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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大学生睡眠质量状况与体质类型分布特点及二者相关性$方法
!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8l7

#量

表与中医体质评定量表!对
41%1

例大学生的
]8l7

各因子及总分与中医体质分布情况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结果
!

大学生睡眠

问题检出率为
00&0_

"

1'%(

(

41%1

#$存在睡眠质量问题大学生偏颇体质占
(/&4_

"

11-4

(

1'%(

#!其中偏颇体质以阳虚体质最

多$

1'%(

例存在睡眠质量问题的大学生
]8l7

量表睡眠时间与阳虚质&阴虚质呈正相关%睡眠效率&睡眠障碍与阴虚质&湿热质

呈正相关%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与痰湿体质呈负相关%睡眠质量各指标均与平和质呈负相关$结论
!

大学生睡眠质量较

差!睡眠质量与其体质类型存在内在相关性$

"关键词#

!

学生%身体素质%睡眠%问卷调查%中医体制%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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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人类必需的生理过程#具有促进成长发育*消除疲

劳及防止老化等功能#占据整个生命周期约
$

"

'

的时长)当代

大学生由于学习*生活*就业等压力#容易出现睡眠质量下降#

甚至严重的睡眠障碍)据相关文献报道#大学生群体存在睡眠

障碍的人数为
$4&/_

!

01&(%_

&

$.0

'

#总体睡眠质量明显低于

全国常模水平&

4

'

)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及学习生活负担的

加重#大学生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

'

#如何有

效提高睡眠质量意义深远)中医学认为体质与人的疾病和健

康有着密切关系#决定着人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其病

变类型的倾向性&

-

'

)本研究对
41%1

例广州在读大学生进行

调研#旨在了解目前大学生睡眠质量基本情况#并从中医体质

角度探讨大学生体质类型分布特点及其与睡眠状况的相关性#

从而为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整体随机抽样法选取
1%$0

年
(

月至

1%$4

年
(

月就读于广州大学城
$%

所高校$中山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

州中医药大学*广东药学院*广州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

乐学院%的大学生)共发放问卷
44%%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41%1

份#有效应答率为
(0&)_

#其中男
1)4/

例$

4$&$_

%#女

性
1400

例$

0/&(_

%#男女比例为
$&%0g$&%%

)年龄
$)

!

1)

岁#平均年龄$

1$&%)V0&(4

%岁)纳入标准!广州地区就读大学

生(入学时间
1%$1

!

1%$4

年(意识清楚#无语言沟通障碍(知情

同意)排除标准!精神疾病患者(伴有严重疾病#以致不能理解

或完成调查(拒绝参加本研究)

>&?

!

方法
!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受调查者基本资料*睡眠质量

评定量表和体质分类评定量表
'

个部分)为了调查结果的真

实性及统一性#调查者接受专门的培训)其中#受调查者基本

资料量表根据本调查需要制订)

>&?&>

!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8l7

%量表的评价标准
!

采用
]8l7

评定睡眠质量&

/

'

#统计指标为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以及催眠药物应用和对日间功

能的影响及
]8l7

总分#总分范围为
%

!

1$

分)以
]8l7

'

/

分

作为判定睡眠质量问题$睡眠差%的标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

量越差)

>&?&?

!

中医体质类型的判定
!

体质分类评定量表采用王琦的

+中医体质分类研究,

&

(.$%

'来实施调查#包括
)%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要求受试者根据近
$

年的实际情况或感觉进行选择)

(0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4

卷第
1'

期



表
$

!!

41%1

例大学生睡眠质量好与睡眠质量差两组的
]8l7

得分比较&

CV-

(分'

组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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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分

睡眠质量正常组
1/(' %&--V%&0/ %&//V%&'( %&//V%&'( %&(1V%&00 %&/V%&01 %&%1V%&$4 $&%4V%&0/ 4&'0V1&%$

睡眠质量问题组
1'%( $&)0V%&)0 $&)-V%&)) $&4-V%&4% $&44V%&4) $&4V%&4' %&/-V%&-1 $&(0V%&-1 $%&-4V1&'-

! %&%%$ %&%%$ %&%%$ %&%%$ %&%%$ %&%%$ %&%%$ %&%%$

包含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

气郁质*特禀质共
(

个亚量表#各亚量表转化分数为
%

!

$%%

分)各个亚量表是先计算原始分数#即将每个条目分值相加(

计算原始分数后再换算为转化分数#转化分数
=

$实际得分
Y

该亚量表可能的最低得分%"$该亚量表可能的最高得分
Y

最低

得分%

h$%%

#亚量表得分大于
0%

分#则判定该体质存在&

1

'

)平

和质转化分大于或等于
)%

分#且其他
/

种体质转化分均小于

0%

分#可判定为平和质)若某种偏颇体质的转化分大于或等

于
0%

分#则可判定为该偏颇体质类型(转化分
'%

!$

0%

分判

定为倾向偏颇体质&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8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用
C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组间采用
!

1 检验#检验水准
$

=%&%4

#以
!

$

%&%4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大学生睡眠基本情况
!

大学生
]8l7

总分为$

-&-$V

'&0)

%分(睡眠质量差$

]8l7

'

/

分%的检出率为
00&0_

$

1'%(

"

41%1

%)按照
]8l7

'

/

分者为睡眠质量问题组#

]8l7

$

-

分者

为睡眠质量正常组进行评价#睡眠质量正常组
]8l7

各因子得

分及总分均低于睡眠质量问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不同睡眠质量的大学生体质类型分布情况
!

1'%(

例存

在睡眠质量问题的大学生中#偏颇体质占
(/&4_

$

11-4

"

1'%(

%#

1/('

例睡眠质量正常的大学生中平和体质
'%)

例

$

$%&4/_

%#睡眠质量正常与存在睡眠质量问题的大学生平和

体质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睡眠质量问题组大

学生偏颇体质出现例数由高到低顺序排为!阳虚质*痰湿质*气

郁质*阴虚质*气虚质*湿热质*血瘀质*特禀质#见表
1

)

表
1

!!

不同睡眠质量的大学生体质类型分布"

'

&

_

'#

中医体质
'

睡眠质量正常组 睡眠质量问题组

平和质
'0% '%)

$

(%&%

%

'0

$

$%&%

%

气虚质
)/$ 00'

$

)4&$

%

1'/

$

'0&(

%

阳虚质
-$) $'/

$

$(&'

%

4-/

$

/%&-

%

阴虚质
)-( '-'

$

40&(

%

'%)

$

04&$

%

痰湿质
)/) 100

$

'4&)

%

001

$

)0&0

%

湿热质
/$) 4-/

$

-%&/

%

1'/

$

1(&1

%

血瘀质
0%/ 1-1

$

))&-

%

$')

$

''&'

%

气郁质
)-1 ')-

$

40&)

%

'%4

$

04&0

%

特禀质
1%0 $-%

$

/'&'

%

'0

$

$)&-

%

合计
41%1 1/('

$

44&)

%

1'%(

$

00&0

%

?&@

!

大学生睡眠质量与中医体质类型相关性
!

从大学生中医

体质类型与睡眠质量的得分相关性分析表明#睡眠质量问题组

大学生中睡眠时间与阳虚质*阴虚质呈正相关(睡眠效率*睡眠

障碍与阴虚质*湿热质呈正相关(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与痰湿体质成负相关(睡眠质量各指标均与平和体质呈负相

关#见表
'

)

表
'

!!

睡眠质量问题组
]8l7

量表得分与中医体质类型的相关系数&

:

值'

项目 平和质 气虚质 阳虚质 阴虚质 痰湿质 湿热质 血瘀质 气郁质 特禀质

睡眠质量
Y%&)4-

F

%&%'( Y%&0%( %&$41 Y%&$$0 Y%&$$0 %&%0' %&$41 Y%&$/4

入睡时间
Y%&)40

F

%&%(- Y%&1%' %&$'$

Y%&'$0

F

Y%&1%$ %&$1) Y%&1%' Y%&$''

睡眠时间
Y%&-00

F

%&%%'

%&'%1

B

%&'00

F

Y%&00%

F

%&%%' Y%&%'0 Y%&$/) Y%&$'%

睡眠效率
Y%&-%'

F

%&$%% %&$%%

%&'$/

F

Y%&00)

F

%&1-)

B

Y%&%10 Y%&1'4 Y%&$$)

睡眠障碍
Y%&)0$

F

%&11) Y%&%0$

%&1$1

B

Y%&1$4

%&'$/

F

%&1'4 Y%&$'%

Y%&'''

F

催眠药物
Y%&'--

F

Y%&1$% %&$$% Y%&1'0 %&1%$ %&%)4 %&$') Y%&$$%

Y%&1-%

B

日间功能
Y%&4(0

F

Y%&%0% %&%0(

Y%&''-

F

Y%&$$1 %&1'4 %&$$% %&$4) Y%&$)1

总值
Y%&-()

F

%&%'- %&%'0 %&%%4 Y%&$)' %&$0$ %&$)$ Y%&$14

Y%&10$

B

!!

B

!

!

$

%&%4

#

F

!

!

$

%&%$

)

@

!

讨
!!

论

!!

睡眠是维系人类健康的重要保障#大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

关键时期#维持良好睡眠质量意义深远)当前#作为影响大学

生健康的突出因素之一#睡眠质量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医学等

相关领域的关注&

$1

'

)本研究结果显示#

41%1

名大学生睡眠质

量问题发生率为
00&0_

#高于近几年国内同类研究结果

$4&/_

!

01&(_

&

$.4

#

$'

'

#说明大学生睡眠状况不容乐观#应当引

起学校和社会的足够重视)近几年大学生睡眠问题的发生率

明显上升&

-

'

#考虑其主要原因为!$

$

%心理自我调节不够完善)

大学生学习压力大#面临考研*就业*恋爱*生活等各种刺激与

压力#加之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节奏快等因素#导致睡眠质量

问题发生率增高)$

1

%身体状况不佳)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不良饮食习惯#缺乏体育锻炼与生活起居失调等都会导致睡眠

质量下降)$

'

%与人格特质有关)典型内向与睡眠质量问题关

系较为密切#焦虑与负性情绪也影响睡眠质量&

$0

'

)身体状况*

心理症状和人格倾向是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的
'

个重要因素#

它们分别代表了个体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自身特点等
'

个

方面&

$4

'

)

本研究结果发现#睡眠质量存在问题的大学生偏颇体质占

(/&4_

#其中偏颇质位于前
'

位分别为阳虚质*痰湿质和气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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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体质#与
1%$)

年福建体检人群睡眠质量调查结果显示的前

'

位分别为气郁质*气虚质和血瘀质有所不同&

$)

'

)这可能与大

学生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现代社会大学生动辄熬夜#饮食多

嗜食生冷#长期居于空调冷气环境#衣着过少#中医称之为-非

其时而受其气.#更伤其阳&

$0

'

)阳气长期得不到潜藏休养#易

致不寐(痰湿者胃气不和#上扰心神则导致不寐#痰湿体质多卧

不安(同时#由于大学生学习就业压力及人际*情感等方面的影

响#肝失条达#日久易致气郁体质而卧寐异常)睡眠质量与体

质类型有一定关联#探讨失眠与体质之间的相关性对提高大学

生的睡眠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还发现#睡眠质量问题组大学生
]8l7

中睡眠时间

与阳虚质*阴虚质呈正相关(睡眠效率*睡眠障碍与阴虚质*湿

热质呈正相关(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与痰湿体质呈负

相关(睡眠质量各指标均与平和质呈负相关#提示大学生睡眠

质量与体质类型间存在相关性#体质类型可能是影响睡眠状况

的因素之一)针对不同体质的特点#纠正偏颇体质#有针对性

地干预或治疗#有利于改善睡眠状况)

综上所述#睡眠质量问题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不同体质

状况者睡眠状况差异较大)进行睡眠质量与中医体质的相关

性研究#将促进体质医学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为临床治疗睡眠

障碍选择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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