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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病症对在校大学生行为的影响评价研究 
——以北部湾大学为例

张经阳　宋美琪　李鹏英

（北部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钦州 535011）

摘要：大学生患湿疹病对其日常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探寻湿疹病症影响大学生行为的关键因子具有重要价值。采用

问卷调查法获取评价指标数据，运用管理熵法对其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湿疹病症对大学生行为的综合影响较为严重；

且对在校大学生湿疹病患者的备考心理压力、校内外兼职主动

性、学生干部任职主动性、睡眠质量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并

依据评价结果就如何减轻湿疹病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具

体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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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病症作为一种表皮及真皮浅层皮肤病，是由多种内外因

素导致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多变，湿疹病症的发病现象变

得普遍，且受到人们强烈地关注，湿疹难以根治甚至对人的日常

行为活动存在诸多影响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因此部分国内学者

对湿疹病症对人的行为影响进行了研究，力求寻找问题根源和解

决办法。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部分学者指出其文化、经济水平是影响慢性湿疹患者生

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如林兰、吴世友、张雷（2014）；刘铮（2016）

则认为慢性湿疹病患者生活质量较差与患者的病情、经济状况以

及受教育情况程度有关。

二是巩静（2012）指出心理因素与湿疹有密切关系；王慧娟

（2009）认为慢性湿疹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社会心理因素

对慢性湿疹的发生及发展有一定影响；吕静（2009）指出结构性

心理干预能够有效地遏制慢性湿疹的发生、发展。

三是部分学者专门针对中医药湿疹治疗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如何佳伟、刘华（2013）；王丽坤、张燚（2019）等。可见，通

过系统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湿疹病症对在校大学生行为的影

响及评价还不多见。

一、湿疹病症对在校大学生行为的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人的日常行为与湿疹病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湿疹病症对人

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均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

特殊群体，患上湿疹病后，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基本活动并

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借鉴国内学者们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湿疹病症的基本特征及

基本规律，本文认为湿疹病症对在校大学生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主

要包括四个维度：学习行为、生活行为、工作行为、社会行为。

具体包括 27 个二级指标。

（一）学习行为

学习行为是在校大学生主要行为活动，良好的学习行为有利

于提高在校大学生学习能力。湿疹病症影响在校大学生的学习行

为表现在自习、上课、考试等方面。本文以回答问题积极性、讨

论问题积极性、完成课堂作业效率来测度湿疹病症对学生上课的

影响情况；以自习心情、自习效率、自习积极性来衡量湿疹病症

对学生自习方面的影响情况；以考试心情、考试发挥、备考心理

压力、备考效率来测量湿疹病症对学生考试方面的影响情况。学

习行为包括 10 个二级指标。

（二）工作行为

工作行为是在校大学生利用工作平台进行社会实践、锻炼自

身能力的行为，主要包括在校内外兼职的工作行为及在校担任学

生干部的履职行为。本文以校内外兼职与他人沟通交流、校内外

兼职工作效率、校内外兼职工作心情、校内外兼职工作主动性来

衡量湿疹病症对学生校内外兼职工作行为的影响情况；以学生干

部任职与他人沟通交流、学生干部任职工作效率、学生干部任职

工作心情、学生干部任职工作主动性来衡量湿疹病症对学生干部

任职工作行为的影响情况。工作行为包括 8 个二级指标。

（三）社会行为

在校大学生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群体，是需要通过参加各类社

会实践活动，逐步实现和社会进行融合发展来促进自身发展。本文

以参加校内外活动、与同学及陌生人相处、与亲朋好友交流来测度

湿疹病症对学生社会行为的影响情况。社会行为包括 3 个二级指标。

（四）生活行为

衣食起居是在校大学生的基本需求，高质量的生活行为对大学

生综合素养的提高起到关键保障作用。本文以饮食层面影响、睡眠

质量、日常装扮来测量湿疹病症对学生生活起居的影响情况；以治

疗效果对心理影响、治疗费用关心程度、治疗效果关心程度来测度

湿疹病症对学生治疗过程的影响情况。生活行为包括 6 个二级指标。

二、湿疹病症对在校大学生行为的影响评价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就上文涉及的 27 个指标获取到相关数

据。问卷调查对象为北部湾大学在校大学生，本次调查发出问卷

共 380 份，回收问卷 372 份，有效问卷为 368 份。本次问卷调查

对问题影响的判定程度包括五个级次，分别为：影响非常严重或

者非常关心、影响较为严重或者较为关心、影响一般或者一般关心、

影响不明显或者不太关心、无影响或者不关心共五个级次。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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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二级指标对应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情况，进行下文评价指标隶

属度级别的计算。

（二）评价方法选择

评价方法选择了德国物理学家 Clausius 引进的一个态函数熵，

以及参考国内学者任佩瑜提出的管理熵概念模型，能够较全面地

分析且客观地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因此本文采用管理熵法对湿

疹病症对大学生行为影响因素进行评价。

（三）评价过程

1. 建立评价指标集

设有 e 个人，评价指标集 C 是一级、二级指标各层次评价指

标的集合，即：一级指标为： { }1 2 3 4, , ,e e e e eC C C C C= ；二级指标为：

{ }1 2 3, , , ,e e e e e
i i i i ijC C C C C=  ；式中 e

ijC 表示第 e 个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

面的第 j 个二级指标。

2. 建立指标评价等级评语集

评语集为 S = （影响非常严重，影响较为严重，影响一般，

影响不明显，无影响）T 或者 S =（非常关心，较为关心，一般关心，

不太关心，不关心）T，对应评价等级分为五级即（Ⅰ，Ⅱ，Ⅲ，Ⅳ，

Ⅴ），对应的评价分为： (1.0,0.8,0.6,0.4,0.2)TS = 。

3. 建立绩效评价等级评价隶属度矩阵

设 e
jkX 为第 e 个人第 j 个因素的评价属于指标评价级别中的

第 k 个级别，一级指标评价隶属度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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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评价隶属度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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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②和按照顺序对应二级指标，建立湿疹病症对大学

生行为影响指标评价隶属度级别。后按照隶属级别以发生概率建

立湿疹病对大学生行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隶属度关系。

4. 计算二级指标管理熵参数和权重

（1）计算管理熵 iH 。管理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管理

熵 e
iH 的计算公式为：

1
ln

m
e e e
i ijk ijk

k
H r r

=

= −∑ ③

（2）计算输出熵 e
iE 。当 e

ijkr 相等时，该指标的管理熵最大，

max lneH m= ，用 max
eH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衡量指标 e

iC 的相对

重要性的输出熵 e
iE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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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差异度 e
iG 。差异度 e

iG 的计算公式为： 

1e e
i iG E= − ⑤

根据公式③ ~ ⑤计算二级指标管理熵参数，得出计算结果。

（4）计算客观权重 e
iW 。对 e

iG 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就可以得

到二级指标 e
iC 的客观权重 e

i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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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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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一级指标评价等级的隶属度矩阵，采用以下公式

进行计算：

1

n
e e e
ik ijk ij

j
r r W

=

= ×∑ ⑦

根据公式⑥分别计算二级指标的权重如下：

1
e
jW =（0.0839，0.0871，0.0860，0.1123，0.1098，0.1046，0.1003，

0.0877，0.1127，0.1155）； 2
e
jW =（0.1315，0.1399，0.1410，0.1557，

0.1112，0.1062，0.1129，0.1015）；

3
e
jW =（0.3866，0.3380，0.2754）；

4
e
jW =（0.1560，0.1558，0.1432，0.1237，0.2031，0.2183）

5. 计算一级指标隶属度

根据公式⑦，可以计算一级指标的隶属度。学习活动对应的

级次隶属度为 0.22259、0.46328、0.22707、0.04032、0.01581；工

作活动对应的级次隶属度为 0.20287、0.41609、0.30362、0.05575、

0.02095；社会生活对应的级次隶属度为 0.18757、0.40126、0.31177、

0.11029、0.03308；生活活动对应的级 次隶属度为 0.29484、0.44299、

0.21726、0.03624、0.00883。

6. 计算一级指标熵参数及权重

根据公式③ ~ ⑥计算一级指标熵参数。学习活动的输出熵 e
iE

为 1.22254、差异度 e
iG 为 0.75961、客观权重 e

iW 为 0.24039；工作

活动的输出熵 e
iE 为 1.29230、差异度 e

iG 为 0.80295、客观权重 e
iW

为 0.19705；社会活动的输出熵 e
iE 为 1.39961、差异度 e

iG 为 0.86963、

客观权重 e
iW 为 0.13037；生活的输出熵 e

iE 为 1.21445、差异度 e
iG

为 0.75458、客观权重 e
iW 为 0.24542。

一级指标权重为： 1
iW  =（0.29560，0.24231，0.16031，0.31078）。

7. 计算一级指标评价向量

通过以下计算可得到指标的效果的评价向量 eB ：
e e eB W R= • ⑧

根据前面计算得到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和一级指标评价级别隶属

度矩阵，可以得到湿疹病症对大学生行为影响效果评价向量 B ：

=（0.29560，0.24231，0.16031，0.31078） ×

0.22259 0.46328 0.22707 0.04032 0.01581
0.20287 0.41609 0.30362 0.05575 0.02095
0.18757 0.40126 0.31177 0.11029 0.03308
0.29484 0.44299 0.21726 0.03624 0.00883

 
 
 
 
  
 
=（0.23665，0.43977，0.25818，0.05437，0.0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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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根 据 e eZ B S= × 和 本 文 确 定 的 分 数 集 向 量

(1.0,0.8,0.6,0.4,0.2)TS = ，计算湿疹病症对大学生行为影响因素评

价效果指数：

e eZ B S= × =（0.23665，0.43977，0.25818，0.05437，0.01780）

× (1.0,0.8,0.6,0.4,0.2)T =0.76868

由于 eZ =0.76868，属于较为严重程度影响。

（四）评价结论

学习行为、工作行为、社会行为、生活行为四个维度构成了

大学生行为活动，其导致行为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从大学生行为

维度上看，由于评价综合指数等于 0.76868，影响程度属于较为严

重。从一级指标评价结果看，学习行为、工作行为、社会行为、

生 活 行 为 四 个 指 标 的 权 重 依 次 为 0.29560、0.24231、0.16031、

0.31078，可见，湿疹病症对大学生的生活行为影响最大，大学生

的学习行为、工作行为次之，社会行为则对大学生的影响最小。

从二级指标的评价结果来看，按照其权重大小排序，得出影

响“学习行为”最严重的因素为备考心理压力，所占权重为 0.1155；

影响“工作行为”最严重的因素为校内外兼职主动性，所占权重

为 0.1557；影响“社会行为”最严重的因素为学生干部任职工作

主动性，所占权重为 0.3866；影响“生活行为”最严重的因素为

睡眠质量，所占权重为 0.1558。可见，湿疹病症对大学生的校内

外兼职主动性和睡眠质量两个行为影响较为严重。

三、减轻湿疹病症对大学生行为影响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大学生湿疹病症的基本认知

湿疹的发病率在当今社会属于较高，但大学生对湿疹的认知

非常有限。若在患病时期没有妥善处理，则会对大学生各方面行

为造成较严重的影响，不利于大学生学业顺利进展，同时也会降

低了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并使其身心受到折磨。

因此，高等院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湿疹病症的认知工作，特别

是一些湿疹发病率较高地区，可以采取与当地医院合作，邀请医

院相关的医务人员到校开展讲座。这样既加强对大学生对湿疹病

症的认知，又让其懂得提前预防，即使患病也能妥善处理。

（二）引导大学生做好预防湿疹病症工作

湿疹病症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工作行为、社会行为、生活

行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影响。因此，大学生要积极做好对湿疹病

症的预防工作。在湿疹病症多发季节里，尤其是南风天和梅雨天，

细菌很容易滋生。大学生在此期间要注重讲究卫生，勤换衣物及

被褥。每天加强锻炼身体，增强自身免疫力，抵御湿疹病症地入侵。

大学生要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湿疹病症，保证睡眠质量。学会转

移注意力，克服湿疹病症对心理上造成的不安情绪。如果不小心

患上湿疹，千万不要用手去抓挠，避免二次感染。

正确的做法应是及时就医、谨记医嘱、配合治疗。同样，大

学生要用积极健康地心态去配合医生治疗，才能减轻湿疹病症对

自身行为影响的程度，早日恢复健康。

（三）强化大学生湿疹病患者的关爱工作

大学生患上湿疹病症对其生活、工作、学习均会产生不同程

度影响，影响最为严重的分别是备考心理压力、校内外兼职主动性、

学生干部任职工作主动性、睡眠质量。

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视对大学生湿疹病患者的关爱工作，要对

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心理疏导、释放压力。在学习方面给予大学

生湿疹病患者更多的支持，帮助其缓解日常考试、职业资格考试

等方面的心理压力；在工作方面给予校内外兼职大学生湿疹病症

患者、学生干部湿疹病症患者更多的关心；在生活方面给予大学

生湿疹病患者更多的照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其解决睡

眠质量不好的问题。

（四）提供大学生治疗湿疹病症的咨询点

湿疹病症对一些地区来说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在有需要的高

等院校里建立专门治疗湿疹病症的咨询点，可以相对减轻大学生

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同时让患有湿疹的大学生能够对症下药，

减少不必要的经济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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