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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焦虑及睡眠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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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描述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焦虑的流行状况及其与焦虑间的调节效应ꎬ为促进大学生群体身心健康发展提供

参考ꎮ 方法　 使用横断面调查方法ꎬ在安徽省合肥市和江西省上饶市分别选取 １ 所医科类院校及 １ 所综合类院校ꎬ共调查

１ １３５ 名大学生ꎬ使用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分别评估大学生手机依赖和焦虑ꎬ运用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估大学生睡眠质量ꎮ 结果　 大学生手机依赖和睡眠质量差的检出率分别为 ２４.６％和１３.３％ꎬ轻度

和中度及以上焦虑的检出率分别为 ５.１％和 ２３.９％ꎮ 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手机依赖与轻度焦虑、中度及以上焦虑呈

正相关[ＯＲ 值(９５％ＣＩ)分别为 １.８６(１.０１~ ３.４４)ꎬ４.３４(３.１４ ~ ５.９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ꎬ睡眠质量在

手机依赖与焦虑间起调节作用(Ｒ２ ＝ ０.３７ꎬＦ＝ ２２０.５２ꎬＰ<０.０１)ꎻ交互项“手机依赖×睡眠质量”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９(Ｐ<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手机依赖报告率高ꎬ手机依赖与焦虑呈正向关联ꎬ良好的睡眠质量可缓解手机依赖对大学生焦虑的预测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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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依赖又称为手机过度使用ꎬ是指个体反复使

用手机的某种功能所导致的精神行为异常ꎬ当减少或

停止使用手机时会出现戒断反应ꎬ对再度使用手机产

生强烈的欲望ꎬ同时伴有精神及躯体症状[１] ꎮ 据 ２０１８
年调查数据显示ꎬ全球有超过 ７８ 亿手机用户[２] ꎬ世界

范围内儿童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报告率为 ６. ３％ ~
２７.９％[３－５]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手机依赖与一系列健康危

险行为及情绪症状有关[６] ꎮ 大学生人群手机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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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患病率逐年上升[７] ꎬ遭受焦虑等情绪问题的困扰

要高于一般人群[８] ꎮ 焦虑是全球最常见的精神疾病

之一[９] ꎬ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ꎮ 研究显示ꎬ焦虑

严重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ꎬ长期焦虑可导致自杀行

为[１０－１１] ꎮ 一项系统综述表明ꎬ中等收入国家大学生焦

虑发生率高于美国和加拿大等高收入地区[１２] ꎬ手机依

赖行为的出现对焦虑的发生产生严重影响[１３] ꎬ而良好

的睡眠质量可减轻情绪障碍[１４] ꎮ 本研究在大学生群

体中将睡眠质量作为调节变量ꎬ探讨手机依赖行为与

焦虑之间的关系ꎬ对促进大学生群体身心健康发展有

重要意义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基于方便抽样的原则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５ 月

在安徽省合肥市和江西省上饶市分别选取 １ 所医科类

院校及 １ 所综合类院校ꎮ 使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以
专业和班级为单位ꎬ共招募 １ １７９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ꎬ最终纳入有效问卷 １ １３５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６％ꎮ 其中男生 ４３２ 名ꎬ女生 ７０３ 名ꎻ独生子女 ２６８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８６７ 名ꎮ 本研究通过了安徽医科大学

伦理学委员会审查(编号:２００７０２９１)ꎬ所有参与调查

的大学生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自编大学生健康相关行为及

心理健康问卷ꎬ由受过前期组织培训的教师带领学生

按学校和班级逐一调查ꎬ研究对象通过手机扫描二维

码匿名填写电子问卷ꎬ调查人员通过问卷系统后台核

对问卷信息ꎬ检查所填问卷是否有逻辑错误以及漏填

项ꎬ确保问卷信息完整有效ꎮ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

学资料(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学习负

担、自评成绩和家庭经济情况等)、焦虑症状、睡眠质

量、手机使用情况等ꎮ
１.２.２　 手机依赖判定 　 采用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

评 问 卷[１５]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ꎬ ＳＱＡＰＭＰＵ)评估大学生

手机依赖ꎬ该问卷包括戒断症状、渴求性和身心影响 ３
个维度ꎬ共 １３ 个条目ꎮ 每个条目由 １(从不) ~ ５ 分(总
是)计分ꎬ得分越高表明研究对象手机依赖程度越重ꎬ
总分≥２８ 分提示存在手机依赖ꎮ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ꎬ方差贡献率为 ５９. １３％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２.３　 焦虑状况判定　 使用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

表[１６－１７]简体版(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ＤＡＳＳ
－２１)评估大学生情绪问题ꎬ该量表包括抑郁、焦虑和

压力 ３ 个分量表ꎬ每个分量表各含 ７ 个条目ꎬ共 ２１ 个

条目ꎮ 每个条目计分由 ０ (不符合) ~ ３ 分 (非常符

合)ꎬ得分越高表明研究对象负性情绪问题越严重ꎮ

本研究使用焦虑分量表评估大学生焦虑状况ꎬ分级标

准为 ０ ~ ７ 分为正常组ꎬ８ ~ ９ 分为轻度焦虑ꎬ≥１０ 分为

中度及以上焦虑ꎮ 焦虑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ꎬ具有良好信、效度ꎮ
１.２.４　 睡眠质量判定 　 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

表[１８－１９](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评估大

学生睡眠质量ꎬ该量表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 ７ 个成分ꎬ共 １９
个自评条目ꎮ 每个条目由 ０(没有困难) ~ ３ 分(非常

困难)计分ꎬ得分越高表明研究对象的睡眠质量越差ꎬ
总分>７ 分时为睡眠质量差组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ꎬ信、效度较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研究方案与调查问卷统一化ꎬ同时对

研究对象集中施测ꎬ由经前期培训的教师及学生现场

指导答疑ꎬ要求学生于 １０ ｍｉｎ 内完成电子问卷ꎮ 调查

人员现场监控问卷系统后台ꎬ保证问卷调查质量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建立数据库ꎬ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ꎮ 分类变量用百分

率表示ꎬ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睡眠质量和手机依赖

大学生焦虑检出率比较使用 χ２ 分析ꎮ 使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手机依赖与大学生焦虑的关系ꎮ 参照温

忠麟[２０]的调节效应分析流程ꎬ采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分析

睡眠质量在手机依赖与焦虑间的调节效应ꎮ 手机依

赖得分及焦虑得分等连续型变量均进行中心化处理ꎬ
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焦虑检出率　 大学生轻度和中度及以上

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５.１％ (５８ / １ １３５) 和 ２３.９％ (２７１ /
１ １３５)ꎮ 不同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学习负担、自评成

绩和父亲教育程度学生焦虑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手机依赖、睡眠质量差的大学

生焦虑检出率更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焦虑的关联　 以大学生焦虑

为因变量ꎬ将焦虑划分为正常组、轻度焦虑组和中度

及以上焦虑组ꎬ其中“正常组”作为参照ꎬ手机依赖作

为自变量(以“否”作为参照)ꎬ将 χ２ 分析结果中有统

计学意义的特征变量(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父亲教育

程度、学习负担和自评学习成绩)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手机依赖与轻度焦

虑(ＯＲ ＝ ２.０４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１ ~ ３.７３)、中度及以上焦虑

(ＯＲ ＝ ５.３９ꎬ９５％ＣＩ ＝ ３.９７ ~ ７.３０)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５)ꎬ且焦虑程度越重ꎬ关联强度越大ꎮ 调整性别、家
庭经济状况、父亲教育程度、学习负担、自评成绩和睡

眠质量等变量后ꎬ关联强度未发生很大变化ꎬ手机依

赖与焦虑各组仍表现为正相关[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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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１.８６(１.０１ ~ ３.４４)ꎬ４.３４(３.１４ ~ ５.９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焦虑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中度及以上焦虑 轻度焦虑 χ２ 值
性别
　 男 ４３２ １２２(２８.２) ２３(５.３) ７.６８∗

　 女 ７０３ １４９(２１.２) ３５(５.０)
是否独生
　 是 ２６８ ６７(２５.０) １７(６.３) １.５０
　 否 ８６７ ２０４(２３.５) ４１(４.７)
家庭居住地
　 农村 ６３３ １５１(２３.９) ３４(５.４) ０.２０
　 城市 ５０２ １２０(２３.９) ２４(４.８)
家庭经济状况
　 差 ２７２ ８８(３２.４) １３(４.８) １４.５０∗

　 中等 ８００ １７１(２１.４) ４１(５.１)
　 好 ６３ １２(１９.０) ４(６.３)
父亲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５７ ８６(３３.５) １０(３.９) １７.６９∗

　 初中 ５３９ １１２(２０.８) ３２(５.９)
　 高中及以上 ３３９ ７３(２１.５) １６(４.７)
母亲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９７ １２４(２４.９) ２７(５.４) ４.４６
　 初中 ３９６ ９７(２４.５) ２３(５.８)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２ ５０(２０.７) ８(３.３)
学习负担
　 重 ４１９ １２０(２８.６) ２８(６.７) １５.４９∗

　 一般 ６９５ １４５(２０.９) ２８(４.０)
　 轻 ２１ ６(２８.６) ２(９.５)
自评学习成绩
　 差 ２３９ ８０(３３.５) １４(５.８) ２３.５６∗∗

　 中等 ６９６ １６２(２３.３) ３５(５.０)
　 好 ２００ ２９(１４.５) ９(４.５)
手机依赖
　 是 ２７９ １３６(４８.７) １６(５.７) １２９.９６∗∗

　 否 ８５６ １３５(１５.８) ４２(４.９)
睡眠质量
　 差 １５１ ８９(５８.９) ８(５.３) １２０.１８∗∗

　 好 ９８４ １８２(１８.５) ５０(５.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ꎻ∗Ｐ<０.０５ꎻ ∗∗Ｐ<０.０１ꎮ

２.３　 睡眠质量在手机依赖与焦虑间的调节效应　 将

睡眠质量作为调节变量ꎬ以焦虑评分为因变量进行线

性回归分析ꎬ将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父亲教育程度、
学习负担、自评成绩和手机依赖作为自变量纳入模

型ꎬ结果显示ꎬ模型拟合指数 Ｒ２ ＝ ０.３７ꎬ△Ｒ２ ＝ ０.００ꎬＦ ＝
２２０.５２(Ｐ<０.０１)ꎬ拟合度良好ꎻ交互作用项“手机依赖

×睡眠质量”的 β 值为 ０.０９(Ｐ<０.０５)ꎻ引入交互作用项

后的模型对因变量的预测能力解释量增强了 ０.２５％ꎬ
提示睡眠质量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ꎬ有助于预测焦

虑ꎮ 见表 ２ꎮ 睡眠质量好较睡眠质量差降低了手机依

赖与大学生焦虑的相关性ꎬ呈负向调节作用ꎮ 按睡眠

质量取值分组ꎬ将中心化后的手机依赖得分按( ｘ±ｓ)
取四点做调节效应图ꎬ结果显示ꎬ在睡眠质量差的条

件下ꎬ手机依赖对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斜率为

０.４３ꎬＰ<０.０１)ꎬ睡眠质量好的组别手机依赖对焦虑的

正向预测作用(斜率为 ０.３４ꎬＰ<０.０１)小于睡眠质量差

的组别ꎮ

表 ２　 大学生睡眠质量对手机依赖与焦虑关联的调节效应(ｎ ＝ １ １３５)

自变量 β 值 ｔ 值
常量 ５.４１ ３２.６２∗∗

手机依赖 ０.３５ １７.９３∗∗

睡眠质量 ５.１３ ９.７７∗∗

手机依赖×睡眠质量 ０.０９ ２.１３∗∗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调查显示ꎬ大学生手机依赖报告率较高ꎬ
为 ２４.６％ꎬ略低于 Ｃｏｓｋｕｎ 等[２１] 调查青少年手机依赖

的检出率(２７.５％)ꎬ略高于 ２０１６ 年中国大学生手机依

赖的检出率[２２] ꎬ中国大学生手机依赖现况需引起重

视ꎮ 本研究中大学生焦虑检出率为 ２９.０％ꎬ高于世界

卫生组织在全球 ８ 个国家中所调查的结果[２３] ꎬ可以看

出世界各地大学生都存在相当比例的焦虑ꎮ 本研究

中大学生睡眠质量差的检出率为 １３.３％ꎬ低于先前研

究所报告的检出率[２４－２５]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手机依赖的大学生焦虑风险更

高ꎬ且焦虑程度越重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越强ꎬ与之前

的报道一致[２６] ꎮ 手机依赖对个体的生理功能(头痛、
记忆障碍和听力障碍)和心理健康(注意力不集中、失
眠、焦虑等)均有负性影响[２７] ꎬ可能的机制是手机过度

使用会影响神经活动ꎬ进而影响焦虑发生[２８] ꎮ 在对大

学生焦虑影响因素的探讨中ꎬ手机依赖常认为是不容

忽视的重要因素ꎮ 在从依靠父母转变为依靠自己的

特殊时期ꎬ大学生常表现为情绪脆弱ꎬ在此阶段手机

使用的频率增加ꎬ焦虑的发生风险大大增加ꎮ 此外ꎬ
本研究分析结果表明ꎬ睡眠质量差的大学生手机依赖

与焦虑关联更明显ꎮ 睡眠质量差者有更严重的焦虑

症状[１４] ꎬ常表现为入睡时间更长ꎬ同时情绪障碍与睡

眠满意度密切相关[２９] ꎮ 也有研究发现ꎬ焦虑症与睡眠

质量之间存在双向关系[３０] ꎮ 本研究通过检验睡眠质

量对手机依赖与大学生焦虑间的调节效应ꎬ结果表

明ꎬ睡眠质量好可减弱手机依赖对焦虑的正向预测

作用ꎮ
本研究揭示手机依赖与焦虑的关联ꎬ从流行病学

角度阐述了睡眠质量对手机依赖与大学生焦虑的调

节作用ꎬ可为控制与焦虑有关的危险因素提供启示ꎮ
考虑到手机依赖对焦虑的重要影响ꎬ家长和老师应注

意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ꎬ帮助创造支持性环境改善大

学生睡眠质量ꎬ控制手机依赖ꎬ缓解焦虑发生的可能

性ꎮ 一项纵向研究也证实了改善大学生睡眠问题可

缓解手机依赖[３１] ꎮ 因此ꎬ改善大学生睡眠质量及手机

依赖等干预措施对预防焦虑发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ꎬ本研究为横断

面调查ꎬ手机依赖与大学生焦虑之间的关联性无法判

定因果关系ꎬ未来需开展队列研究进一步探讨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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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因果关系ꎻ其次ꎬ研究对象仅来自 ２ 所院校ꎬ结果

外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ꎻ最后ꎬ本研究是通过自我报

告的问卷调查方式评估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焦虑的关

联ꎬ可能无法避免报告偏倚ꎮ 优势为在大学生人群中

发现了手机依赖与焦虑关联强度大ꎬ同时提供证据表

明睡眠质量在手机依赖与焦虑间存在调节作用ꎬ从多

个角度探讨大学生情绪健康的因素ꎬ提示未来可通过

改善睡眠质量的干预措施来促进大学生情绪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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