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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睡眠质量的现状及睡眠质量与生活事件及社交焦虑的关系。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

抽取长沙市和湘潭市 2836名青少年学生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 PSQ I)、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 ASLEC)和交际焦虑量表 ( IAS)进行调查。 结果　①中学生睡眠质量 PSQI总分为 ( 4. 88± 2. 527)分 ,有 14. 7%的人存在睡眠

问题 ;②中学生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包括农村、高中、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家庭暴力、负性生活事件及社交焦虑 ;③

中学生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交焦虑呈强相关 (r= 0. 132～ 0. 381, P < 0. 01) ,有无睡眠问题中学生间负性生活事件和社

交焦虑存在显著差异 (t= 11. 927, 4. 437; P < 0. 01)。 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交焦虑均对中学生睡眠质量产生较大的负面影

响 ,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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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sleep qua lity statu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ife ev ents and inter-

action anxiousness. Methods　 A stra tified cluster sampling surv ey was car ried out w ith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 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 PSQ I) , ado 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 ents check list( ASLEC)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 IAS) in 2 83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 f Changsha and Xiang tan city. Results　① The average PSQI scor e w as ( 4. 88± 2. 527) and 14. 7% of the stu-

dents had sleep problems;② The risk factor 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sleep in the students included rura l a rea, high schoo l, no on-

ly-child family , poor , family violence, nega tiv e life ev ents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③ The PSQI score significantly cor related

with th e total sco res of nega tiv e life ev ents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r= 0. 132～ 0. 381, P < 0. 01) . There w er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nega tiv e life ev ents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betw een whether sleep problems middle schoo l students( t= 11. 927, 4. 437;

P < 0. 01) . Conclusion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 e influence on sleep quality from negativ e life events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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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良好的睡眠质量和

充足的睡眠时间尤为重要 ,然而目前睡眠质量已经成为影响

中学生学习效率和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到社会、家长

及学校卫生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1-3]。本文旨在探讨中学生生活

事件及社交焦虑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 ,以期从生活事件和

社交焦虑的视角找到改善中学生睡眠质量的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湖南省长沙市

和湘潭市抽取非寄宿的初中和高中学校各 5所作为调查学

校。分别在选择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2个班级共 60个班

级的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 2920份 ,有效问卷

2836份 ( 97. 12% )。年龄在 11～ 18岁 ,平均 ( 14. 69± 1. 699) ,

其中男生 1483人 ( 51. 8% ) ,女生 1353人 ( 48. 2% )。

1. 2　方法

1. 2. 1　测评工具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方法。自制问卷包括

年龄、性别、城乡、初高中、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情况和家

庭暴力情况。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 PSQ I) [4 ]共 18个条目 ,分

7个成分 ,即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

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 该量表每个成分按 0～ 3等

级计分 ,累计各成分得分为 PSQI总分 ,得分越高 ,表示睡眠

质量越差。以 PSQI≥ 8分作为存在睡眠问题的标准 , PSQI因

子分≥ 2表示在该成分上的质或量较差或很差 [5 ]。 青少年生

活事件量表 ( ASLEC) [4]共 27个条目 ,对于每个条目 ,先判断

有无发生 ,若发生过再评价事件对自己的影响程度 ,分为“没

有”、“轻度”、“中度”、“重度”、“极重” 5个等级。交际焦虑量表

( IAS) [4 ]共 15个条目 ,受试者通过判断符合自己程度予以回

答 ,分为“一点也不相符”、“有一点儿相符”、“中等程度符合”、

“非常符合”、“极其符合” 5级评分 ,分数越高 ,社交焦虑程度

越高。

1. 2. 2　资料收集　填写前由调查员给予统一指导语 ,在说明

本次调查意义的基础上 ,以班级为单位 ,受试者在指定的时间

里以自评方式集中填写问卷 ,答题后回收问卷 ,筛除无效问

卷。

1. 3　统计处理　将数据输入 SPSS 13. 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 分析方法包括一般频数分布、 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

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　果

2. 1　中学生睡眠质量基本情况　调查的 2836名中学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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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I总分为 ( 4. 88± 2. 527)分 ,有 14. 7% ( 417 /2836)人存在

睡眠问题 ( PSQ I总分≥ 8);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得分分别

为 ( 1. 17± 0. 722)、 ( 0. 62± 0. 750)、 ( 0. 17± 0. 474)、 ( 0. 34±

0. 945)、 ( 1. 05± 0. 521)、 ( 0. 02± 0. 230)和 ( 1. 51± 0. 736)分 ,

其中各项指标中存在质或量较差或很差 ( PSQI因子分≥ 2)的

比率分别为 28. 0% ( 784 /2836)、 11. 0% ( 310 /2836)、 2. 7%

( 78 /2836)、 11. 2% ( 317 /2836 )、 15. 7% ( 445 /2836 )、 0. 6%

( 17 /2836)和 50. 4% ( 1427 /2836)。

2. 2　不同特征中学生睡眠质量的比较　结果表明 ,城市中学

生、初中、独生子女中学生的睡眠质量要显著好于农村中学

生、高中、非独生子女中学生 ;家庭经济条件越差 ,中学生的睡

眠质量越差 ;家庭暴力频繁中学生的睡眠质量也要差于没有

家庭暴力或偶尔的 ;而在男女中学生睡眠质量的比较中 ,未见

显著差异 ,见表 1。

2. 3　有无睡眠问题两组生活事件及社交焦虑的比较　以

PSQI≥ 8分作为存在睡眠问题的标准 [2 ] ,分为无睡眠问题和

有睡眠问题两组 ,两组进行生活事件和社交焦虑的 t检验后 ,

结果显示 ,有睡眠问题组的生活事件总应激量及其 6个因子

以及社交焦虑评分均高于无睡眠问题组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 ,

见表 2。

2. 4　中学生睡眠质量各指标与生活事件及社交焦虑的相关

性分析　结果表明 , PSQ I总分、睡眠质量、睡眠障碍日间功能

障碍均与生活事件总应激量及其 6个因子以及社交焦虑评分

强正相关 ;入睡时间除与人际关系和学习压力因子无相关外 ,

其余均强正相关 ;睡眠时间除与丧失因子和社交焦虑无相关

外 ,其余均强正相关 ;睡眠效率除与社交焦虑无相关外 ,其余

均强正相关 ;催眠药物与生活事件总刺激量、人际关系因子、

学习压力因子和其他因子正相关 ,与丧失因子负相关 ,见表

3。

2. 5　中学生睡眠质量与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

中学生睡眠质量总分为因变量 ,以年龄、性别、城乡、初高中、

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暴力情

况、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及其 6个因子以及社交焦虑为自变量 ,

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在α= 0. 05的水平上 ,依次进入

以睡眠质量总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的项目有健康适应因

子、其他因子、受惩罚因子、初高中、人际关系因子以及学习压

力因子 ,见表 4。

表 1　不同特征中学生睡眠质量的比较 ( x-± s)

项　目 n PSQI总分 t /F P

性　别　　　　　男 1483 4. 91± 2. 457 0. 627 0. 531

　　　　　　　　女 1353 4. 85± 2. 601

城　乡　　　　农村 1565 5. 05± 2. 494 3. 925 0. 000

　　　　　　　城市 1271 4. 67± 2. 553

初高中　　　　初中 1391 4. 51± 2. 651 -7. 836 0. 000

　　　　　　　高中 1445 5. 24± 2. 346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596 4. 76± 2. 570 -2. 915 0. 004

　　　　　　　　否 1240 5. 04± 2. 462

家庭经济情况　　差 282 5. 18± 2. 472 7. 957 0. 000

　　　　　　　一般 1726 4. 97± 2. 506

　　　　　　　　好 828 4. 60± 2. 567

家庭暴力情况　从没 526 4. 84± 2. 523 12. 000 0. 000

　　　　　　　偶尔 2035 4. 80± 2. 453

　　　　　　　经常 275 5. 59± 2. 938

表 2　有无睡眠问题两组负性生活事件及

社交焦虑的比较 ( x-± s)

变　量　　
无睡眠问题组

(n= 2419)

有睡眠问题组

(n= 417)
t P

生活事件总应激量 37. 13± 18. 145 48. 73± 19. 480 -11. 927 0. 000

人际关系因子 8. 98± 4. 298 11. 19± 4. 043 -9. 802 0. 000

学习压力因子 9. 07± 3. 998 10. 61± 4. 612 -7. 078 0. 000

受惩罚因子 7. 10± 5. 526 9. 03± 6. 195 -7. 378 0. 000

丧失因子 3. 44± 3. 310 4. 37± 3. 660 -5. 214 0. 000

健康适应因子 4. 68± 2. 929 7. 15± 3. 739 -15. 257 0. 000

其他因子 3. 86± 3. 185 6. 10± 4. 254 -12. 581 0. 000

社交焦虑 41. 08± 8. 044 43. 03± 9. 489 -4. 437 0. 000

表 3　中学生睡眠质量各指标与生活事件各因子及社交焦虑的相关 ( r)

项目 PSQI总分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

生活事件总应激量 0. 323* * 0. 277* * 0. 114* * 0. 098* * 0. 129* * 0. 311* * 0. 047* 0. 257* *

人际关系因子 0. 263* * 0. 205* * 0. 030 0. 053* * 0. 107* * 0. 269* * 0. 068* * 0. 287* *

学习压力因子 0. 233* * 0. 212* * 0. 036 0. 058* * 0. 066* * 0. 275* * 0. 071* * 0. 216* *

受惩罚因子 0. 200* * 0. 173* * 0. 086* * 0. 066* * 0. 098* * 0. 187* * 0. 033 0. 120* *

丧失因子 0. 173* * 0. 153* * 0. 112* * 0. 034 0. 071* * 0. 196* * -0. 075* * 0. 102* *

健康适应因子 0. 381* * 0. 332* * 0. 164* * 0. 178* * 0. 143* * 0. 318* * -0. 001 0. 290* *

其他因子 0. 297* * 0. 255* * 0. 137* * 0. 091* * 0. 126* * 0. 231* * 0. 105* * 0. 215* *

社交焦虑 0. 132* * 0. 126* * 0. 084* * -0. 021 -0. 012 0. 136* * -0. 035 0. 190* *

　　注: * P < 0. 05,* *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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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中学生睡眠质量与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B S. E. Beta t P

Constant 2. 396 0. 172 13. 930 0. 000

健康适应因子 0. 230 0. 017 0. 290 13. 487 0. 000

其他因子 0. 167 0. 020 0. 229 8. 477 0. 000

受惩罚因子 -0. 079 0. 013 -0. 177 -6. 031 0. 000

高初中 0. 383 0. 089 0. 076 4. 320 0. 000

人际关系因子 0. 040 0. 014 0. 068 2. 918 0. 004

学习压力因子 0. 028 0. 014 0. 046 2. 052 0. 040

3　讨　论

　　本次调查中 ,中学生睡眠质量 PSQI总分为 ( 4. 88±

2. 527 ) , 14. 7%的中学生有睡眠问题 ,要低于国内其他调

查 [1-3, 6] ,且其睡眠问题主要表现在主观睡眠质量、睡眠障碍和

日间功能障碍等方面 ,这可能与近几年长沙市加强中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和减负有关。 同国内一些调查结果 [3, 7]一致的是 ,

性别对睡眠质量无影响 ,主要与男女中学生所处的基本环境

和氛围有关。而在城乡中学生睡眠质量比较中 ,农村中学生的

睡眠质量要显著差于城镇 ,主要考虑为农村中学生在生活条

件和受教育条件上与城镇存在较大差距 ,而这些客观条件的

差距又造成农村中学生加班加点 ,自我加压 ,精神紧张 ,从而

导致睡眠质量较差 [7-9]。而且 ,家庭经济条件越差 ,睡眠质量也

越差 ,也可能是上述原因。 中学生随着年级越高 ,学业压力越

大 ,面对的心理负担、竞争也越大 ,这也导致了高中学生睡眠

质量要差于初中 [6]。 有研究报道 [10] ,独生子女在父母情感温

暖与理解方面要高于非独生子女 ,其家庭一般采用温暖、理解

的教养方式 ,建立温暖信任的氛围 ,这均有利于培养子女的安

全感和信任感 ,有助于子女情绪的稳定 ,所以独生子女的睡眠

质量要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家庭暴力作为一种应激事件 ,直接

影响着睡眠质量 [11]。

　　有研究表明 [12-14] ,生活事件对睡眠质量影响较大 ,其原因

可能为生活事件引发的各种压力反应导致机体神经系统功能

失调 ,改变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的浓度 ,使睡眠模式出

现异常所致 [15]。 但也可能是生活事件诱发机体的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 ,从而影响睡眠质量 [16 ]。所以在本研究中 ,有睡眠

问题组中生活事件量表总应激量及其 6个因子得分均高于无

睡眠问题组 ,且在睡眠质量各指标与生活事件的相关性分析

中 ,二者各项指标基本均呈强正相关。在大学生睡眠质量与生

活事件的相关性研究中 [12 ] ,学习压力因子对 PSQI总分的预

测作用最为显著 ,而中学生的学习压力因子虽进入了回归方

程 ,但健康适应因子最为显著 ,可能考虑与中学生的经历和独

处事不深有关。社交焦虑作为焦虑的一种类型 ,属于一种负性

情绪 ,同样影响着睡眠质量 [16-17]。

　　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交焦虑均对中学生睡眠质量产生负面

影响 ,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努力 ,提高中学生应对负

性生活事件的能力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以提升中学生的睡眠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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