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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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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下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ꎬ为在特殊时

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基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自编的大学生体育锻炼问卷、广泛性焦虑量表和病人

健康问卷抑郁量表ꎬ对方便抽取的福州市 １ ２９７ 名大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ꎬ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和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５８.７％的大学生每周参加体育锻炼次数≥３ 次ꎬ２７.８％每次参加体育锻炼时间≥３０ ｍｉｎꎬ
５５.４％每次体育锻炼强度为中度ꎬ只有 １６.６％的大学生一直坚持规律性的锻炼ꎮ 大学生焦虑检出率为 ２０.０％ꎬ其中轻度、中
度、重度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１６.４％ꎬ２.３％ꎬ１.２％ꎻ抑郁检出率为 ２４.７％ꎬ其中轻、中、中重及重度检出率分别为１８.０％ꎬ４.４％ꎬ
１.２％ꎬ１.１％ꎮ 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大学生每次没有开始规律性锻炼的意愿(ＯＲ＝ ３.３６)、目前不锻炼ꎬ但
打算在未来 ２ 个月内开始规律性锻炼(ＯＲ＝ ４.０７)或偶尔锻炼的(ＯＲ＝ ２.６５)易产生轻度焦虑情绪(Ｐ 值均<０.０５)ꎻ大学生目

前不锻炼且在未来 ２ 个月内也没有开始规律性锻炼意愿的(ＯＲ 值分别为 ５.６６ꎬ３.８６)易产生轻、中度抑郁情绪(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下ꎬ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情绪ꎬ焦虑与抑郁呈高度相关ꎮ 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

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ꎬ高校、家庭及有关部门应采取措施促进大学生参加适度的、有规律的体育锻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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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

简称“新冠肺炎”)疫情ꎬ因传染性强、传染率高、辐射

面大、缺乏特效药等特点ꎬ对人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ꎬ加之暴发后各个省市陆续启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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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ꎬ以及过载的负面疫情

信息如疑似、确诊、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ꎬ医疗资源的

紧缺ꎬ停学停工停产等ꎬ均给公众的心理带来了巨大

的冲击和影响ꎮ 为了阻断疫情向学校蔓延ꎬ教育部明

文要求 ２０２０ 年春季推迟开学ꎮ 必须尽量减少外出ꎬ居
家学习活动等要求和限制对大学生的学业、社交活动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ꎬ并有可能加剧焦虑、抑郁感ꎮ
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体育锻炼能影响大学生的身

心健康ꎬ如王海英等[１] 发现ꎬ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大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偶尔参与和从不参与体

育锻炼的大学生ꎻ申伟[２] 提出ꎬ体育锻炼对增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降低焦虑、清除心理障碍、提高积极情绪

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提示适度的体育锻炼

不仅可以加速大学生体内的代谢和循环ꎬ增强体质和

自身免疫力[３] ꎬ还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ꎮ 基于

此ꎬ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３０ 日对高校大学生采

取网络问卷调查ꎬ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参加体

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ꎬ以期为有关部门和高

校在特殊时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福州市高校的本科大学生(不包括目前

居住在湖北省内的学生) 为调查对象ꎬ共回收问卷

１ ３２０份ꎮ 经整理筛选ꎬ有效问卷为 １ ２９７ 份ꎬ有效率

为 ９８.２６％ꎬ其中男生 ５６５ 名ꎬ女生 ７３２ 名ꎻ大一学生

３６２ 名ꎬ大二学生 ３５２ 名ꎬ大三学生 ３４１ 名ꎬ大四学生

２４２ 名ꎻ文科生 ３９０ 名ꎬ理科生 ４２３ 名ꎬ工科生 ４８４ 名ꎻ
农村生源 ６３５ 名ꎬ城镇生源 ６６２ 名ꎮ 所有调查对象在

填写问卷前均被告知其调查目的、保护隐私、自愿原

则和匿名参与等内容ꎬ调查者并做出该调查仅为研究

之用、无其他用途的承诺ꎬ均获得调查对象的知情

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方式ꎬ将问卷导

入到问卷星网络平台(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ｊｘ. ｃｎ)生成网络版

调查问卷ꎬ通过方便抽样法调查福州市 １０ 余所不同类

型的高校本科生ꎮ 在选取调查对象时充分考虑年级、
性别、学科类型、生源地的代表性和分布均衡ꎬ然后将

问卷的网络链接发给高校辅导员ꎬ由其发给学生ꎬ在
约定的时间内填写并提交问卷ꎮ
１.２.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２.１　 人口学资料　 包括性别、年级、专业背景、目
前所在地、健康状况等基本社会人口学资料ꎮ
１.２.２.２　 大学生体育锻炼问卷　 参照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科学研究所、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编制的 ２０２０ 年

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有关体育锻炼的问卷条目ꎬ以
及邱芬等[４] 提出的锻炼行为的测量指标ꎬ在此基础上

编制大学生体育锻炼问卷ꎬ共 ５ 题ꎬ包括锻炼态度、锻
炼时间、锻炼频率、锻炼强度、锻炼坚持 ５ 个维度ꎮ
１.２.２.３　 广泛性焦虑量表(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 ７ꎬ ＧＡＤ－７) [５] 　 该量表是基于美国精神医学会出

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４ 版(ＤＳＭ－ＩＶ)和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５ 版( ＤＳＭ－Ｖ)诊断标

准修订的用于焦虑症状筛查的自评量表ꎬ是鉴别广泛

性焦虑症可能性或倾向的有效工具ꎬ既往研究表明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６－７] ꎮ 量表由 ７ 个条目组成ꎬ每
个症状条目按 ０ ~ ３ 的 ４ 级评分ꎬ总分 ２１ 分ꎮ 根据评

分标准ꎬＧＡＤ－７ 评分分为 ４ 组:０ ~ ４ 分为无明显焦虑

症状ꎬ５ ~ ９ 分为轻度焦虑ꎬ１０ ~ １４ 分为中度焦虑ꎬ１５ ~
２１ 分为重度焦虑[８]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３ꎬ内部一致性好ꎮ
１.２.２.４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Ｐａｔｉ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９ꎬ ＰＨＱ－９) 　 该量表是基于 ＤＳＭ－ＩＶ 和 ＤＳＭ
－Ｖ 诊断标准修订的用于抑郁症状筛查的自评量表ꎬ
对抑郁症状的判别与诊断具有良好的借鉴和参考作

用[９] ꎬ在我国社区老年人、大学生、青少年等人群中应

用的信、效度良好[１０－１１] ꎮ 量表由 ９ 个条目组成ꎬ每个

症状条目按 ０ ~ ３ 的 ４ 级评分ꎬ总分 ２７ 分ꎮ 根据评分

标准ꎬＰＨＱ－９ 评分分为 ５ 组:０ ~ ４ 分为无明显抑郁症

状ꎬ５ ~ ９ 分为轻度抑郁ꎬ１０ ~ １４ 分为中度抑郁ꎬ１５ ~ １９
分为中重度抑郁ꎬ２０ ~ ２７ 分为重度抑郁[１２] ꎮ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ꎬ内部一致性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在问卷的指导语中说明调查目的、用
途以及每题均为单项选择题ꎬ并向调查对象做调查仅

为研究之用、无其他用途的承诺ꎬ希望调查对象认真

作答ꎮ 设置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和单项选择题ꎬ以保

证问卷数据回收的完整性和可靠性ꎮ 同一个 ＩＰ 地址

只能作答 １ 次ꎮ 问卷采用匿名作答ꎬ不涉及姓名等隐

私信息ꎬ避免敏感性语言ꎮ 对问卷星后台提供的每份

问卷的答题时长进行检测ꎬ答题时间过短视为废卷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

述统计ꎬ使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评价 ＧＡＤ－７ 焦虑得分

和 ＰＨＱ－９ 抑郁得分的相关程度ꎬ大学生参加体育锻

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采用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体育锻炼情况　 疫情期间ꎬ８３.５％(１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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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较好ꎬ认为参加体育锻炼

很有必要ꎬ应坚持定期锻炼ꎬ５８.７％(７６１ 名)的大学生

每周参加体育锻炼次数≥３ 次ꎬ２７.８％(３６０ 名)的大学

生每次参加体育锻炼时间≥３０ ｍｉｎꎬ５５.４％(７１９ 名)的

大学生每次体育锻炼强度为中度ꎬ只有 １６. ６％ ( ２１５
名)的大学生一直在坚持规律性的锻炼ꎮ 在锻炼态度

上ꎬ不同年级、学科、生源地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在锻炼时间上ꎬ不同性别、年级、学科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在锻炼频率上ꎬ
不同性别、年级、学科、现居住地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在锻炼强度上ꎬ不同性别、年级、现
居住地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在坚

持规律性锻炼上ꎬ不同性别、年级、学科、现居住地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锻炼态度锻炼时间锻炼频率分布比较

组别　 　 人数
锻炼态度

很有必要 没有必要 想去就去 χ２ 值

每次锻炼时间 / ｍｉｎ
<１５ １５~ <３０ ３０~ ６０ >６０ χ２ 值

每周锻炼频率 / 次
０ １ ２ ３ >３ χ２ 值

性别　 　
　 男　 　 ５６５ ４６５(８２.３) ６(１.１) ９４(１６.６) １.１０ １４３(２５.３) １９０(３３.６) １３７(２４.２) ９５(１６.８) ９７.９７∗∗ ３４(６.０) ６９(１２.２) ９３(１６.５) ８７(１５.４) ２８２(４９.９) ２４.０７∗∗

　 女　 　 ７３２ ６１８(８４.４) ６(０.８) １０８(１４.８) ２６７(３６.５) ３３７(４６.０) ９７(１３.３) ３１(４.２) ５７(７.８) １４４(１９.７) １３９(１９.０) １１６(１５.８) ２７６(３７.７)
年级　 　
　 大一　 ３６２ ３１５(８７.０) １(０.３) ４６(１２.７) ２２.２４∗∗ １０４(２８.７) １７２(４７.５) ６２(１７.１) ２４(６.６) ５７.２６∗∗ ９(２.５) ５６(１５.５) ６３(１７.４) ６９(１９.１) １６５(４５.６) １８２.６６∗∗

　 大二　 ３５２ ３０６(８６.９) ６(１.７) ４０(１１.４) ８０(２２.７) １７５(４９.７) ６１(１７.３) ３６(１０.２) ６(１.７) ２２(６.３) ４２(１１.９) ５６(１５.９) ２２６(６４.２)
　 大三　 ３４１ ２６３(７７.１) ４(１.２) ７４(２１.７) １３１(３８.４) １００(２９.３) ６２(１８.２) ４８(１４.１) ３７(１０.９) ８１(２３.８) ７１(２０.８) ５２(１５.２) １００(２９.３)
　 大四　 ２４２ １９９(８２.２) １(０.４) ４２(１７.４) ９５(３９.３) ８０(３３.１) ４９(２０.２) １８(７.４) ３９(１６.１) ５４(２２.３) ５６(２３.１) ２６(１０.７) ６７(２７.７)
学科　 　
　 理科　 ４２３ ３７０(８７.５) ０ ５３(１２.５) １３.５６∗∗ １１５(２７.２) １８６(４４.０) ７９(１８.７) ４３(１０.２) １７.１７∗∗ １９(４.５) ５２(１２.３) ５７(１３.５) ５７(１３.５) ２３８(５６.３) ７５.３７∗∗

　 工科　 ４８４ ３９２(８１.０) ９(１.９) ８３(１７.１) １５４(３１.８) ２０６(４２.６) ７２(１４.９) ５２(１０.７) ３１(６.４) ６５(１３.４) １００(２０.７) ８５(１７.６) ２０３(４１.９)
　 文科　 ３９０ ３２１(８２.３) ３(０.８) ６６(１６.９) １４１(３６.２) １３５(３４.６) ８３(２１.３) ３１(７.９) ４１(１０.５) ９６(２４.６) ７５(１９.２) ６１(１５.６) １１７(３０.０)
现居住地
　 省内　 １ １４３ ９４７(８２.９) １２(１.０) １８４(１６.１) ３.８０ ３７２(３２.５) ４５２(３９.５) ２０６(１８.０) １１３(９.９) ５.７５ ８６(７.５) １９５(１７.１) ２１７(１９.０) １７３(１５.１) ４７２(４１.３) ２０.７０∗∗

　 省外　 １５４ １３６(８８.３) ０ １８(１１.７) ３８(２４.７) ７５(４８.７) ２８(１８.２) １３(８.４) ５(３.２) １８(１１.７) １５(９.７) ３０(１９.５) ８６(５５.８)
生源地　
　 农村　 ６３５ ５５１(８６.８) ５(０.８) ７９(１２.４) ９.６９∗∗ ２１５(３３.９) ２５８(４０.６) １１１(１７.５) ５１(８.０) ５.８３ ４８(７.６) １１１(１７.５) １０５(１６.５) １０４(１６.４) ２６７(４２.０) ３.６３
　 城镇　 ６６２ ５３２(８０.４) ７(１.１) １２３(１８.６) １９５(２９.５) ２６９(４０.６) １２３(１８.６) ７５(１１.３) ４３(６.５) １０２(１５.４) １２７(１９.２) ９９(１５.０) ２９１(４４.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Ｐ<０.０１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大学生锻炼强度锻炼规律性分布比较

组别 人数

锻炼强度

无 低 中 高 χ２ 值

规律锻炼(每周≥３ 次ꎬ每次>３０ ｍｉｎ)
没有规律

锻炼的意愿

目前没有ꎬ未来

２ 个月内开始

目前偶尔锻炼ꎬ未

来 １ 个月内开始

已经开始ꎬ但持续

时间不足 ２ 个月

一直

在坚持
χ２ 值

性别
　 男 ５６５ １２７(２２.５) ９０(１５.９) ２８５(５０.４) ６３(１１.２) １４.６２∗∗ ６２(１１.０) ５０(８.８) １９１(３３.８) １２１(２１.４) １４１(２５.０) ６８.４５∗∗

　 女 ７３２ １０９(１４.９) １２１(１６.５) ４３４(５９.３) ６８(９.３) ６１(８.３) １２１(１６.５) ３２２(４４.０) １５４(２１.０) ７４(１０.１)
年级
　 大一 ３６２ ５０(１３.８) ６４(１７.７) ２１５(５９.４) ３３(９.１) ２２.４９∗∗ ２５(６.９) ３４(９.４) １６４(４５.３) ８０(２２.１) ５９(１６.３) １１１.４１∗∗

　 大二 ３５２ ５２(１４.８) ６４(１８.２) ２０３(５７.７) ３３(９.４) １３(３.７) ２３(６.５) １２６(３５.８) １０６(３０.１) ８４(２３.９)
　 大三 ３４１ ７９(２３.２) ５２(１５.２) １７７(５１.９) ３３(９.７) ５２(１５.２) ６７(１９.６) １２３(３６.１) ５４(１５.８) ４５(１３.２)
　 大四 ２４２ ５５(２２.７) ３１(１２.８) １２４(５１.２) ３２(１３.２) ３３(１３.６) ４７(１９.４) １００(４１.３) ３５(１４.５) ２７(１１.２)
学科
　 理科 ４２３ ７２(１７.０) ８１(１９.１) ２３６(５５.８) ３４(８.０) ８.０４ ２９(６.９) ４０(９.５) １６３(３８.５) ９３(２２.０) ９８(２３.２) ３５.９７∗∗

　 工科 ４８４ ９６(１９.８) ７６(１５.７) ２６２(５４.１) ５０(１０.３) ５１(１０.５) ６４(１３.２) １８５(３８.２) １１２(２３.１) ７２(１４.９)
　 文科 ３９０ ６８(１７.４) ５４(１３.８) ２２１(５６.７) ４７(１２.１) ４３(１１.０) ６７(１７.２) １６５(４２.３) ７０(１７.９) ４５(１１.５)
现居住地
　 省内 １ １４３ ２１８(１９.１) １７３(１５.１) ６３６(５５.６) １１６(１０.１) １２.５６∗∗ １１９(１０.４) １５０(１３.１) ４４４(３８.８) ２４０(２１.０) １９０(１６.６) １０.３２∗

　 省外 １５４ １８(１１.７) ３８(２４.７) ８３(５４.９) １５(９.７) ４(２.６) ２１(１３.６) ６９(４４.８) ３５(２２.７) ２５(１６.２)
生源地
　 农村 ６３５ １１４(１８.０) １０２(１６.１) ３５９(５６.５) ６０(９.４) ０.７６ ６２(９.８) ８４(１３.２) ２５９(４０.８) １２４(１９.５) １０６(１６.７) ２.３１
　 城镇 ６６２ １２２(１８.４) １０９(１６.５) ３６０(５４.４) ７１(１０.７) ６１(９.２) ８７(１３.１) ２５４(３８.４) １５１(２２.８) １０９(１６.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　 按照评分标准ꎬ受测大学

生焦虑检出率为 ２０.０％(２５９ 名)ꎬ其中轻、中、重度焦

虑检出率分别为 １６.４％(２１３ 名)、２.３％(３０ 名)、１.２％
(１６ 名)ꎻ抑郁检出率为 ２４.７％(３２０ 名)ꎬ其中轻、中、
中重及重度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１８.０％(２３３ 名)、４.４％

(５７ 名)、１.２％(１６ 名)、１.１％(１４ 名)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

析得出ꎬＧＡＤ－７ 焦虑得分与 ＰＨＱ－９ 抑郁得分的相关

系数为 ０.６７(Ｐ<０.０１)ꎮ 在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上ꎬ
不同性别、年级、学科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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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组别大学生心理健康分布比较

组别 人数
ＧＡＤ－７ 得分

０~ ４ ５~ ９ １０~ １４ １５~ ２１ χ２ 值

ＰＨＱ－９ 得分

０~ ４ ５~ ９ １０~ １４ １５~ １９ ２０~ ２７ χ２ 值
性别
　 男 ５６５ ４７７(８４.４) ６３(１１.２) １５(２.７) １０(１.８) ２０.８０∗∗ ４５４(８０.４) ７８(１３.８) １８(３.２) ６(１.１) ９(１.６) １８.５３∗∗

　 女 ７３２ ５６１(７６.６) １５０(２０.５) １５(２.０) ６(０.８) ５２３(７１.４) １５５(２１.２) ３９(５.３) １０(１.３) ５(０.７)
年级
　 大一 ３６２ ３１６(８７.３) ４５(１２.４) １(０.３) ０ ５１.６４∗∗ ２９８(８２.３) ４８(１３.３) １３(３.６) １(０.３) ２(０.６) ３０.１０∗∗

　 大二 ３５２ ２９２(８３.０) ５４(１５.３) ３(０.９) ３(０.９) ２７１(７７.０) ５８(１６.５) １４(４.０) ５(１.４) ４(１.１)
　 大三 ３４１ ２６５(７７.７) ５４(１５.８) １４(４.１) ８(２.３) ２５１(７３.６) ６６(１９.４) １５(４.４) ４(１.２) ５(１.５)
　 大四 ２４２ １６５(６８.２) ６０(２４.８) １２(５.０) ５(２.１) １５７(６４.９) ６１(２５.２) １５(６.２) ６(２.５) ３(１.２)
学科
　 理科 ４２３ ３７１(８７.７) ４４(１０.４) ７(１.７) １(０.２) ３９.０２∗∗ ３５９(８４.９) ４７(１１.１) １３(３.１) ２(０.５) ２(０.５) ３５.７２∗∗

　 工科 ４８４ ３８５(７９.５) ７６(１５.７) １１(２.３) １２(２.５) ３５２(７２.８) ９４(１９.４) ２１(４.３) ８(１.７) ９(１.９)
　 文科 ３９０ ２８２(７２.３) ９３(２３.８) １２(３.１) ３(０.８) ２６６(６８.２) ９２(２３.６) ２３(５.９) ６(１.５) ３(０.８)
现居住地
　 省内 １ １４３ ９１４(８０.０) １９２(１６.８) ２５(２.２) １２(１.０) ２.１３ ８６３(７５.５) ２０７(１８.１) ４８(４.２) １３(１.１) １２(１.０) ２.４９
　 省外 １５４ １２４(８０.５) ２１(１３.６) ５(３.２) ４(２.６) １１４(７４.０) ２６(１６.９) ９(５.８) ３(１.９) ２(１.３)
生源地
　 农村 ６３５ ５１５(８１.１) ９７(１５.３) １４(２.２) ９(１.４) ２.１０ ４９３(７７.６) １０２(１６.１) ２４(３.８) ９(１.４) ７(１.１) ５.１８
　 城镇 ６６２ ５２３(７９.０) １１６(１７.５) １６(２.４) ７(１.１) ４８４(７３.１) １３１(１９.８) ３３(５.０) ７(１.１) ７(１.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Ｐ<０.０１ꎮ

２.３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分别以

ＧＡＤ－７ 和 ＰＨＱ－９ 得分为因变量ꎬ以锻炼态度(很有

必要ꎬ应坚持定期锻炼＝ １ꎻ没有必要ꎬ耽搁时间 ＝ ２ꎻ随
便ꎬ想去就去＝ ３)、每次锻炼时间( <１５ ｍｉｎ ＝ １ꎬ１５ ~ <
３０ ｍｉｎ ＝ ２ꎬ３０ ~ ６０ ｍｉｎ ＝ ３ꎬ>６０ ｍｉｎ ＝ ４)、每周锻炼频率

(０ 次＝ １ꎬ１ 次＝ ２ꎬ２ 次＝ ３ꎬ３ 次＝ ４ꎬ>３ 次＝ ５)、锻炼强

度(无＝ １ꎬ低强度＝ ２ꎬ中等强度 ＝ ３ꎬ高强度 ＝ ４)、规律

锻炼(没有开始规律锻炼的意愿＝ １ꎻ目前没有ꎬ打算在

未来 ２ 个月内开始 ＝ ２ꎻ现在偶尔锻炼ꎬ在未来 １ 个月

内打算开始 ＝ ３ꎻ开始锻炼ꎬ但持续时间不足 ２ 个月 ＝
４ꎻ一直坚持＝ ５)为自变量ꎬ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平
行性检验结果显示ꎬ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０.１１ꎬ１５０.１８(Ｐ 值

均<０.０１)ꎬ通过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建立 ２ 个模

型:ＧＡＤ－７ 焦虑模型和 ＰＨＱ－９ 模型ꎮ 在 ＧＡＤ－７ 模

型中ꎬ－２ 倍对数似然值为 ８０２.７９ꎬ当前模型为７０２.６８
(ｄｆ ＝ ４８ꎬＰ ＝ ０.００)ꎻＰＨＱ－９ 模型中ꎬ－２ 倍对数似然值

为 １.０３０Ｅ３ꎬ当前模型为 ８７９.８６(ｄｆ ＝ ６４ꎬＰ ＝ ０.００)ꎮ
以未检出焦虑为参照组ꎬ没有开始锻炼的意愿、

目前没有ꎬ但打算在未来 ２ 个月内开始、现在偶尔锻

炼ꎬ未来 １ 个月内打算开始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轻度

焦虑情绪(Ｐ 值均<０.０５)ꎻ目前不锻炼ꎬ在未来 ２ 个月

内也没有开始规律锻炼意愿的更容易出现重度焦虑

情绪(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大学生焦虑程度的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１ ２９７]

自变量 轻度 中度 重度
锻炼态度
　 很有必要 ０.９２(０.６０~ １.４０) ０.６０(０.２４~ １.５４) １.７７(０.４２ ~ ７.５４)
　 没有必要 ０.８８(０.１８~ ４.３０) １.２９２Ｅ－８(１.２９２Ｅ－８~ １.２９２Ｅ－８) ３.６９(０.２９ ~ ４７.６７)
每次锻炼时间 / ｍｉｎ
　 <１５ ２.０６(０.９５~ ４.４６) ０.２２(０.０６~ ０.８４) ∗ ０.２６(０.０３ ~ ２.２７)
　 １５ ~ <３０ １.６７(０.８０~ ３.４８) ０.４９(０.１３~ １.８５) ０.３０(０.０４ ~ ２.１８)
　 ３０ ~ ６０ １.４８(０.６８~ ３.２２) ０.６２(０.１８~ ２.１７) ０.４９(０.０７ ~ ３.４７)
每周锻炼频率 / 次
　 ０ ０.８４(０.４０~ １.７７) ２.７９(０.５６~ １３.９１) ０.５３(０.０９ ~ ３.３４)
　 １ ０.８３(０.４９~ １.４０) １.４０(０.４１~ ４.７５) ０.２２(０.０３ ~ １.５９)
　 ２ １.１９(０.７５~ １.８６) ０.８９(０.２７~ ２.９６) ０.２５(０.０３ ~ ２.６０)
　 ３ ０.９５(０.５９~ １.５３) ０.６５(０.１７~ ２.５０) ０.３２(０.０３ ~ ３.２５)
锻炼强度
　 无 ０.３２(０.１８~ ０.５８) ∗∗ ０.３２(０.０７~ １.４２) ２.９８(０.３４ ~ ２６.４６)
　 低 ０.３６(０.２０~ ０.６４) ∗∗ ０.７８(０.１９~ ３.２３) ２.５５３Ｅ－７(０.００ ~ ｃ)
　 中 ０.６３(０.３９~ １.０１) ０.７９(０.２５~ ２.５６) １.９５(０.２３ ~ １６.８０)
规律锻炼
　 没有开始锻炼的意愿 ３.３６(１.４２~ ７.９７) ∗ ０.５８(０.０６~ ５.１３) １５.６１(１.４２ ~ １７０.９８) ∗

　 目前没有ꎬ但打算在未来 ２ 个月内开始 ４.０７(１.９０~ ８.７４) ∗∗ ２.１５(０.４２~ １１.１８) ８.０７(０.８８ ~ ７３.６７)
　 现在偶尔锻炼ꎬ未来 １ 个月内打算开始 ２.６５(１.３９~ ５.０５) ∗∗ １.７０(０.４６~ ６.２５) ０.３８(０.０３ ~ ４.２７)
　 已经开始ꎬ但持续时间不足 ２ 个月 １.８６(０.９８~ ３.５５) ０.６３(０.１４~ ２.８０) ０.３４(０.０３ ~ ３.３５)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以未检出抑郁为参照组ꎬ没有开始锻炼的意愿、
目前没有ꎬ但打算在未来 ２ 个月内开始、现在偶尔锻

炼ꎬ未来 １ 个月内打算开始、开始规律性锻炼但持续时

间不足 ２ 个月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轻度抑郁情绪(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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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０.０５)ꎻ每周锻炼频率为 ０ 次、没有开始规律锻

炼意愿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中度抑郁情绪(Ｐ 值均<
０.０５)ꎻ没有开始锻炼志愿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重度抑

郁情绪(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大学生抑郁程度的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１ ２９７]

自变量 轻度 中度 中重度 重度
锻炼态度
　 很有必要 ０.９８(０.６５~ １.４９) ０.７４(０.３６~ １.５５) ２.４２(０.４６~ １２.６２) ０.８９(０.２２~ ３.５８)
　 没有必要 ０.３８(０.０５~ ３.２０) １.６２(０.１８~ １４.８０) ２.３６８Ｅ－８(２.３６８Ｅ－８~ ２.３６８Ｅ－８) ３.９８(０.３２~ ４９.７１)
每次锻炼时间 / ｍｉｎ
　 <１５ １.６５(０.７７~ ３.５４) １.００(０.３３~ ３.０４) ０.３０(０.０４~ ２.３８) ０.３１(０.０３~ ２.８９)
　 １５~ ３０ １.４３(０.６９~ ２.９７) ０.７０(０.２５~ １.９６) ０.３２(０.０５~ １.８８) ０.７０(０.１０~ ４.９５)
　 ３０~ ６０ １.６４(０.７６~ ３.５２) ０.８８(０.３０~ ２.６０) ０.１７(０.０２~ １.７９) ０.３６(０.０３~ ４.５２)
每周锻炼频率 / 次
　 ０ ０.９６(０.４６~ ２.０２) １.１６(０.３４~ ３.９８) ∗ ４.２５(０.５２~ ３４.５５) ０.６１(０.０７~ ５.３８)
　 １ １.０４(０.６３~ １.７１) ０.９９(０.４１~ ２.４４) ０.６８(０.０８~ ６.０３) ０.５７(０.０８~ ４.０６)
　 ２ １.４１(０.９１~ ２.１９) ０.５０(０.１９~ １.３４) ４.２９９Ｅ－８(０.００~ ｃ) １.２９(０.２２~ ７.６４)
　 ３ ０.９９(０.６３~ １.５９) ０.２７(０.０８~ ０.９４) １.９８(０.４２~ ９.４０) ３.６０４Ｅ－８(０.００~ ｃ)
锻炼强度
　 无 ０.３５(０.１９~ ０.６５) ∗∗ ０.２６(０.１０~ ０.６９) ∗ ０.５４(０.０９~ ３.３９) ０.６１(０.１３~ ２.９８)
　 低 ０.６２(０.３４~ １.１１) ０.３０(０.１０~ ０.８８) ∗ ０.４７(０.０４~ ５.７２) １.１２１Ｅ－７(０.００~ ｃ)
　 中 ０.６５(０.４０~ １.０８) ０.５０(０.２３~ １.０７) １.１９(０.２４~ ６.０３) ０.３２(０.０７~ １.４６)
规律锻炼
　 没有开始锻炼的意愿 ５.６６(２.３８~ １３.５１) ∗∗ ３.８６(１.０９~ １３.６８) ∗ ５.２２(０.３７~ ７３.９６) １４.４５(１.０５~ １９８.２６) ∗

　 目前没有ꎬ但未来 ２ 个月内开始 ５.９７(２.７４~ １３.００) ∗∗ ２.２８(０.５２~ １０.０８) ５.２１(０.４８~ ５６.７９) ９.０６(０.８２~ １００.４８)
　 现在偶尔锻炼ꎬ在未来 １ 个月内打算开始 ３.４３(１.７６~ ６.６８) ∗∗ １.７８(０.６３~ ５.０５) ０.６０(０.０７~ ５.１１) ０.５０(０.０３~ ７.４１)
　 已经开始ꎬ但持续时间不足 ２ 个月 ２.２２(１.１３~ ４.３７) ∗ １.７７(０.６７~ ４.７２) ０.６９(０.１０~ ４.６８) １.２５(０.１５~ １０.１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属性、对公

众健康已经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等基本特征ꎮ 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１３] ꎬ而且暴发时正值农历春节期

间ꎬ人员密集、人流量大ꎬ容易传播和扩散ꎬ疫情防控

形势非常严峻ꎮ 以往研究发现ꎬ大学生在面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时ꎬ容易出现应激反应ꎬ心理健康状况不

容乐观ꎮ 曾红等[１４]的研究表明ꎬ非典肺炎期间大学生

的焦虑和抑郁得分均超出常模ꎬ表现为较强的焦虑和

抑郁ꎻ尹燕萍[１５]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ꎬ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期间部分大学生出现了逆反、恐慌、抑郁、疑病等不同

程度的心理问题ꎮ 本研究调查发现ꎬ焦虑和抑郁的检

出率分别为 ２０.０％和 ２４.７％ꎬ与昌敬惠等[１６] 的研究结

果较相近ꎬ也高于一般情况下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１７] 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应激状态下ꎬ如何采取有

效干预措施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ꎬ降低焦虑抑郁

情绪ꎬ是当前的一个研究重点ꎮ
疫情发生后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状况令人担

忧ꎮ ２００７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ꎬ
要确保高校大学生每天锻炼 １ ｈꎬ每周至少参加 ３ 次课

外体育锻炼[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疫情发生后高校推

迟春季开学ꎬ学生居在家中ꎬ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认同

体育锻炼的重要性ꎬ但思想与行动存在较大差距ꎬ表
现在平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每天参加的时

间低于«意见»的标准ꎮ 许多研究者将体育锻炼作为

衡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前因变量[１９－２０] ꎮ 有

实验干预证实ꎬ每周 ３ ~ ５ 次、每次 ３０ ｍｉｎ 以上且强度

中等的体育锻炼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作

用[２１] ꎮ 而本研究中只有一半的学生体育锻炼强度为

中度ꎬ１ / ３ 的学生锻炼强度为无或低ꎬ仅有 １６.６％的学

生在坚持规律性的锻炼ꎮ 因此ꎬ要加强大学生的自律

性ꎬ引导教育其可在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的同时坚持规

律性的、强度中等的体育锻炼ꎻ高校也可采取相应的

措施ꎬ如每天锻炼打卡、体育教师动作演示、引导、量
化评分等ꎬ指导和督促学生坚持体育锻炼ꎮ 在调查

中ꎬ男生的锻炼参与行为(如锻炼时间、锻炼频率、规
律性锻炼)好于女生ꎬ可能与男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

和认知价值高于女生有关[２２] ꎻ在锻炼态度上ꎬ大一、大
二的学生好于大三、大四的学生ꎬ农村的学生好于城

镇ꎻ城镇学生的锻炼时间多于农村ꎻ在锻炼频率上ꎬ大
一、大二的学生高于大三、大四的学生ꎬ理科生高于工

科和文科生ꎬ现居住在福建省外的学生高于省内的学

生ꎻ在规律性锻炼上ꎬ大二的学生好于其他 ３ 个年级的

学生ꎬ理科生好于工科和文科生ꎮ 表面疫情期间大学

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状况参次不齐ꎬ存在性别、年级、生
源地、专业、现居住地的差异ꎬ对此应加强大学生身体

健康自我管理的教育与培养ꎬ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ꎬ
尤其要多关注女生、高年级学生、文科学生的体育锻

炼状况ꎬ提升他们的运动能力ꎮ
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会影响心理健康状态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大学生每次锻炼时间越多、锻炼强度

为中度、已开始规律性锻炼ꎬ出现中重度的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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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风险越小ꎬ说明有规律的、适度的体育锻炼不

仅可以提升身体功能ꎬ促进人体健康ꎬ而且可以调节

人的情感ꎬ减轻压力ꎬ改善不良情绪和心理ꎬ对提高大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着显著的作用ꎮ 反之ꎬ要多关注

锻炼时间少、不积极或被动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ꎬ通
过鼓励、宣传指导、健康教育、监督等ꎬ促使他们养成

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ꎬ树牢“身心健康第一”的理念ꎮ
良好的家庭运动氛围也会促进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ꎬ全家总动员ꎬ不但强身健体ꎬ还增进了亲子关

系ꎬ促进家庭和谐和幸福感提升ꎬ最终有利于心理健

康水平的提高ꎮ
综上所述ꎬ政府相关部门、新闻媒体和高校应多

宣传健康和体育锻炼知识ꎬ引导大学生树立合理的锻

炼观念ꎬ将健康理念内化于心ꎬ外化于行ꎬ形成良好的

锻炼意识和习惯ꎬ特别是在疫情抗击中ꎬ以加强体育

锻炼来达到强身健体、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的目的ꎬ
同时让学生更有责任和担当ꎬ对生命更加珍惜更加敬

畏ꎬ心理素质得到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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