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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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间障碍 "&’,!,&**
睡眠总分 )&,%!%&’+

表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的分析0"1-/’+-2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与心理应激水平的相关分析

赵久波!张小远"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广东 广州 +"$+"+#

摘要!目的 研究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与心理应激水平的相互关系! 方法 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3456#$自编的军

校医学生生活事件量表$对 -’+- 名军校医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军校医学生 3456 总分为 )#,%!%#’+$心理应激与睡眠质

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7,#-"" 之间! 多元逐步回归显示$影响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的心理应激源依次为学

习问题和适应问题! 结论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受心理应激影响显著$主要心理应激源为学习问题和适应问题!

关键词!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心理应激

中图分类号!8.(+#"9///////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7%.<的青少年有不同程度的入睡& 再入睡

困难及早醒等睡眠质量问题’"($在医学生中睡眠质量

问题普遍存在 ’%(! 军校医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其睡眠质量问题不仅会影响正常的学习$也会对其身

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甚至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心

理应激作为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分析心理应激

与睡眠质量的相互关系非常必要! 为此$我们对 -’+-
名军医大学学生进行了调查$旨在了解军校医学生的

睡眠质量状况及其与心理应激之间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某军医大学各个年级学

生进行调查$ 共调查 -’** 人! 问卷填写完整者共

-’+- 人$问卷有效率为 ((&.=! 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

"%"&-"!.&.%#岁 $其 中 男 生 %)’) 人 "+)&%(<#$女 生

%,’* 人"-.&’"<#%本 科 ."%, 人")+&).<#$大 专 -**
人"",&%’<#$专升本 *)" 人""*&""<#$研究生 %*+ 人

"+&((<#!
"&%//调查工具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ABCDE9!FGG>9HBIF?@J9
?KLGM!3456$’.( 该量表由 "* 个条目组成$划分为 ’
个成分$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

眠效率&睡眠障碍&睡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每个成

分按 $7. 等级评分$ 累计成分得分为 3456 总分$总

分范围为 $7%"$得分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
"&%&%99军校医学生生活事件量表 %F?NG/GOGK@/!PIFG/@Q/
R?F?@ICJ/RGL?PIF/!@BLGK@!!ST4$ 在访谈基础上$根据

张亚林&杨德森编制的生活事件量表 ’.($结合军校医

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制而成!包括 %% 个生活事件条目$
每个条目评价根据个体的主观感受从没有影响到严

重影响$采用 ,7- 五级评分! 采用内部一致性分析和

因素分析检验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经因素分析结果

提取出 - 个因子$分别为人际关系&学习因子&适应因

子&挫折因子$解释的总方差为 +"#.-<$与构想一致$
UVW 统计量为 ,&(.$:IC@FG@@ 球形检验 #!,&,,"!信度

检验得到总量表的 ! 系数为 ,&*(! 统计总分及各因

子分$生活事件总应激值为各项事件评分均值$得分

越高$表明心理应激水平越高!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由心理学专业人员进行团体测试$测试前用统一

指导语详细说明测试的目的和方法以及保密原则$答

卷现场收回! 用 XQM>CQ)&, 软件建立数据库$ 并用

4344""&+ 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的一般情况分析

军校医学生的睡眠质量总分为 )&,%!%&’+$ 按照

国内睡眠研究的常模 ’-($’ 分是我国成人睡眠质量问

题 的 参 考 界 值 $.-&)<军 校 医 学 生 睡 眠 质 量 较 差

"3456!’ 分#! 3456 各成分中$日间障碍的得分最高

""&’,!,&**#$其次是睡眠时间""&"+!,&(+#$见表 "!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总分及各成分得分与心理

应激水平的相关分析

军校医学生心理应激水平与睡眠质量总分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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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自变量顺序 多元相关系数 !""决定系数 !#"""""! 标准回归系数 ! " #
学习因子 $%&& ’""""""""""""""""""""""$()) ’’’’’’’*$+%,- ’’’’’’’’’$%.) ’’’’’’’’’’’))%/, ’’-%---
适应因子 -%&0 ’’’’’’’’’’’’’’’’’’’’’’’-%1& ’’’’’’’&).%,& ’’’’’’’’’-%)+ ’’’’’’’’’’’)-%)0 ’’-%---

表 &’’军校医学生心理应激水平对 2345 总分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著正相关!$6$(&$."# 其中学习因子和适应因子与睡

眠质量总分的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 $(&.+ 和

$(&..# 在睡眠质量各成分中$日间障碍与心理应激的

相关程度相对最高!$()0+!$!$(&7/"$睡眠效率%催

眠药物与心理应激的相关程度相对较低!$($&/!$!
$($7,$$($/0!$!$($0*"$见表 .#

.(&"军校医学生心理应激水平对 2345 总分的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

以 2345 总分为因变量$以心理应激四个因子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在 "8$($* 水平上

依次有适应因子%学习因子两个成分进入回归模型且

有显著意义!表 &"#

&""讨论

本研究结果与石文娟等对广州大学生睡眠质量

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9 但明显高于国内外正常人

!.(07!)(7$"$ 也高于国内一些有关睡眠质量的调查

结果&0’# 这可能与军校特殊的管理模式下的高应激状

态有关#睡眠质量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健康的睡眠需要良好的睡眠习惯%健康的生活

方式% 较好环境适应能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条理$从

而达到一种睡眠与各影响因素的平衡状态$而军校生

活的高应激状态下$个体若不能较好的应对$健康睡

眠的平衡状态便容易被打破$从而使军校医学生这一

群体的睡眠质量下降#
睡眠质量总分及各因子与心理应激及其各成分

的相关分析中$ 虽然各因子间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但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本

研究样本量较大$ 相关分析中容易达到显著性水平$
而睡眠是受多种内外因素影响的生理心理过程$心理

应激仅是其中一个相关因素$而且可能不是这多因素

系统中对睡眠影响很大的因素$故而使相关系数在达

到显著性水平的状况下相对较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心理应激相关程度最高的睡

眠质量因子是日间障碍$而睡眠效率与各影响因素的

相关程度相对较低$与杨本付等&7’的结果较一致# 这

一结果提示$日间障碍是军医学生睡眠质量中较易受

各种因素影响的成分$ 是睡眠质量问题的主要表现$
提高睡眠效率$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是促进睡眠质

量的科学途径#
生 活 事 件 是 个 体 所 主 观 感

受到的生活应激水平$是现实中

的 应 激 性 事 件 和 个 体 认 知 评 价

共同作用的结果# 长时间的应激

性 生 活 事 件 的 作 用 会 使 个 体 的

身心产生不良的影响# 生活事件

总 分 及 各 因 子 与 睡 眠 质 量 的 高

度相关表明$生活事件可能是影

响医学生睡眠质量的重要因素$与王玲 &,’ %2:;<=>?’&+’

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相对于其他专业$医学生学

习任务较重$压力相对较大$再加上目前严峻的就业

形势$军队院校特殊的管理模式$各种影响因素的持

续存在$使得学习和适应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问题

和适应问题成为心理应激各因子中两个与睡眠质量

相关程度最高的因素$学习和适应因子

成为较早进入回归分析方程的成分# 这

一结果提示我们$对军校学习和生活的

良好适应是改善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

的根本途径之一#

致谢!衷心感谢解亚宁!肖蓉!冯现刚!刘欢欢!赵静

波!刘晓秋等老师和同学为本研究所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 潘集阳(’睡眠障碍诊断和治疗手册&A’(’广州B’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C’.$$.B’)D.(’
&.’ E><FG’AC’H<;IJ:’HC’E:=:!’E(’3<>>K’L;:<GMNO:?F’PI!>’QIPPI?’=<>>KR’

!><:M>F’K!IS<>P=’G?’P>FGQ:<’=M;F>?M=’&T’( ’3<>>K’A>FC ’.$$*C’’0U&VB ’
.0+D7*(’

&&’ 汪向东(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A’(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C’
)+++B’&7*D,(’

&/’ 刘贤臣C’唐茂芹C’胡 蕾C’等(’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信度和效度研

究&T’(’中华精神科杂志C’)++0C’.+’U.VB’)$&D7(’
&*’ 石文娟C’马绍斌C’范存欣C’等(’广州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T’(’中国学校卫生C’.$$*C’.0U0VB’/7$D)(’
&0’ 刘贤臣C’唐茂芹C’胡 蕾C’等(’学生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因素&T’(’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C’)++*C’+U/VB’)/,D*$(’
&7’ 杨本付C’张作记C’岳同喜C’等(’医学生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的探讨&T’(’中国行为医学科学C’)+++C’+U*VB’&/0D,(’
&,’ 王 玲C’叶明志C’陶 炯C’等(’生活事件%应付方式对医学生睡眠质量

的影响&T’(’中国行为医学科学C’.$$.C’)0U)VB’)&D*(’
&+’ 2:;<=>?’EAC ’3W:X>!’ TY( ’3M!>==C ’ =;KKI!MC ’ K=NQWI<IZGQ:<’ =M:M>=’ :?F’

=<>>K’&T’(’3IQ’’3QG’A>FC’)++)C’&.U))V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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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间障碍 睡眠总分

生活事件 $(),)[[ ’$()70[[’’’’’’$().0[[’’’’’’’’$($7/[[ ’’’$(.0.[[ $($0.[[’’’’’’$(&)&[[’’’’’’’$(&$.[[

人际关系 $($+)[[ ’$())7[[’’’’’’$($,.[[’’’’’’’’$($&/[ ’’’$()++[[ $($*$[[’’’’’’$(..)[[’’’’’’’$(.$.[[

学习因子 $(..0[[ ’$()7.[[’’’’’’$()/&[[’’’’’’’’$($*,[[ ’’’$(.//[[ $($/0[[’’’’’’$(&7/[[’’’’’’’$(&.+[[

适应因子 $(.))[[ ’$()+0[[’’’’’’$()*)[[’’’’’’’’$($7&[[ ’’’$(./+[[ $($0*[[’’’’’’$(&$,[[’’’’’’’$(&..[[

挫折因子 $($+/[[ ’$())$[[’’’’’’$($*,[[’’’’’’’’$($0*[[ ’’’$(),)[[ $($*$[[’’’’’’$()0+[[’’’’’’’$()7,[[

表 .’’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与心理应激水平的相关分析U!V

["!$($*C’’[["!$($)

赵久波C等(军校医学生睡眠质量与心理应激水平的相关分析第 0 期

7+&( (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