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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大学生睡眠质量现状与手机依赖性使用的关

系：焦虑的中介作用
阿迪拉·阿布莱克木 权慧 庞皓 陈艳秋 王雪*

锦州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辽宁锦州，121000；

摘要：目的：为了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性使用的现状及其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并探讨焦虑在大学生手机依赖性使

用和睡眠质量之间的作用，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方法：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锦州

市 328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研究发现，81.7%的锦州市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性使用情况；

手机依赖评分和睡眠质量评分呈正相关(r=0.37，P＜0.001)；焦虑在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

著(β=0.22，P<0.001)。结论：锦州市存在手机依赖的大学生占比较高，部分大学生存在焦虑问题，且超过一半

的人睡眠质量不容乐观，焦虑在手机依赖与较差的睡眠质量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可为改善大学生睡眠及心理

状况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手机依赖性使用；睡眠质量；焦虑；中介作用

DOI：10.64216/3080-1486.25.03.055

前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手机等媒体工具已经广泛

渗透到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刘挺
[1]
等人研究表明

我国大学生日均使用手机时长达五个多小时，手机使用

约占到了一天时间中的三分之一。手机为日常生活带来

便利，但已有研究发现手机不当使用，如手机依赖性使

用不仅会对身心造成严重的损害，还会引发焦虑、影响

睡眠质量、削弱视力、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等问题
[2]
。

焦虑是指个体出现持续不安，恐惧及精神紧张等情

绪状态
[3]
。目前有研究表明手机的不合理使用也逐渐成

为了引发焦虑的一个因素，周才博
[4]
等人研究表明大学

生对手机的长期过度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实的

人际交往能力，引发焦虑情绪，由此阻碍了大学生社会

化的进程，不利于大学生成长。Ani
[5]
等人在一项学生中

的调查发现学生出现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普遍

存在，并且焦虑与学生的睡眠质量和学业成绩呈显著负

相关。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多集中于学生手机依赖性使用、

焦虑以及影响睡眠质量的多因素调查分析，缺乏对焦虑

作为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性使用与睡眠质量的影响的

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锦州市大学生

的手机使用现状及其睡眠质量情况，并以焦虑为中介作

用探讨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促进大学生加强自我控

制能力、科学合理地管理手机使用时间，从而为降低大

学生手机依赖性使用，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减少焦虑和

减轻睡眠拖延，改善大学生睡眠质量提供相关依据。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6月，以锦州市 4所高校

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通过

问卷星平台发放电子问卷。最终本次研究收回 342 份问

卷，剔除明显不合逻辑和答案连续相同的问卷 16 份，

最终问卷为32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9%。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具体包括：

（1）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

龄，年级，专业，户籍，学习兴趣，学习压力，每天使

用手机的时长，父、母亲受教育程度；（2）中文版手

机依赖性问卷(MPIQ)
[6]
；（3）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

(PSQI)
[7]
；（4）焦虑自评量表(SAS)

[8]
。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Excel表格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将整理好的

数据采用SPSS25.0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采用频数(n)、

构成比(%)对大学生的一般情况进行描述，采用均数±

标准差(x±s)对大学生的得分情况进行描述；服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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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 t检验或单因

素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非参数检验；变量

之间的关系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焦虑的中介作用

利用Process模型4，在Process插件中采用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当 Bootstrap生成的 95%置信区

间不包含0，即可判定该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锦州市大学生人口学变量情况及睡眠质量在

不同变量上的差异性分析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得到锦州市大学生的

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锦州市大学生手机依赖、焦虑、

睡眠质量的一般情况，其中存在手机依赖的大学生有

268 人，占比 81.7%；存在焦虑的大学生 145 人，占比

44.2%；存在睡眠质量问题的大学生 185 人，占比56.4%。

经 t/F 检验得出，锦州市大学生睡眠质量在不同年级、

专业、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学习兴趣、学习压力，是否

手机依赖，焦虑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 1。

表 1 人口学变量的一般情况及睡眠质量在不同变量上的差异性分析

人口学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x±s t/F P

性别
男 146 44.5 9.68±4.57

2.82 0.01
女 182 55.5 8.29±4.31

年级

大一 57 17.4 7.05±3.65

6.02 ＜0.001

大二 85 25.9 8.28±4.54

大三 51 15.5 10.88±3.99

大四 73 22.3 9.41±4.41

大五 62 18.9 9.26±4.83

专业

医学类 127 38.7 8.04±4.44

2.84 0.04
文史类 92 28.0 9.67±4.65

理工类 55 16.8 9.11±4.39

其他 54 16.5 9.44±4.09

年龄（岁）

18~20 132 40.2 9.15±4.94

0.71 0.5021~23 136 41.5 8.56±4.08

24~26 60 18.3 9.17±4.28

户籍
农村 154 47.0 8.67±4.14

-0.91 0.36
城市 174 53.0 9.12±4.76

每天使用手机

0~2 小时 43 13.1 6.35±2.73

6.01 0.001
＞2~4小时 80 24.4 9.00±4.86

＞4~6小时 87 26.5 9.14±4.14

＞6 小时 118 36.0 9.61±4.73

学习兴趣

浓厚 129 39.3 8.26±4.17

15.29 ＜0.001一般 131 39.9 8.21±4.11

缺乏 68 20.7 11.47±4.82

学习压力

应付自如 124 37.8 7.91±4.47

15.55 ＜0.001感到吃力 110 33.5 8.26±3.93

难以应付 94 28.7 10.98±4.45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76 23.2 9.54±4.39

2.30 0.08
初中 109 33.2 9.10±4.58

高中 93 28.4 8.94±4.45

大专及以上 50 15.2 7.48±4.24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94 28.7 9.29±4.41

2.12 0.098
初中 97 29.6 8.09±4.41

高中 93 28.4 9.57±4.82

大专及以上 44 13.4 8.5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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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依赖性使用
否 60 18.3 6.28±3.81

5.11 0.024
是 268 81.7 9.50±4.81

焦虑
否 183 55.8 6.73±3.36

10.67 0.001
是 145 44.2 11.66±4.18

睡眠质量
无问题 143 43.6 4.97±1.58

78.28 ＜0.001
有问题 185 56.4 11.96±3.49

2.2 手机依赖、焦虑及睡眠质量的相关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手机依赖评分和睡眠质量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41，P<0.001)；手机依赖评分

和焦虑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42，P<0.001)；焦虑评

分和睡眠质量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62，P<0.001)。

具体见表 2。

表 2 手机依赖、焦虑及睡眠质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手机依赖

评分
焦虑评分

睡眠质量

评分 I
手机依赖评分 1.00 - -

焦虑评分 0.42*** 1.00 -

睡眠质量评分 0.41*** 0.62*** 1.00

注：***P<0.001。

2.3 焦虑的中介作用

2.3.1 中介模型

本研究以睡眠质量评分为因变量，手机依赖评分为

自变量，焦虑评分为中介变量，以性别、年级、专业、

学习兴趣、学习压力、每天手机使用时长为控制变量，

采用Process 模型 4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手机

依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焦虑(β=0.39，t=5.79，

P<0.001)，将手机依赖和焦虑评分同时纳入回归方程中，

结果显示，手机依赖(β=0.12，t=4.60，P<0.001)和焦

虑(β=0.21，t=10.25，P<0.001)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睡眠质量。见表 3。三者间的路径系数图见图 1。

表 3 中介模型中手机依赖、焦虑与睡眠质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睡眠质量评分 焦虑评分 手机依赖评分

β t β t β t

0.21 7.07*** 0.39 5.79*** 0.12 4.60***

0.22 10.25***

0.27 0.20 0.45

16.92**

手机依赖评分

焦虑评分

R2

F * 11.75*** 32.75***

注：***P＜0.001。

图 1 三者间的路径系数图

Fig.1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among the three

2.3.2 焦虑在手机依赖性使用与睡眠质量关系中的中介

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依赖对于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

Bootstrap 95%CI(LLCI=0.07，ULCI=0.18)，效应值为

0.12(P<0.001)，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CI(LLCI=0.06，

ULCI=0.12)，表明焦虑在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间的间接

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的大小为 0.09(P<0.001)。手机依

赖和焦虑对于睡眠质量的总效应为 0.21(P<0.001)，说

明焦虑在手机依赖和睡眠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

表 4。

表 4 效应分解表

效应 效应值（ab/c） SE P
Bootstrap 95%CI

占总效应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21 0.03 <0.001 0.15 0.27 100.00

直接效应 0.12 0.03 <0.001 0.07 0.18 57.14

间接效应 0.09 0.02 <0.001 0.06 0.12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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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次研究针对锦州市大学生进行手机依赖性使用、

睡眠质量与焦虑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有 268 人存在

手机依赖情况，占比高达 81.7%。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

展，智能手机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和工作

学习工具，这可能是导致大学生手机依赖普遍存在的原

因。本研究中锦州市大学生存在睡眠质量问题的有 185

人，占比 56.4%，这表明大学生的睡眠质量不容乐观，

大部分有睡眠质量差的问题。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

来越快，网络媒体的出现等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发生变化，

影响睡眠质量，另外大学生精力旺盛，经常熬夜游戏、

追剧等，使得大学生的睡眠状况逐渐恶化
[9]
。

大学生焦虑问题已成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中一个常

见的情绪问题，本次研究中存在焦虑的大学生 145 人，

占比 44.2%，表明大学生出现焦虑情况较为普遍。当今

时代的大学生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比如大学课程学

习压力、社交交往的压力以及找工作或考研的压力等。

这些都可能会使大学生感到焦虑。如 Gil
[10]
等人研究表

明学业压力能够显著预测焦虑。Zhang C
[11]
的研究也表

明学术压力导致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因此，学校与

老师应关注大学生学习状况，针对特殊学生制定学业帮

扶计划至关重要。

本研究得到大学生手机依赖、焦虑以及睡眠质量之

间相关性显著的结果，控制影响睡眠质量的人口学变量

后得到手机依赖、焦虑是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这与很

多研究结果相一致
[12-13]

，但是手机依赖具体如何对焦虑、

睡眠质量产生影响尚未可知，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进行

探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焦虑在手机依赖和睡眠质

量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不仅能直接影响睡眠

质量，还能通过焦虑间接影响睡眠质量。邹立巍
[14]
等人

研究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能影响睡眠质量，依赖程度越

高大脑前扣带回与右侧梭状回灰质体积越小，手机依赖

与大脑中情绪控制的部分存在联系，使得手机依赖的大

学生更容易焦虑，间接影响睡眠质量。还有研究发现长

时间的在手机上社交娱乐，网上社牛和现实中社恐使得

很多大学生现实中社交能力弱，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常常

产生焦虑，进而影响到睡眠质量
[15]
。这些因素可能是焦

虑在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关系中中介作用显著的原因。

因此，学校应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设专题讲座，

将"手机成瘾与睡眠健康"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并且结合

焦虑管理技巧开展团体辅导，此外，鼓励宿舍集体制定

"熄灯后不使用手机"的公约，减少同伴间的消极影响，

从而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综上所述，锦州市存在手机依赖问题的大学生占比

较高，锦州市大学生存在一定的焦虑问题，且超过一半

的大学生存在睡眠质量差的问题；手机依赖直接对睡眠

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可以通过促进焦虑对睡眠质

量间接产生负面影响。

4 结论

锦州市大学生手机依赖性使用和睡眠质量之间有

显著的相关关系，焦虑在手机依赖与较差的睡眠质量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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