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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某医学院校学生睡眠质量情况#并对产生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做出分析&

方法
!

采取整群抽样的

调查方法#抽取某医学院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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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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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专业
&&

名#共计
BB$

名&选用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

c5TA

%调查表和自制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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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名被调查学生中合格调查问卷共
BQ%

份#其中存

在睡眠障碍者总计
!BQ

例$睡眠障碍组%#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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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TA

评分$

D<Q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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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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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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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各专业睡眠障碍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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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压力'周围噪音'躯体疼痛'入校学习后'很少吃夜宵和有时

吃夜宵均是发生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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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医学院校学生睡眠质量不

佳#影响到日间功能状态#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善学生睡眠质量#从而保障其顺利完成课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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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学院校学生自评睡眠质量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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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起#每年的
%

月
!#

日被定为.世界睡

眠日/#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睡眠问题日益受到各

方面的关注&

!""!

年全球
#"

个国家失眠流行病学

研究结果显示#

QD<Qd

的中国人在过去
#

个月中曾

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失眠)

#

*

&大学生群体更是存在着

较为普遍的睡眠障碍#广州地区
#QD"

名大学生睡

眠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存在睡眠问题的学生占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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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某高校随机抽取的
#!""

名在校大

学生中#睡眠质量问题发生率为
#$<Qd

)

%

*

(南昌大

学
DB#

名接受调查问卷的医学生中存在睡眠障碍者

占
!%<Q#d

)

Q

*

(长沙市某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

名学

生的睡眠调查发现#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d

)

D

*

&

对于医学院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良好的睡眠

质量既有助于保证完成医学理论专业知识的学习#

又对保证完成临床实践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失眠的

发生'发展与患者的心理情绪'周围环境'饮食结构

等密切相关)

$

*

#故本研究对某医学院校
BB$

名学生

进行睡眠质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睡眠质量情

况#并分析产生睡眠问题的可能危险因素及睡眠障

碍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以便提供改善睡眠质量'提高

睡眠效率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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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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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

本次调查采取整群抽样的研究方

法#从某医学院校抽取
'

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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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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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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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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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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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本次研究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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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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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评条目和
D

个他评条目构成#

#F

个自评条目组

成
&

个因子分#分别是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每个因子按
"

$

%

分计分#累积各因子得分为
c5TA

量表总分#总分范围
"

$

!#

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

质量越差#

c5TA

总分
&

&

判断睡眠质量存在问题#

单项得分
%

#

表示该项存在问题)

&

*

&自制调查量表

包括感受压力情况$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

压力#家庭压力#感情压力%'周围噪音影响'季节气

候影响'躯体疼痛'入校学习后发生'吃夜宵情况#按

照其等级严重程度进行评分&本调查由专业人员负

责#实施方法及指导语要求统一'一致#要求被试者

在
#",-2

内完成量表填写#不记名#当场收回&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c55!#<"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c+)1;/2

"

!检

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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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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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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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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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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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质量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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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放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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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

收
BB$

份#回收率
#""<"d

(不合格调查问卷
Q%

份#

合格调查问卷
BQ%

份#合格率
FD<#d

&睡眠障碍者

共计
!BQ

例#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d

&各专业睡

眠障碍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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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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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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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F

名各专业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的比较

,

$

d

%

专业
F

睡眠障碍组
,a!BQ

正常组
,aDDF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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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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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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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B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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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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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 D$Q #B%

$

%!<Q

%

%B#

$

$&<$

%

M $& #F

$

!B<Q

%

Q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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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学生
c5TA

评分
!

BQ%

名学生的
c5TA

总分为$

D<QBi"<#!

%分#

c5TA

的
&

个因子分中睡眠

质量'入睡时间和日间功能障碍得分较高#见表
!

&

!<%

!

发生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
!

以发生睡眠

障碍与否为应变量#以专业$非临床
a"

#临床
a#

%'

学业压力$无
a"

#有
a#

%'就业压力$无
a"

#有
a#

%'

人际关系压力$无
a"

#有
a#

%'家庭压力$无
a"

#

有
a#

%'感情压力$无
a"

#有
a#

%'周围噪音影响

$无
a"

#有
a#

%'季节气候影响$无
a"

#有
a#

%'躯体

疼痛$无
a"

#有
a#

%'入校学习后发生$否
a"

#是
a

#

%'吃夜宵情况$无
a"

#很少
a#

#有时
a!

#经常
a%

#

总是
aQ

%为自变量进行
3/

N

-;7-(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感情压力'周围噪音影响'躯体疼痛'入校学习后

发生'很少吃夜宵和有时吃夜宵为发生睡眠障碍的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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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

FB%

+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年
%

月#第
%&

卷

表
?

!

各专业学生
RQ

]

!

评分

$

5i(

条目 合计 专业
'

专业
R

!

专业
K

专业
?

专业
M

F BQ% D% &" BF D$Q $&

睡眠质量
#<"#i"<"! "<FBi"<## "<&Fi"<"F "<F&i"<"F #<"Di"<"% "<FFi"<"B

入睡时间
#<"Qi"<"D #<#%i"<#! "<B"i"<#! "<&Qi"<"F #<#"i"<"$ #<"Qi"<#%

睡眠时间
"<BBi"<"% #<#&i"<#! "<F%i"<"F #<%%i"<"F "<&Bi"<"% "<B#i"<"F

睡眠效率
"<%&i"<"! "<Q$i"<"F "<!Fi"<"B "<!Qi"<"$ "<Q"i"<"% "<%%i"<"F

睡眠障碍
"<BBi"<"! "<BDi"<"B "<&&i"<"& "<F%i"<"& "<&!i"<"% "<BBi"<"&

催眠药物
"<"%i"<"# "<"Fi"<"D "<"%i"<"% "<#"i"<"D "<"!i"<"# "<""i"<""

日间功能障碍
#<!Bi"<"% #<DDi"<#% #<%%i"<#% #<$#i"<## #<#Fi"<"Q #<%"i"<#%

合计
D<QBi"<#! $<!%i"<QB Q<F%i"<QQ D<&Di"<%Q D<Q&i"<#Q D<#Bi"<Q"

!!

c5TA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表
F

!

睡眠障碍多因素
2*

'

$3&$1

回归分析结果

条目
R )̀3* - @X

$

FDdKA

%

专业
h"<"F" "<!"& "<$QF "<F#%

$

"<$#B

#

#<%QF

%

学业压力
h"<!#D #<Q"" "<!%& "<B"&

$

"<D$D

#

#<#D#

%

就业压力
"<"FF "<#F! "<$$# #<#"D

$

"<&"B

#

#<&!Q

%

人际关系压力
h"<!DD #<DFQ "<!"& "<&&D

$

"<D!#

#

#<#D#

%

家庭压力
h"<"&Q "<##! "<&%& "<F!F

$

"<$"Q

#

#<Q!F

%

感情压力
h"<DQF F<#!% "<""% "<D&&

$

"<Q"Q

#

"<B!D

%

周围噪音影响
h"<QF! B<&$$ "<""% "<$##

$

"<QQ#

#

"<BQ&

%

季节气候影响
"<#"% "<"#! "<F## #<#"B

$

"<#B#

#

$<&B$

%

躯体疼痛
h#<%!& Q&<!QF "<""" "<!$D

$

"<#B!

#

"<%B&

%

入校学习后发生
h#<%QB $%<B%" "<""" "<!$"

$

"<#B&

#

"<%$#

%

吃宵夜情况

!

无
a" h"<%&! "<%"% "<DB! "<$F"

$

"<#BQ

#

!<DF"

%

!

很少
a# h"<$"% Q<%B# "<"%$ "<DQ&

$

"<%##

#

"<F$!

%

!

有时
a! h"<$&F D<&&Q "<"#$ "<D"&

$

"<!F#

#

"<BB!

%

!

经常
a% h"<%#F #<!!$ "<!$" "<&!&

$

"<Q#B

#

#<!$$

%

F

!

讨
!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学院校学生的睡眠质量

不容乐观&本样本
c5TA

总分为$

D<QBi"<#!

%分#

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d

#高于国内某普通高校学

生的
c5TA

得分$

D<"Qi!<$!

%分及睡眠障碍发生率

$

#$<Qd

%

)

%

*

'福州地区大学本科学生
c5TA

的得分

$

Q<$!i!<%&

%分及睡眠障碍发生率$

##<QBd

%

)

B

*

&

由于医学生的身份特殊#他们将来从事的是救死扶

伤'事关人命的工作#其课业负担重'心理压力较大

致使其睡眠障碍发生率较高)

F

*

&

本研究分析得出感情压力'周围噪音影响'存在

躯体疼痛'入校学习后发生'有时或很少吃夜宵均可

引发学生睡眠问题#睡眠障碍组中受感情压力影响

者达
!D<$Bd

'学业压力者达
!!<%Fd

$结果未列

出%#故加强心理疏导'及时释放心理压力尤为重要&

发生睡眠障碍的学生中有
QF<%d

的学生受到了周

围噪音的影响$结果未列出%#应当规范作息时间'加

强学生周围环境管理#为其睡眠营造一个安静的良

好氛围&此外躯体疼痛影响睡眠质量的情况也较多

发生&有研究表明疼痛与睡眠障碍之间存在着较为

密切的联系#二者互相作用'相互影响#疼痛者的有

效睡眠较少#经常有入睡困难和难以保持睡眠连续

性的困扰(质量不高的睡眠和醒来时的疼痛又会影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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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宋慧敏#等
<

某医学院校学生自评睡眠质量调查分析

响其情绪'体力'行为和安全#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反

应)

#"

*

&所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避免体育锻炼等

所致的意外伤害#对已造成的损伤'疼痛加强护理及

治疗非常重要&正如我国传统医学所言.胃不和则

卧不安/#常吃夜宵易造成胃肠道不良反应从而影响

夜间休息#良好的饮食习惯有助于良好的睡眠&

此次调查研究表明#睡眠障碍对学生日常生活'

身体'日间精神功能状态会产生多种不良影响#如精

神状况较差'身体疲乏无力'经常打瞌睡'情绪不良'

爱发脾气等&研究表明#情绪不良与睡眠障碍存在

相关性#气郁越严重发生入睡困难'早醒的危险系数

越高)

##

*

&长期睡眠质量不良可进一步影响学生的

日常生活及课业学习&

本次调查研究旨在反映医学院校学生的睡眠情

况#引起相关人员对学生睡眠情况的重视#为采取改

善睡眠质量'提高睡眠效率的具体措施提供可靠依

据#从而保障医学院校学生学业的顺利进行#培育高

素质的医护工作者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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