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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在校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睡眠、抑郁的关系

左红英 陈芷含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目的：实验将针对我院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情绪抑郁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方法：将针对 300 名

医学院大学生开展调研，根据手机成瘾程度进行高分组和低分组，进一步对比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手机成

瘾是否会引起情绪抑郁，开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从基础情况上看，低分组一共有 170人（男生 72 人，女性 98人），高

分组则为 130人（男生 66 人，女性 64人），低分组的平均分为（56.8±5.6）分，高分组则为（91.2±3.3）分。此外，在两

组学生的睡眠指数对比中，高分组总分为（10.62±1.14）分，低分组总分为（6.92±1.05）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手机

成瘾与睡眠质量抑郁均具有一定相关性，其中高分组学生的抑郁以及睡眠质量不足，会导致白天功能障碍及评分也高于低分

组。结论：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睡眠状况，抑郁情绪，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此教育部门以及家长应该针对性地开展

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智能手机，改善睡眠质量和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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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工具，在近年来的发展

十分迅速，而我国手机网民的规模较大，有超过 90%的网民

通过手机上网，而 20-30 岁之间的网民占比人数最高，智能

手机具有强大的即时通讯娱乐网络购物以及支付等功能，对

大学生的生活也造成了很大影响，智能手机在提供便捷和娱

乐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如导致手机成瘾，睡眠障

碍[1]。故而，将针对我医学院 300 名大学生开展调研，根据

手机成瘾程度进行高分组和低分组，进一步对比手机成瘾与

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手机成瘾是否会引起情绪抑郁，

开展线性回归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针对我医学院 300名大学生开展调研不知，根据手机

成瘾程度进行高分组和低分组，进一步对比手机成瘾与睡眠

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手机成瘾是否会引起情绪抑郁，开展

线性回归分析。共计，有男生 146 人，女生 154 人。年龄在

19-26 岁之间，平均年龄（22.7±5.8）岁.

1.2 实验方法

对在调研中需要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的发放与

回收，在调查内容上涉及到年龄性别以及。手机成瘾量表，

分为 33道选题分值在 33~198 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手机成

瘾危害性越大。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将针对我院大学生的调研报告结果进行汇总。

同时对大学生近一个月的睡眠质量，采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

数量表进行评分。在该量表中分为 7 个因子，包括睡眠质量，

睡眠时间，睡眠紊乱，睡眠药物，睡眠效率等[2]。同时，还

对大学生的抑郁情况开展调研采用抑郁情绪量表，总分在

0~36 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抑郁情况越来越严重。

1.4统计方法

选择 SPSS19.00 软件对本研究所有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配对 t 检验进行计量数据对

比。计数数据以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分析进行数据对比，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探讨相关性，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使用双侧检验法，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从调研结果上看，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抑郁均具有一定

相关性，其中高分组学生的抑郁以及睡眠质量不足，会导致

白天功能障碍及评分也高于低分组。

从基础情况上看，低分组一共有 170 人（男生 72 人，

女性 98 人），高分组则为 130 人（男生 66 人，女性 64 人），

低分组的平均分为（56.8±5.6）分，高分组则为（91.2±3.3）

分。

此外，在两组学生的睡眠指数对比中，高分组总分为

（10.62±1.14）分，低分组总分为（6.92±1.05）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详细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学生睡眠指数结果对比分析（x±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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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分

组

1.80±

0.29

1.80±

0.21

1.79±

0.18

1.52±

0.15

1.75±

0.22

1.04±

0.09

0.92±

0.10

低

分

组

1.51±

0.16

1.79±

0.32

1.38±

0.07

0.62±

0.03

0.78±

0.12

0.31±

0.02

0.56±

0.24

t 4.562 0.274 3.174 3.056 1.785 10.356 2.571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在 300名手机成瘾的大学生中，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

示其与抑郁、睡眠质量评分都存在相关性（P<0.05）。见表

2。

表 2 手机成瘾与负性情绪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n=300）

指标 焦虑 抑郁 睡眠质量

r 0.655 0.598 0.701

P 0.001 0.005 0.000

在 188例患者中，以手机成瘾评分作为因变量，以焦虑、

抑郁、睡眠质量评分作为自变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

焦虑、抑郁、睡眠质量评分都为影响手机成瘾总分的重要因

素（P<0.05）。见表 3。

表 3 影响手机成瘾总分的多因素分析（n=300）

指标 B SE P OR 95%CI

焦虑评分 0.273 0.854 0.036 2.788 1.176-3.998

抑郁评分 1.382 0.653 0.011 3.811 1.892-8.996

睡眠质量评分 1.375 1.109 0.001 3.984 1.774-10.742

3 讨论

智能手机与人际交流娱乐，网络支付信息获取等多项功

能，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难以离开，而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在

大学生群体中更是普及率较高而长期地使用智能手机，无论

是用于生活还是学习，都有可能引起手机成瘾现象，还将针

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睡眠障碍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3]。

关于手机成瘾与睡眠障碍的关系，首先有两种观点。第

1 种观点，对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学生而言，通过手机可

以得到更多的心理满足，也是其逃避人际交流的一种出口。

第 2 种观点则是手机成瘾会帮助大学生逃离现实，生活在虚

拟的世界里[4]。手机可以为其提供完全的私人空间，在手机

上也会花费大多的时间来逃避社会生活中的不良体验。不论

是手机游戏还是通过手机来阅读网文，电视剧等等，都可以

将其沉迷于自我的世界里，最终会发展为手机成瘾。而也有

研究表明抑郁的人更容易发生失眠，而失眠的时候，则又会

以手机上网来打发时间[5]。即抑郁情绪引发失眠，失眠引起

手机成瘾。反过来手机成瘾也会反作用于失眠，并由此导致

情绪状态不佳，打断正常的作息习惯，情绪状态也会下降。

据调研显示，大学生有时缺乏他们过度使用手机的意

识，既并没有意识到过度使用手机所带来的重大危害[6]。这

不仅仅是对学习成绩的危害，也会导致睡眠障碍和抑郁症。

有学者在调研中提出过度使用手机的人，抑郁症发生率较

高，同时，很多学生也会伴有网瘾。此外，也有研究指出，

适度地使用手机则有助于心理健康，特别是在情绪较差的时

候，可以缓解其紧张感[7]。面对当下智能手机普及使用的情

况，在使用手机的方式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促进大学

生身心健康，我们应当重视过度使用手机问题所带来的社会

问题。特别是在校大学生，其缺乏家长的直接约束。养成合

理使用手机的习惯，加强身心健康教育，对其健康成长具有

重要意义[8]。特别是教育部门应当做好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

预。

我们都知道手机成瘾是指问题性的手机使用，而同学们

对于手机成瘾的认知缺乏统一理解，且不认为手机成瘾会对

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一种慢性、周期性的对手机使用的着迷，

并由此产生了持续性需求和依赖心理。将手机成瘾，误以为

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关于这种态度我们必须进行观

念上的改变[9]。手机行为失控会导致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功

能受到损害，并表现为持续痴迷状态。同时我们也应当分析

产生手机成瘾的因素有哪些，并帮助大学生改变这一行为。

从当下的心理因素上分析，包括人格特质，孤独感，冲动性，

无聊倾向是会焦虑的，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手机成瘾[10]。在手

机网络的世界中可以更好地追求网友支持并排解消极情绪。

所以我们认为，应当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心理辅导、丰

富课余生活。对于有情绪障碍的同学进行心理课程辅导，并

帮助他们积极主动地与同龄人交流。排解抑郁情绪，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能够缓解手机成瘾，同时也有助于改善睡眠

质量。

综上所述，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睡眠状况，抑郁情绪，

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此教育部门以及家长应该针对性

地开展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健康教育，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

智能手机，改善睡眠质量和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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