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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某高校首批返校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情况及影响因素ꎬ为采取相应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调查的方法对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２ ７０１ 名首批返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调查内容包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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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ꎮ 结果　 首批返校大学生睡眠障碍检出率为 １９.３３％(５２２ / ２ ７０１)ꎮ 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及以下(ＯＲ ＝
２.２４ꎬ９５％ＣＩ＝ １.４７~ ３.４１)、从来不吃早餐(ＯＲ ＝ ３.２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８６ ~ ５.６８)、疫情期间家庭受损(ＯＲ ＝ １.４８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７ ~
１.８７)以及消极应对(ＯＲ＝ １.１５ꎬ９５％ＣＩ＝ １.１２~ １.１７)与睡眠障碍的发生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ꎻ与父母之间关系非常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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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ＯＲ＝ ０.９３ꎬ９５％ＣＩ＝ ０.９１~ ０.９６)亦与睡眠障碍的发生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使返校大学生睡

眠质量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ꎬ且父母之间的关系、体育运动、母亲文化程度、早餐习惯、疫情期间家庭受损是睡眠质量的影

响因素ꎮ 应对返校大学生给予早期的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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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日渐向好ꎬ各级政

府正常运行ꎬ各地复工复学工作陆续开展、进行ꎬ疫情

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ꎬ国内已

有研究表明ꎬ疫情对医护人员、隔离在家者、驻地官兵

和儿童孕妇等的睡眠质量均产生了影响[１－６] ꎮ 为了解

首批返校大学生复学后在学校封闭式管理下睡眠质

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９—１２ 日

采用整群调查的方法对某高校首批返校大学生进行

了相关问卷调查ꎬ报道如下ꎮ

５８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取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二年

级所有返校大学生ꎬ调查方法为无记名自填式问卷调

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７９０ 份ꎬ收回 ２ ７０２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８５％ꎬ筛除与本研究不符的问卷 １ 份ꎬ最终纳入本

研究的问卷有 ２ ７０１ 份(９６.８１％)ꎮ 被试平均年龄为

(２０.５０±０.９６)岁ꎬ男生 ６７２ 名ꎬ女生 ２ ０２９ 名ꎮ 本研究

已通过皖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学审查(编号:
ＬＬ－２０２０ＢＨ０１)ꎮ
１.２　 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以班级为单位进

行现场问卷调查ꎬ调查过程中ꎬ调查员对每一份问卷

当场进行检查有无漏填、误填等情况ꎬ问卷填写完成

后回收ꎻ问卷回收后由一名调查员统一进行审核ꎮ 问

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近期情况(父母文化程度、与
父母的关系、性格脾气自评、饮食习惯、锻炼情况、家
庭有无受损等)、应对方式、睡眠质量情况ꎮ 应对方式

的评定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 Ｔｒａｉｔ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ＴＣＳＱ) [７] ꎬ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ꎬ量表由 ２０ 个条目构成ꎬ分为积极应对方式(ＰＣ)和

消极应对方式(ＮＣ)２ 个维度ꎬ每个维度 １０ 个条目ꎬ量
表中回答“肯定不是”为 １ 分ꎬ“一般不是”为 ２ 分ꎬ“不
一定”为 ３ 分ꎬ“一般是”为 ４ 分ꎬ“肯定是”为 ５ 分ꎮ 睡

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进行调查[８] ꎬ该量表由刘贤臣等

修订ꎬ用于评定最近 １ 个月的睡眠质量ꎬ该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ꎬ量表由 １９ 个自评条目和 ５ 个他评条

目构成ꎬ其中第 １９ 个自评条目与 ５ 个他评条目不参与

计分ꎻ计分的 １８ 个自评题目ꎬ其中包括睡眠质量、入睡

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安眠药物使用

与日间功能障碍 ７ 个维度ꎮ 每个维度按 ０ ~ ３ 等级计

分ꎬ累积各维度得分为 ＰＳＱＩ 的总分ꎬ总分范围为 ０ ~
２１ꎬ得分越高ꎬ表示睡眠质量越差ꎻ在本研究中 ＰＳＱＩ<７
表示无睡眠障碍ꎬＰＳＱＩ≥７ꎬ表示有睡眠障碍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的录入、整理与分析分别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和 ＳＰＳＳ ２６.０ 统计软件完成ꎮ 计量资料统

计描述采用( ｘ±ｓ)表示ꎬ计数资料的描述采用百分率

或构成比来表示ꎻ采用等级相关分析返校大学生应对

方式与睡眠质量评分的相关性ꎻ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

因素 χ２ 检验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睡眠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大学生

睡眠质量平均得分为(４.３９±２.８７)分ꎬ睡眠障碍检出率

为 １９.３３％(５２２ / ２ ７０１)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母亲文化

程度、父母之间的关系、被试与父亲的关系、被试与母

亲的关系、性格自评、脾气自评、饮食习惯、早餐习惯、
锻炼情况以及疫情期间家庭损失均与睡眠障碍有关ꎬ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性别、年
龄、民族、专业、是否是独生子女、父亲文化程度、父母

职业、父母是否为一线抗疫人员等与睡眠障碍的相关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睡眠障碍检出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睡眠障碍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或中专及以下 ２ ５３２ ４７５(１８.７６) ８.３２ ０.００

大专或高职及以上 １６９ ４７(２７.８１)
父母之间的关系 非常差 １９ １０(５２.６３) ５６.５９ ０.００

比较差 ２９ ７(２４.１４)
一般 ３１１ ９０(２８.９４)
比较好 ８０２ １８３(２２.８２)
非常好 １ ５４０ ２３２(１５.０６)

与父亲的关系 非常差 １１ ５(４５.４５) ５５.２４ ０.００
比较差 ２３ ９(３９.１３)
一般 ３１９ ９１(２８.５３)
比较好 ８３６ １９３(２３.０９)
非常好 １ ５１２ ２２４(１４.８１)

与母亲的关系 非常差 ５ １(２０.００) ３８.３１ ０.００
比较差 ９ ４(４４.４４)
一般 １９０ ５８(３０.５３)
比较好 ７４４ １７５(２３.５２)
非常好 １ ７５３ ２８４(１６.２０)

性格自评 很内向 ３８ ９(２３.６８) ９.４８ ０.０５
偏内向 ６９９ １６１(２３.０３)
中性 １ １８５ ２１０(１７.７２)
偏外向 ６６３ １２３(１８.５５)
很外向 １１６ １９(１６.３８)

脾气自评 很急躁 ４６ １６(３４.７８) ４４.６０ ０.００
偏急躁 ５８５ １６２(２７.６９)
中性 １ １５６ ２０３(１７.５６)
偏温和 ７５１ １１７(１５.５８)
很温和 １６３ ２４(１４.７２)

饮食习惯 偏肉食 ７５９ １６８(２２.１３) １７.７１ ０.００
偏素食 ４３１ １０４(２４.１３)
不偏食 １ ５１１ ２５０(１６.５５)

每月早餐天数 / ｄ 每天都吃 ５８１ ８１(１３.９４) ４６.２７ ０.００
≥１５ ９８１ １８２(１８.５５)
<１５ １ ０４９ ２２０(２０.９７)
从来不吃 ９０ ３９(４３.３３)

每周锻炼次数 <１ ５４４ １４３(２６.２９) ２１.４１ ０.００
１~ ２ １ １８７ ２０９(１７.６１)
３~ ４ ５５９ ９５(１６.９９)
≥５ ４１１ ７５(１８.２５)

疫情期间家庭损失 是 １ ７２１ ３７４(２１.７３) １７.７１ ０.００
否 ９８０ １４８(１５.１０)

　 注:表中仅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ꎬ()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睡眠质量评分的相关性　 大

学生积极应对平均得分为(３４.３８±５.３５)分ꎬ消极应对

平均得分为(２２.９４±６.０４)分ꎮ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ꎬ大
学生睡眠质量评分与积极应对评分呈负相关 ( ｒｓ ＝
－０.３１ꎬＰ<０.０１)ꎬ与消极应对评分呈正相关( ｒｓ ＝ ０.４６ꎬ
Ｐ<０.０１)ꎮ
２.３　 大学生睡眠障碍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根

据单因素分析结果ꎬ按照纳入(α ＝ ０.０５) 与排除( β ＝
０.１０)标准ꎬ以返校大学生是否存在睡眠障碍为因变量

(０ ＝否ꎬ１ ＝是)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

示ꎬ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及以下与睡眠障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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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呈正相关(ＯＲ ＝ ２.２４ꎬＰ<０.０１)ꎮ 父母关系一般(ＯＲ
＝０.２３)、比较好(ＯＲ ＝ ０.２３)、非常好(ＯＲ ＝ ０.１９)与大

学生睡眠障碍发生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从来不

吃早餐与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呈正相关(ＯＲ ＝ ３.２５ꎬＰ
<０.０１)ꎮ 疫情期间每周锻炼 １ ~ ２ 次与大学生睡眠障

碍发生呈负相关(ＯＲ ＝ ０.７６ꎬＰ ＝ ０.０５)ꎮ 疫情期间家庭

受损与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呈正相关(ＯＲ ＝ １.４８ꎬＰ ＝
０.００)ꎮ 消极应对与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呈负相关

(ＯＲ ＝ １.１５ꎬＰ<０.０１)ꎬ积极应对与大学生睡眠障碍发

生呈负相关(ＯＲ ＝ ０.９３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睡眠障碍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２ ７０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 ２ ７０１)
自变量与常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或中专及以下 ０.８１ ０.２１ １４.２２ ０.００ ２.２４(１.４７~ ３.４１)
父母之间的关系
　 比较差 －１.６０ ０.８２ ３.７７ ０.０５ ０.２０(０.０４~ １.０２)
　 一般 －１.４５ ０.６８ ４.５４ ０.０３ ０.２３(０.０６~ ０.８９)
　 比较好 －１.４７ ０.６８ ４.７２ ０.０３ ０.２３(０.０６~ ０.８７)
　 非常好 －１.６５ ０.６９ ５.７３ ０.０２ ０.１９(０.０５~ ０.７４)
每月早餐天数 / ｄ
　 ≥１５ ０.２７ ０.１６ ２.９０ ０.０９ １.３１(０.９６~ １.７９)
　 <１５ ０.１９ ０.１６ １.４９ ０.２２ １.２１(０.８９~ １.６６)
　 从来不吃 １.１８ ０.２９ １７.０５ ０.００ ３.２５(１.８６~ ５.６８)
每周锻炼次数 / 次
　 １~ ２ －０.２７ ０.１４ ３.９１ ０.０５ ０.７６(０.５８~ １.００)
　 ３~ ４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６ ０.８０ ０.９６(０.６９~ １.３３)
　 ≥５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８９ １.０３(０.７２~ １.４７)
疫情期间家庭损失
　 是 ０.３９ ０.１２ １０.９２ ０.００ １.４８(１.１７~ １.８７)
积极应对方式 －０.０７ ０.０１ ３６.９３ ０.００ ０.９３(０.９１~ ０.９６)
消极应对方式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５９.４８ ０.００ １.１５(１.１２~ １.１７)
常量 －２.８３ １.３８ ４.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６

　 注:母亲文化程度以大专或高职及以上为参照ꎬ父母之间的关系以非

常差为参照ꎬ每月早餐天数以每天都吃为参照ꎬ每周锻炼次数以< １ 次

为参照ꎬ疫情期间家庭损失以否为参照ꎬ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

均为连续型变量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该校大学生睡眠障碍检出率为

１９.３３％ꎬ低于国内以往报道的大学生睡眠障碍水平

(３６.６％ ~ ５０.４３％) [９－１０] ꎮ 可能因为该校大学生首批返

校ꎬ在管理方面ꎬ学校领导层高度重视且后勤保障等

部门有效落实与协调ꎬ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封

闭式管理ꎬ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ꎻ在健康教

育方面ꎬ学校相关部门科学、有效的宣传及专业教师

的心理疏导ꎬ使该校大学生对新冠肺炎有了更全面、
科学的认知ꎬ充分意识到早睡早起养成良好作息习

惯ꎬ增强了自身抵抗力重要性的认识[１１]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及

以下与睡眠障碍呈正相关ꎬ与王冬等[１２] 观点一致ꎻ主
要原因可能是母亲文化程度与大学生健康生活习惯

的养成之间存在相关性ꎬ并且母亲文化程度越高ꎬ对
大学生健康生活行为的影响越大ꎬ健康的生活习惯对

规律作息有直接影响ꎬ从而间接作用于大学生睡眠质

量[１３]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从来不吃早餐与睡眠障碍呈正

相关ꎬ疫情期间每周锻炼 １ ~ ２ 次与睡眠障碍呈负相

关ꎮ 从来不吃早餐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作息ꎬ长期的

不健康生活作息会导致身体生物钟混乱ꎬ降低睡眠质

量ꎻ适当的体育锻炼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ꎬ有
助于增强免疫力ꎬ提高睡眠质量[１４] ꎮ 疫情期间家庭受

损与睡眠障碍呈正相关ꎮ 疫情期间生活压力大ꎬ失

业、收入减少等会加重生活压力ꎬ使负面情绪增多ꎬ导
致睡眠质量降低[１５]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积极应对与睡眠障碍的发生负

相关ꎬ 消 极 应 对 与 睡 眠 障 碍 的 发 生 正 相 关ꎬ 与

Ａｒｓｌａｎｔüｒｋ 等[１６]研究结果相似ꎮ 可能原因是大学生在

解决生活中的负性事件时ꎬ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时ꎬ对
问题和困难的看法也会变得积极和乐观ꎬ能及时、正
面地去面对一些消极问题和事件ꎬ与他人交往的过程

中善于表达自己ꎬ及时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情绪ꎬ
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家人、朋友的鼓励、安慰和

支持ꎬ有利于减少个体的焦虑、降低烦躁情绪或者通

过对他人的求助迅速解决生活中的压力事件ꎬ从而缓

冲对睡眠状况带来的消极作用ꎬ也能促使大学生越偏

向采取积极应对方式ꎬ睡眠质量越高ꎻ相反ꎬ消极应对

会引发更多的消极认知ꎬ产生更多的悲观想法ꎬ加重

情绪负担ꎬ导致睡眠质量降低ꎮ 提示在大学生的成长

过程中ꎬ老师和家长应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沟通交

流ꎻ密切关注学生的健康状况ꎬ合理安排学习与课外

交流时间ꎬ减少学生睡眠障碍情况的发生ꎮ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仅了解该校首批返校大学

生睡眠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ꎬ并未针对疫情间有睡眠

障碍的学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心理疏导和医疗治

疗ꎬ将在后续研究过程中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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