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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不同运动量的体育活动持续状态与焦虑、抑郁评分变化轨迹之间的关联ꎬ为更好认识体育活动对大

学生焦虑、抑郁发展情况的影响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ꎬ对山东省某综合性大学 ２０１７ 级 １ ２６５ 名学生进

行 ５ 次随访ꎬ使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ꎬ并通过潜在类线性混合模型识别焦虑、
抑郁评分变化轨迹ꎬ采用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５ 次调查小运动量的体育活动持续状态与焦虑和抑郁评分变化轨迹

之间的关联ꎮ 结果　 每次均为小运动量者 ９４０ 名(７４.３％)ꎬ每次均为中等或大运动量者 ３２５ 名(２５.７％)ꎮ 焦虑评分变化轨

迹被分为低水平组、高水平－下降组、高水平组ꎬ分别为 ６８６(５４.２％)、１４４(１１.４％)、４３５(３４.４％)名ꎻ抑郁评分变化轨迹被分

为低水平组、中水平－下降组、高水平组、中水平－上升组ꎬ分别为 ６０４(４７.８％)、１７０(１３.４％)、１７７(１４.０％)、３１４(２４.８％)名ꎮ
以中等或大运动量学生作为参照ꎬ持续为小运动量状态会增加焦虑保持在高水平的风险(ＯＲ＝ １.７８)、使抑郁评分在中等水

平继续降低的可能性降低(ＯＲ＝ ０.６７)、增加抑郁评分从中等水平继续升高(ＯＲ ＝ １.７９)和持续保持在高水平的风险(ＯＲ ＝
１.９７)(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持续小运动量状态会增加焦虑、抑郁高水平的风险ꎮ 应倡导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

炼ꎬ关注日常体育活动量较少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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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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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表明ꎬ精神系统疾病所 导致的人群疾病负担在逐年增加ꎬ其中中重度精神疾
病患者的期望寿命较正常人群降低 １０ ~ ２０ 年ꎬ死亡风

险增高 ２ ~ ３ 倍[１] ꎮ 焦虑和抑郁是人群中常见的精神

系统疾病症状ꎬ大学生由于面临的人际交往、学业、就
业等多方面的压力ꎬ极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与抑郁

等心理问题[２] 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世界范围内大

学生焦虑、抑郁的检出率均在逐年增加[３] ꎮ 诸多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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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表明ꎬ大学生体育锻炼与焦虑、抑郁之间存在
负相关关系ꎬ即体育活动量越大ꎬ焦虑、抑郁的评分或
检出率越低[４－７] ꎮ 一些纵向研究通过分析基线时大学
生体育活动水平与随访时焦虑、抑郁的评分或检出率
的关联ꎬ发现了类似的结果[８－１０] ꎮ 本研究通过前瞻性
收集 ５ 次调查中大学生体育活动、焦虑、抑郁等信息ꎬ
利用潜在类线性混合模型 (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ｉｘ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ꎬＬＣＬＭＭ)识别抑郁、焦虑评分的变化轨迹并进
行分类ꎬ以分析不同运动量的体育活动持续状态与焦
虑、抑郁评分变化轨迹之间的关联ꎬ为更好地认识体
育活动对大学生焦虑、 抑郁发展情况的影响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
法ꎬ根据专业类型将山东省某综合性大学所有学院分
为文史、理工、医学 ３ 层ꎬ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在每层分
别选取 ２ 个学院ꎬ在每个学院以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
２ ~ ３ 个 ２０１７ 级班级ꎬ将所抽中班级的所有大一本科新
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随后ꎬ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和 １１ 月、
２０１９ 年 ５ 和 １１ 月进行 ４ 次随访ꎬ采用相同的问卷进
行问卷调查ꎮ 每次调查前均要求学生详细阅读知情
同意书ꎬ并由调查员讲解调查的目的与内容ꎬ并承诺
调查结果与学习成绩、奖学金评定等无关ꎮ 基线调查
时共 １ ６１０ 人ꎬ基线和 ４ 次随访调查时回收的有效问
卷分别为 １ ６０２ꎬ１ ５９６ꎬ１ ５８８ꎬ１ ５９１ꎬ１ ５８２ 份ꎬ将 ５ 次
数据进行匹配ꎬ有效问卷 １ ５６２ 份ꎮ 本研究只纳入 ５
次调查中运动量状态未发生变化的研究对象ꎬ共 １ ２６５
名ꎬ其中男生 ４８８ 名(３８.６％)ꎬ女生 ７７７ 名(６１.４％)ꎻ
专业 为 文 史 类 ４２０ 名 ( ３３. ２％)ꎬ 理 工 类 ４２９ 名
(３３.９％)ꎬ医学类 ４１６ 名(３２.９％)ꎮ 本研究取得了所
有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 一般情况调查表ꎬ通过回顾相关文
献[１１] ꎬ在流行病学专家指导下设计完成ꎬ包括学号、性
别、专业、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
每日睡眠时间、班级成绩排名等ꎮ (２)体育活动等级
量表(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ｎｋ Ｓｃａｌｅ－３ꎬＰＡＲＳ－３)ꎬ由梁
德清[１２]修订ꎬ主要测试研究对象最近 １ 个月内参加体
育锻炼的运动量情况ꎮ 量表包含 ３ 个条目ꎬ从参加体
育锻炼的强度、时间和频率 ３ 个方面对运动量进行评
定ꎬ运动强度与频率分为 １ ~ ５ 个等级ꎬ分别计 １ ~ ５
分ꎻ运动时间分为 １ ~ ５ 个等级ꎬ分别计 ０ ~ ４ 分ꎮ 计分
方法为:运动量＝强度×时间×频率ꎬ最高 １００ 分ꎬ最低
０ 分ꎮ 运动量的评定标准:小运动量≤１９ 分ꎬ中等运
动量为 ２０ ~ ４２ 分ꎬ大运动量≥４３ 分ꎮ 该量表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０.８６ꎬ重测信度为 ０.８２[１３] ꎮ (３)焦虑自评量
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Ｓ) 和抑郁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ＳＤＳ)ꎬ由 Ｚｕｎｇ[１４－１５]编制ꎬ
共 ２０ 个条目ꎬ从“没有或几乎没有”到“一直有”采用
４ 级评分(１ ~ ４ 分)ꎮ 分别将 ＳＡＳ 和 ＳＤＳ 中反向计分

条目转化为正向计分ꎬ将 ２０ 个条目的各项分数相加得
到粗分ꎬ粗分乘以 １. ２５ 后取其整数部分为标准分ꎮ
ＳＡＳ、ＳＤＳ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６] ꎬ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８ꎬ０.７９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员由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师生组成ꎬ调查人员通过统一的培训和考核ꎮ 对于无
法统一现场参与调查者ꎬ在 ２ 周内单独与其取得联系
并采用相同的流程请其完成问卷调查ꎬ以减少失访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由双
人录入进行纠错ꎬ用 ＳＡＳ ９.４ 和 Ｒ ３.６.１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ꎮ 连续性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ꎬ分类
资料采用频数及构成比进行描述ꎮ 采用 ＬＣＬＭＭ 描述
手机成瘾评分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轨迹并进行分类[１７] ꎮ
每个潜在类别可通过特定类别线性混合模型的特定
轨迹来表征ꎬ根据协变量可以解释潜在类别成员和轨
迹ꎮ 根据贝叶斯信息准则(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
ｒｉｏｎꎬＢＩＣ)、满足各轨迹组的平均后验概率≥０.７、各组
样本量不少于总样本量的 ５％ 等原则判定最优模
型[１７] ꎮ 由于研究对象中大运动量者构成比较小ꎬ为保
证统计效能ꎬ本研究将其与中等运动量者合并作为参
照组ꎮ 采用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 ５ 次调
查小运动量的体育活动持续状态分别与焦虑、抑郁评
分变化轨迹之间的关联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５ 次调查中ꎬ小运动量者比例的范围
为 ７２.２％ ~ ７５.３％ꎬ５ 次调查焦虑评分分别为(４４. ３ ±
７.５)(４４.８±７.４) (４５.３±７.１) (４５.７±６.９) (４５.８ ± ７.２)
分ꎬ抑郁评分分别为(４６.２±１１.１) (４７.０±１０.８) (４７.６±
１０.４)(４８.０±１０.２) (４８.６±１０.３)分ꎮ 每次调查均为小
运动量者 ９４０ 人(７４.３％)ꎬ均为中等或大运动量者 ３２５
人(２５.７％)ꎮ 末次调查不同特征大学生运动量分布及
抑郁焦虑评分情况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末次调查时不同组别大学生运动量分布

组别 选项 人数 小 中等 大
性别 男 ４８８ ３５１(７１.９) ９３(１９.１) ４４(９.０)

女 ７７７ ５８９(７５.８) １４１(１８.２) ４７(６.１)
专业 文史 ４２０ ３１９(７６.０) ７４(１７.６) ２７(６.４)

理工 ４２９ ３０９(７２.０) ８３(１９.４) ３７(８.６)
医学 ４１６ ３１２(７５.０) ７７(１８.５) ２７(６.５)

家庭所 城市 ３９６ ２８８(７２.７) ７８(１９.７) ３０(７.６)
　 在地 县城 ４１０ ３０５(７４.４) ７８(１９.０) ２７(６.６)

乡村 ４５９ ３４７(７５.６) ７８(１７.０) ３４(７.４)
是否独生 是 ６００ ４４９(７４.８) １１０(１８.３) ４１(６.８)
　 子女 否 ６６５ ４９１(７３.８) １２４(１８.７) ５０(７.５)
父亲文化 小学及以下 ９８ ２１(７２.５) ２０(２０.４) ７(７.１)
　 程度 初中 ２８１ ２１０(７４.７) ５１(１８.２) ２０(７.１)

高中或中专 ４７２ ３５３(７４.８) ８１(１７.２) ３８(８.１)
大专及以上 ４１４ ３０６(７３.９) ８２(１９.８) ２６(６.３)

母亲文化 小学及以下 １９６ １４０(７１.４) ３９(１９.９) １７(８.７)
　 程度 初中 ４８５ ３６４(７５.１) ９１(１８.８) ３０(６.２)

高中或中专 ３７３ ２８２(７５.６) ５８(１５.６) ３３(８.９)
大专及以上 ２１１ １５４(７３.０) ４６(２１.８) １１(５.２)

每日睡眠 ≤６ ２４４ １９１(７８.３) ３８(１５.６) １５(６.２)
　 时间 / ｈ >６~ ７ ４１２ ３０３(７３.５) ８２(１９.９) ２７(６.６)

≥８ ６０９ ４４６(７３.２) １１４(１８.７) ４９(８.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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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末次调查时不同组别大学生焦虑抑郁评分(ｘ±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焦虑 抑郁
性别 男 ４８８ ４５.４±７.１ ４７.５±１０.２

女 ７７７ ４６.２±７.２ ４９.１±１０.３
专业 文史 ４２０ ４６.１±７.４ ４８.８±１０.６

理工 ４２９ ４５.６±７.０ ４８.２±１０.１
医学 ４１６ ４６.０±７.２ ４８.５±１０.２

家庭所在地 城市 ３９６ ４６.０±７.４ ４８.５±１０.５
县城 ４１０ ４５.５±７.１ ４８.３±１０.２
乡村 ４５９ ４６.１±７.２ ４８.７±１０.２

是否独生 是 ６００ ４６.１±７.２ ４９.０±１０.４
　 子女 否 ６６５ ４５.７±７.２ ４８.１±１０.２
父亲文化 小学及以下 ９８ ４４.９±６.４ ４９.１±１０.０
　 程度 初中 ２８１ ４５.９±７.３ ４８.４±１０.４

高中或中专 ４７２ ４５.７±６.９ ４８.３±１０.２
大专及以上 ４１４ ４６.４±７.６ ４８.７±１０.４

母亲文化 小学及以下 １９６ ４５.３±７.０ ４８.６±１０.２
　 程度 初中 ４８５ ４５.４±６.９ ４８.０±１０.１

高中或中专 ３７３ ４６.４±７.３ ４８.７±１０.２
大专及以上 ２１１ ４６.７±７.７ ４９.１±１０.９

每日睡眠 ≤６ ２４４ ４６.６±７.５ ４９.０±１０.３
　 时间 / ｈ >６ ~ ７ ４１２ ４６.８±７.４ ４９.３±１０.３

≥８ ６０９ ４５.０±６.８ ４７.８±１０.２
班级成绩 较差 ３３５ ４６.８±７.６ ４９.３±１０.２
　 排名 一般 ４６２ ４５.５±７.０ ４７.９±１０.３

较好 ４６８ ４５.６±７.０ ４８.５±１０.３

２.２　 大学生焦虑评分的变化轨迹　 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生焦虑评分变化轨迹的分类

　 　 分别拟合焦虑评分与调查次数之间的一次、二次

及三次多项式函数ꎬ发现在多项式为二次且类别数为

３ 时 ＢＩＣ 最小ꎬ故依此构建最终的焦虑评分变化轨迹ꎮ

根据不同曲线特征ꎬ将轨迹分别记为低水平组(类别

１)、高水平－下降组(类别 ２)、高水平组(类别 ３)ꎮ 各

组中研究对象人数及构成比分别为 ６８６(５４.２％)、１４４
(１１.４％)、４３５(３４.４％)人ꎮ
２.３　 大学生抑郁评分的变化轨迹　 分别拟合抑郁评

分与调查次数之间的一次、二次及三次多项式函数ꎬ
发现在多项式为二次且类别数为 ４ 时 ＢＩＣ 最小ꎬ故依

此构建本研究最终的抑郁评分变化轨迹ꎮ 根据不同

曲线特征ꎬ将轨迹分别记为低水平组(类别 １)、中水平

－下降组(类别 ２)、高水平组(类别 ３)、中水平－上升组

(类别 ４)ꎮ 见图 ２ꎮ 各组中研究对象人数及构成比分

别为 ６０４ ( ４７. ８％)、 １７０ ( １３. ４％)、 １７７ ( １４. ０％)、 ３１４
(２４.８％)人ꎮ

图 ２　 大学生抑郁评分变化轨迹的分类

２.４　 运动量持续状态与焦虑和抑郁评分变化轨迹的

关联　 在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ꎬ以中等或大运动量学

生作为参照ꎬ发现持续为小运动量状态会增加焦虑保

持在高水平的风险(ＯＲ ＝ １.７８)、使抑郁评分在中等水

平并继续降低的可能性降低(ＯＲ ＝ ０.６７)、增加抑郁评

分从中等水平继续升高(ＯＲ ＝ １.７９)和持续保持在高

水平的风险(ＯＲ ＝ １.９７)(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大学生持续小运动量状态与焦虑、抑郁评分变化轨迹的无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２６５)

变量 组别
模型 １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模型 ２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焦虑 低水平组 １.００ １.００
高水平－下降组 １.２３(０.８２ ~ １.８５) １.０１ ０.３２ １.２２(０.８１ ~ １.８４) ０.９２ ０.３４
高水平组 １.８１(１.３５ ~ ２.４１) １６.０３ <０.０１ １.７８(１.３３ ~ ２.３９) １４.６３ <０.０１

抑郁 低水平组 １.００ １.００
中水平－下降组 ０.６８(０.４７ ~ ０.９７) ４.６４ ０.０３ ０.６７(０.４７ ~ ０.９７) ４.６１ ０.０３
中水平－上升组 １.７８(１.１７ ~ ２.７０) ７.３４ <０.０１ １.７９(１.１８ ~ ２.７３) ７.４２ <０.０１
高水平组 ２.０１(１.４３ ~ ２.８３) １５.８３ <０.０１ １.９７(１.３９ ~ ２.７９) １４.５７ <０.０１

　 注:模型 １ 不调整任何变量ꎬ模型 ２ 调整性别、专业、家庭所在地、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每日睡眠时间、班级成绩排名变量ꎮ

３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ꎬ５ 次调查中小运动量学生的比例

为 ７２.２％ ~ ７５.３％ꎬ其中一直保持小运动量学生的比例

为 ７４.３％ꎮ 黄琦等[１８] 调查长春市 ２ 所大学 ６３２ 名大

学生的结果显示ꎬ小运动量学生的比例为 ４４.６％[１８]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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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欣等[１９]对广西 ４ 所高校 ４ ６１４ 名壮族大学生的调

查发现ꎬ小运动量学生的比例为 ７０.０％ꎻ肖蓉等[２０] 发

现ꎬ广东省 １１ 所本、专科院校的 １ ０８０ 名大学生小运

动量学生的比例为 ７２.１％ꎻ牛一农等[６] 对山西省某高

校 ６００ 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ꎬ该群体小运动量学

生的比例为 ７４.２％ꎮ 可见本研究中大学生群体小运动

量学生所占的比例与其他大部分地区类似ꎬ但总体形

势不容乐观ꎬ需警惕这一现象给大学生群体带来的潜

在身心健康影响ꎮ 分析其原因ꎬ可能与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等为主的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有关ꎬ有较多大

学生在课余沉迷于手机和网络ꎬ使其参与体育活动的

意愿降低[２ꎬ２１] ꎮ 也有研究者提出ꎬ大学生缺乏运动与

中学时期因学业压力导致没有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有关[２０] ꎮ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发现ꎬ大学生持续小运动量状

态会增加焦虑、抑郁评分持续保持在高水平ꎬ且使抑

郁评分从中等水平继续升高的风险ꎮ 可见在校大学

生若持续保持适当的运动量状态ꎬ可降低焦虑、抑郁

水平ꎮ 但大学生持续小运动量状态与焦虑评分从高

水平继续降低的可能性无关ꎬ深入的原因有待今后进

一步探讨ꎮ 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可从多方面

影响焦虑、抑郁水平的改变情况ꎮ 一方面通过参与体

育锻炼ꎬ可增加同伴间的交流与沟通ꎬ其消极情绪往

往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ꎬ使焦虑、抑郁评分降低ꎮ
此外ꎬ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ꎬ从而提升个体的主观支持水平与问题解决能力ꎬ
促进对自己意志能力的积极评价和自信感的提升[２２] ꎮ
因此ꎬ应对压力的方式也就更为积极、主动ꎬ使消极情

感体验减少、积极情感体验增加ꎬ进而降低焦虑、抑郁

水平[２１] ꎮ 另一方面ꎬ体育锻炼能够提高人体内代谢物

４－羟苯基乳酸盐和二氢胸腺嘧啶相对含量、降低谷氨

酰胺相对含量ꎬ进而影响辅酶 Ｑ 生物合成、酪氨酸代

谢、嘧啶代谢等与消极情绪有关的调节通路[２３] ꎮ 此

外ꎬ体育锻炼还可改变人体肠道菌群的构成ꎬ从而进

一步影响 ５－羟色胺等一系列可调节神经活动的物质

分泌ꎬ因此也会改善个体的焦虑与抑郁水平[２４] ꎮ
本研究中ꎬ有 １９.０％的研究对象在 ５ 次调查中表

现出不同的活动量水平ꎮ 因此ꎬ若一部分研究对象在

基线调查后由于某些原因改变了体育锻炼习惯ꎬ那么

采用基线时的信息作为暴露变量分析与结局的关联

可能会得到不准确的效应估计ꎮ 而本研究从大学生

运动量的持续状态入手ꎬ分析其与不同焦虑、抑郁评

分轨迹的风险之间的关联ꎬ为高校在促进大学生心理

健康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ꎮ 相关部门今后应进

一步倡导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ꎬ而心理教育部门

尤其要关注日常体育活动量较少个体的心理健康状

况ꎬ通过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改善焦虑、抑郁的发展

情况ꎮ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本研究所收集的

信息有限ꎬ无法考察体育活动量与睡眠、静坐、视屏时

间等行为的交互作用ꎻ由于保持大运动量的研究对象

较少ꎬ因此本研究将其与中等运动量者进行合并ꎬ从
而导致无法分析不同水平运动量与结局的剂量反应

关系ꎬ该点有待今后大样本的研究进行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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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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