学业成就归因    −0.98 123.26*** 

专业认同  0.98 0.96 140.75***   

 学业成就归因    −0.97 118.60*** 

个人成长主动性  0.96 0.97 109.40***   

 学业成就归因    −0.92 16.60*** 

 专业认同    0.70 12.57*** 

抑郁  0.98 0.97 784.87***   

 学业成就归因    −0.30 7.41*** 

 专业认同    −0.32 8.29*** 

 个人成长主动性    −0.24 9.57*** 
 
Table 3. The mediation effect size analysis table 
表 3. 中介效应量分析表 

中介效应影响路径 Effect Boot SE 95% CI 效应量(%) 

总间接效应 0.70 0.04 [0.62, 0.78] 77.23 

学业成就归因→专业认同→抑郁 0.31 0.04 [0.23, 0.38] 37.62 

学业成就归因→个人成长主动性→抑郁 0.22 0.03 [0.17, 0.28] 27.72 

学业成就归因→专业认同→个人成长主动性→抑郁 0.16 0.02 [0.12, 0.21] 20.79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学业成就归因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H1，与以往的研

究相对一致[10] [13] [39]。这一结果也契合了消极自我图式理论的观点[40]，由于消极归因引发的消极自

动化思维是抑郁认知模型中的重要层次，也是个体消极自我图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在对学业成就进

行消极归因的过程实际上是将消极经验内化的过程，也是创造和巩固消极图式的过程，这些潜在的消极

图式一般不被察觉，但是一经消极事件激活，便会制造出大量的消极自动思维，抑郁体验随之而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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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lot of internal mechanism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on depression (standardized) 
图 1. 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对抑郁影响的内部机制模型图(标准化) 

 

体不同的归因倾向会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11]，长久处于消极的归因倾向中，个体长期缺乏积极的情绪体

验，不仅会导致消极的自动化思维，还会引发消极的失调性信念[40]，使个体沉浸于焦虑、无望的体验当

中，进而导致抑郁水平升高。 
本研究发现，在学业成就归因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中，专业认同的中介效应值为 0.31，且中介

效应显著，这说明专业认同在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对抑郁影响的中介作用成立，也就是说，专业认同是

大学生抑郁产生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机制，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H2，也与以往的研究相对一致[18] [19] 
[41]。按照归因理论的观点[42]，归因和自我体验是相联系的，个体在对学业成就进行归因时，实际上是

一种对个人专业与自身利害关系加以体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归因方式越积极，积极情绪越容

易产生共鸣，对专业的认同度就越强。已有研究表明，倾向于积极归因的个体相比于倾向消极归因的个

体体验到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参与感更强[43]，在积极归因与学业成就的良性循环中，专业认同感逐渐提

高。而伴随高水平专业认同感的作用下，个体的积极体验增强，从而使得抑郁水平降低[20] [44] [45]。 
本研究发现，在学业成就归因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中，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效应值为 0.22，

且中介效应显著，这说明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学业成就归因对大学生抑郁影响的中介作用成立，也就是说，

个人成长主动性是大学生抑郁产生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机制，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H3，也与以往的研

究相对一致[46] [47]。在心理动力学的视角下，个人成长主动性与自我实现、追求优越和心理社会发展有

关[48]。个人成长主动性促使个体更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使来自外界的压力造成的各种负向情绪降低，

由此降低抑郁水平[42]。同时，该结果也支持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43]，在个体对学业成就进行积极归因

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驱力，这些驱力作用于个体的认知过程，引发积极的情绪体验，而驱力和情绪体

验正是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来源，当个体在学业成就的成功经验中体验到自我决定感，个体便会产生主

动完善自我的欲望，随之引发高水平的个人成长主动性[49] [50] [51]，个体的个人成长主动性可以负向预

测抑郁水平[28]。因此，降低个体抑郁水平，可以通过积极归因增加个人成长主动性来实现。 
本研究发现，在学业成就归因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中，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的链式中介

效应值为 0.16，且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这说明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学业成就归因对大学生抑郁

影响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也就是说，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是大学生抑郁产生不可忽略的重要影

响机制，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H4。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将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一同探究，但通

过以往研究及本研究结果可以推断，专业认同度提升可以使个体在学业上产生更强的参与感，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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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加强，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学习目标和计划，更愿意进行自我提高[51] [52] [53]。自我估量理论

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上人们最重视的是能力，因此，强调对能力的自我估量，自信自己能力高或低将产

生不同的情绪体验，而个体对自己能力水平的估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归因方式的选择，换言之，将学业

成就的成功或失败归结于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归因方式[54]，个体长期把成功或失败归因于能力，

有利于个体理性认识自我与客观条件的关系，在对专业的价值判断中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而由此带来

的积极体验正是促进个体积极主动提升自我的驱力，因此在积极的归因倾向、较高的专业认同度和高水

平的个人成长主动性共同作用下，会使个体在努力与成功的过程中反复产生积极体验，陷入良性循环，

从而使抑郁水平得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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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量表 
对于下列陈述，请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符合您想法的程度。在相应数字上打√即可，数字越大表示越符

合您的想法，请凭直觉作答，不必考虑太多，谢谢！ 
完全不符合 = 1  比较不符合 = 2  不清楚 = 3  比较符合 = 4  完全符合 = 5 

 

题号 题目 1 2 3 4 5 

1 如果我取得的学业成就较低，主要原因是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努力。      

2 如果我取得的学业成就较低，我会怀疑我的工作能力。      

3 有几次我在某件事情上取得了高的成绩，是因为评估的打分标准太松。      

4 有时我办事成功要靠一点运气。      

5 就我而言，我所取得的高学业成绩全部来自我的努力。      

6 我取得高的学业成绩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工作能力。      

7 以我的经验，一旦哪位老师认定你是个差劲的学生，那么比起其他同学来， 
你做的学业更可能得不到好的评价。 

     

8 有些我取得的低的学业成绩中，有部分可能是由于运气不好。      

9 如果我在习方面做的不如期望的那么好多半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10 要是我没有干好某项事情，很可能是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技巧。      

11 我取得的高学业成绩中有些只不过说明这些事情比较容易。      

12 我感到我的一些高学习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机遇。      

13 只要我取得了高学业成绩，全部是因为我在其中下了功夫。      

14 我认为我的高学业成绩直接反映我的工作能力。      

15 在那些我认为枯燥的学习中，我常常取得的学业成绩不好。      

16 我的学习成绩第一，有时会使我认为自己仅仅是不走运。      

17 低的学习成绩提示我学习还不够努力。      

18 要是我学习不好，我会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好它。      

19 有时我取得了好的学习成绩，只是因为他的内容容易。      

20 我有时因为得到了高的学习成绩而为自己感到庆幸。      

21 假如我肯努力，我就能克服通向学习成功之路上的任何障碍。      

22 如果我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是因为我的学习能力强。      

23 在我看来，我得到的有些低的成绩评价，只意味着有些老师评价过于苛刻。      

24 我取得的低学业成绩，有些可能是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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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对于下列陈述，请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符合您想法的程度。在相应数字上打√即可，数字越大表示越符

合您的想法，请凭直觉作答，不必考虑太多，谢谢！ 
完全不符合 = 1  比较不符合 = 2  不清楚 = 3  比较符合 = 4  完全符合 = 5 

 
题号 题目 1 2 3 4 5 

1 我对怎么改变自己设定了切实可行的目标。      

2 我能察出来何时准备好对自己做出具体的改变。      

3 我知道如何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改变自己。      

4 我会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使自己成长。      

5 当我试图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会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以实现个人成长。      

6 当我试图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会寻求他人的帮助。      

7 我积极学习工作，以提高自己。      

8 我弄明白了我还需要什么来改变自己。      

9 作为一个人，我不断的努力成长。      

10 我知道如何设定实际的目标使我自己改变。      

11 我知道我自己何时需要做出具体的改变。      

12 当我试图成长时，我会利用各种资源。      

13 为了使自己做出具体的改变，我知道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4 当我试图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会寻求别的帮助。      

15 作为一个人，我找各种机会成长。      

16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去改变我的一些具体问题。      
 

专业认同量表 
对于下列陈述，请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符合您想法的程度。在相应数字上打√即可，数字越大表示越符

合您的想法，请凭直觉作答，不必考虑太多，谢谢！ 
完全不同意 = 1  比较不同意 = 2  不清楚 = 3  比较同意 = 4  完全同意 = 5 

 
题号 题目 1 2 3 4 5 

1 我知道所学专业对学习者素质的要求。      

2 我了解我所学专业的就业状况。      

3 我知道我所学专业在本校的地位。      

4 我知道外界对我所学专业的评价。      

5 总体上我了解我所学的专业。      

6 我乐意从事和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      

7 我在内心里已经接受了我这个专业。      

8 我没有想过要换专业学习。      

9 我对所学专业有比较正面的评价。      

10 我对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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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1 我对所学专业产生了积极的感情。      

12 我对本校本专业的总体情况感到满意。      

13 总体上我喜欢所学的这个专业。      

14 我经常阅读有关所学专业的书籍。      

15 我会及时认真的完成专业课科作业。      

16 专业课我能认真听讲。      

17 我把很多时间用在所学专业上。      

18 我对该专业的学习坚持不懈。      

19 我积极参加和专业有关的实践活动。      

20 我具备较好的专业思维。      

21 我的性格和该专业匹配。      

22 所学专业能够体现我的特长。      

23 学习本专业让我觉得很轻松。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对于下列陈述，请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符合您想法的程度。在相应数字上打√即可，数字越大表示越符

合您的想法，请凭直觉作答，不必考虑太多，谢谢！ 
偶尔或无 = 1  有事 = 2  时常或一半时间 = 3  多数时间或持续 = 4    

 
题号 题目 1 2 3 4 

1 一些通常并不困扰我的事，使我心烦。     

2 我不想吃东西，我胃口不好。     

3 即使有家人或朋友帮助，也法摆脱这种苦闷。     

4 我感觉同别人一样好。     

5 我很难集中精力做事。     

6 我感到压抑。     

7 我感到做什么事都很吃力。     

8 我觉得未来有希望。     

9 我认为我的生活一无是处。     

10 我感到恐惧。     

11 我睡觉不解乏。     

12 我很幸福。     

13 我比平时话少了。     

14 我感到孤独。     

15 人们对我不友好。     

16 我生活快乐。     

17 我曾经放声痛哭。     

18 我感到忧愁。     

19 我觉得别人厌恶我。     

20 我觉得我无法正常完成日常工作。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463

	大学生学业成就归因对抑郁的影响：专业认同和个人成长主动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The Effect of Collag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on Depression: A Chain Medi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2.2. 研究工具
	2.2.1. 学业成就归因量表
	2.2.2. 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2.2.3.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
	2.2.4.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2.3. 数据处理及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3.3. 中介效应检验

	4. 讨论
	参考文献
	附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