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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手机依赖与大脑灰质体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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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体素形态学方法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大脑灰质体积的关联ꎮ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ꎬ选择某

大学 ５ 个不同专业学生共 ５６６ 名ꎬ使用电子问卷的形式ꎬ调查大学生一般情况和手机依赖症状ꎮ 根据自愿原则招募ꎬ其中

２６６ 名学生参与 ３.０ Ｔ 核磁共振检查ꎬ采集大学生的高分辨 ３Ｄ－Ｔ１ 结构像ꎮ 运用 ＶＢＭ８ 多重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

与大脑灰质体积的关联ꎮ 结果　 ２６６ 名被试中检出手机依赖者 ８１ 名(３０.５％)ꎮ 不同性别、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家
庭经济收入和学习成绩之间的手机依赖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Ｆ 值分别为－ １.０４ꎬ０.４０ꎬ－ １.３０ꎬ０.２３ꎬ１.４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前扣带回和右侧梭状回的灰质体积与手机依赖得分呈负相关关系(ＦＤＲ 校正ꎬＰ<０.０５)ꎬ未发现正向关联的脑区灰

质体积ꎮ 结论　 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高ꎬ前扣带回与右侧梭状回灰质体积越小ꎮ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大脑的奖赏、执行控

制和情绪相关脑区的灰质体积存在关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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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研究报告指出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８.９７ 亿ꎬ使用手机上网比

例达 ９９.３％ꎬ其中学生群体占 ２６.９％[１] ꎮ 尽管手机给

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ꎬ但随着使用频次与使用时间的

增加ꎬ也带来了许多潜在风险ꎬ尤其是刚入大学生活

的大一新生ꎬ会因其方便的特性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手

机依赖ꎮ 手机依赖是指手机过度使用而引起生理或

心理上的不适ꎬ并对人体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造成消

极影响[２－３] ꎮ 有研究表明ꎬ手机依赖与心理健康存在

关联ꎬ特别是抑郁症状[４－６] ꎮ 如 Ｎｇ 等[７] 研究发现ꎬ手
机依赖与抑郁存在正向关联ꎮ 韩国和美国的青少年

研究中同样发现手机依赖与抑郁的正向关联[８－９] ꎮ 一

项 ３ 年的纵向随访研究发现ꎬ基线手机依赖状况可以

显著预测 ２ 年后的抑郁症状[４] ꎮ 另外ꎬ也有一些研究

关注心理因素(如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和情绪等)在

手机依赖与心理病理症状关系中的作用[１０－１２] ꎮ 越来

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ꎬ大脑结构和功能在行为成瘾中

起着重要作用[１３－１５] ꎮ Ｌｅｅ 等[１３]纳入 ４５ 名网络游戏成

瘾者与 ３５ 名正常对照分析ꎬ发现网络成瘾患者大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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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带回、右侧眶回的皮质厚度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

薄ꎬ扣带回和左侧眶回的灰质体积较小ꎮ 另外有研究

发现ꎬ网络成瘾的严重程度与左侧尾状核的灰质体积

呈正相关ꎬ与左侧尾状核和右侧额中回的功能连接呈

负相关[１４] ꎮ 有荟萃分析发现ꎬ在奖赏预期任务中ꎬ物
质成瘾和赌博成瘾患者与对照相比纹状体活动降

低[１５] ꎮ 本研究基于核磁共振检查技术ꎬ采用体素形态

学测量方法研究大学生大脑灰质体积与手机依赖的

关系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原则ꎬ于 ２０１９ 年选取

某高校 ２ 个学院的大一新生 ５６６ 名完成问卷调查ꎬ其
中 ２６６ 名参与核磁共振扫描检查ꎮ 平均年龄(１９.０２±
０.８３)岁ꎬ其中男生 ６０ 名ꎬ女生 ２０６ 名ꎻ农村生源 １５７
名ꎬ城市生源 １０９ 名ꎻ独生子女 ５９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２０７
名ꎮ 研究通过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编

号:２０１７０２９１)ꎬ符合知情同意和自愿原则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农

村、城镇)、家庭经济收入(低、中、高)、是否独生子女、
学习成绩(差、中等、好)、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及以上)等ꎮ
１.２. ２ 　 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量表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ꎬ ＳＱＡＰＭＰＵ) 　 此量表是课题组前期编制[１６] ꎬ包
括戒断症状、渴求性和身心效应 ３ 个维度ꎬ共 １３ 个项

目ꎬ每个项目根据李克特 ５ 级评分标准ꎬ即“从不”为 １
分ꎬ“偶尔” 为 ２ 分ꎬ“有时” 为 ３ 分ꎬ“经常” 为 ４ 分ꎬ
“总是”为 ５ 分ꎬ总分越高说明对手机依赖程度越高ꎮ
本研究用第 ７５ 百分位数(Ｐ７５ )作为手机依赖的界值ꎬ
即得分≥２８ 分为手机依赖[１７－１８] ꎮ 本研究中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ꎮ
１.２.３　 影像数据采集 　 采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ｎｇｅｎｉａ ＣＸ ３.０Ｔ
超导核磁共振扫描仪ꎬ检查前叮嘱检查者放松并尽量

保持头不动ꎮ 检查者采用仰卧位ꎬ并结合海绵泡沫垫

和耳塞以减少头动与噪音的影响ꎬ采集常规的 Ｔ１ＷＩ、
Ｔ２ＷＩ 和 ＦＬＡＩＲ 图像ꎬ排除脑实质性疾病ꎮ 高分辨 Ｔ１
结构像采用快速梯度回波序列扫描ꎬ参数如下:回波

时间(ｅｃｈｏ ｔｉｍｅꎬ ＴＥ)３.２ ｍｓꎬ重复时间(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ꎬ
ＴＲ)７.１ ｍｓꎬ视野范围(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ｅｗꎬ ＦＯＶ) ２５６ × ２５６
ｍｍ２ꎬ层厚 １ ｍｍꎬ无间隔ꎬ矢状位扫描共 １８０ 层ꎬ扫描

时间为 ３０５ ｓꎮ
１.２.４　 图像预处理　 应用 ＳＰＭ １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ｉｌ.ｉｏｎ.
ｕｃｌ.ａｃ.ｕｋ / ｓｐｍ / )软件的 ＶＢＭ８ 工具包进行数据处理ꎬ
对 Ｔ１ 结构像进行空间标准化及白质、灰质和脑脊液

的分割ꎬ分割的灰质图像均经质量检测ꎬ再平滑ꎬ最大

半高全宽 ６ ｍｍ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
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ｘ±ｓ)表示ꎬ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Ｍ)表示ꎬ对分类变量用频数分

析ꎮ 基于全脑的体素相关分析在 ＳＰＭ １２ 软件中用多

重回归模型进行ꎬ分析时控制年龄与性别因素ꎬ多重

比较采用 ＦＤＲ 校正ꎮ 双侧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新生手机依赖得分比较　
纳入样本中平均手机依赖得分为(２４.６３±８.３３)分ꎬ不
同性别、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收入和

学习成绩之间的手机依赖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新生手机依赖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学指标 人数 手机依赖得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６０ ２３.６５±９.８９ －１.０４ ０.３０

女 ２０６ ２４.９２±７.８２
居住地 农村 １５７ ２４.８０±７.８７ ０.４０ ０.６９

城镇 １０９ ２４.３９±８.９８
独生子女 是 ５９ ２３.３９±８.５８ －１.３０ ０.２０

否 ２０７ ２４.９９±８.２５
家庭经济收入 低 ５５ ２４.６９±８.６９

中 １９６ ２４.７２±８.４４ ０.２３ ０.７９
高 １５ ２３.２０±５.２０

学习成绩 差 ４８ ２６.５０±９.１３
中等 １６７ ２４.２２±８.１９ １.４８ ０.２３
好 ５１ ２４.２４±７.９１

２.２　 大学新生灰质体积与手机依赖得分相关的脑区

多重回归分析发现ꎬ大脑前扣带回(体素数:７７ꎬ坐标:
ｘ ＝ －８ꎬｙ ＝ ４０ꎬｚ ＝ １０)和右侧梭状回(体素数:２５ꎬ坐标:
ｘ ＝ －２４ꎬｙ ＝ ９ꎬｚ ＝ －４５)的灰质体积与手机依赖得分呈

负相关关系(未校正 Ｐ ＝ ０.００ꎬＦＤＲ 校正 Ｐ<０.０５)ꎬ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２６ 和－０.２６ꎬ未发现与手机依赖呈正

相关的脑区灰质体积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新生灰质体积与手机依赖得分相关的脑区

团块 区域 体素数
ＭＮＩ 坐标

ｘ ｙ ｚ
ｔ 值

１ 前扣带回 ７７ －８ ４０ １０ ４.４９
２ 右侧梭状回 ２５ ２４ ９ －４５ ３.８１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大脑前扣带回和右侧梭状回的灰质

体积与手机依赖得分呈负相关ꎬ即手机依赖与大脑结

构(灰质体积)相关联ꎬ提示大脑结构的改变可能是手

机依赖的神经生物学基础ꎮ
前期研究结果发现ꎬ手机依赖患者的右侧额上

回、右侧额下回、双侧丘脑、右侧的外侧眶额叶、左侧

前脑岛、左侧颞下回、左侧海马旁回的灰质体积与正

常对照相比较小[１９－２０] ꎬ与本研究结果不同ꎮ 而本研究

结果与相关研究一致ꎬ发现网络成瘾患者的前扣带回

灰质体积减小[２１－２２] ꎬ同样在大脑功能方面也发现网络

５１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１



成瘾患者前扣带回和梭状回的脑活动发生改变[２３－２４] ꎮ
前扣带回是奖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主要编码

预测误差ꎬ在注意和运动控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２５] ꎮ
Ｄｏｎｇ 等[２６]用基于功能磁共振技术的概率猜测任务发

现ꎬ网络游戏成瘾患者前扣带回活动减弱ꎬ在应对一

些情感任务中前扣带回的功能活动发生改变ꎬ可能会

影响奖励相关的决策ꎮ 在 ＳＴＲＯＯＰ 执行功能任务中ꎬ
网络成瘾患者的前扣带回活动也发生改变ꎬ也表明在

执行认知控制时预测误差的能力在下降[２７] ꎬ所以前扣

带回的结构异常可能不仅与网络成瘾有关ꎬ也与手机

依赖有关ꎮ
梭状回的功能主要负责情绪识别ꎬ右侧梭状回的

灰质体积 / 皮层厚度与情绪症状有关ꎮ 如 Ｌｙｏｏ 等[２８]

发现ꎬ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相比ꎬ右侧梭

状回的皮层厚度减少ꎮ 右侧梭状回皮层厚度减少与

有家族史的抑郁症风险增加有关[２９] ꎮ 另有研究发现ꎬ
重度抑郁症患者右侧梭状回灰质体积减少与较高的

述情障碍得分相关[３０] ꎮ 以上结果均表明结果存在右

侧化ꎬ可能是因为大脑右半球与情绪加工有关ꎮ 因

此ꎬ梭状回的灰质体积减少可能不仅与手机依赖有

关ꎬ还提示早期右侧大脑结构异常在情绪加工及发展

情绪症状风险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纳入分析的样本中男女比例相

差较大ꎬ采用统计方法在分析中控制性别变量ꎬ减少

了性别对结果的影响ꎮ 本研究虽然有较大的样本ꎬ但
是为横断面研究设计ꎬ所以统计推断力度有限ꎮ 虽然

有一定的局限性ꎬ但是本研究的结果发现手机依赖与

大脑奖赏、执行控制和情绪相关脑区的灰质体积异常

有关ꎬ右侧梭状回的灰质体积可能是手机依赖与情绪

症状潜在的神经影像靶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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