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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大学生暑假期间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及负性情绪现状，并考察网络成瘾和睡眠质量对负性情绪的影
响，为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以网络问卷形式在 ２０１７年暑期收集大学生资料共 ５０１份，问卷内容包括一
般人口学资料、网络成瘾量表（ＩＡＴ）、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ＰＳＱＩ）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ＤＡＳＳ-２１）。 结果 共 １７３
人（３４．５％）存在网络成瘾，９３人（１８．６％）存在睡眠质量问题。 有无网络成瘾和有无睡眠质量问题的方差分析显示，抑郁-
焦虑-压力维度评分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显著（P＜０．０５）；简单效应检验显示，有网络成瘾者 ＤＡＳＳ -２１ 三个维度评分均高
于无网络成瘾者，有睡眠质量问题者 ＤＡＳＳ-２１评分高于无睡眠质量问题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０．０１）。 ＩＡＴ评分
与 ＤＡＳＳ-２１三个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P＜０．０１）。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网络成瘾、睡眠质量、爱恋与否均为抑郁、焦虑、压力
负性情绪影响因素（R２ ＝０．４６、０．４５、０．４８，P均＜０．０１）。 结论 暑期大学生网络成瘾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网络成瘾和睡眠质
量对其抑郁、焦虑、压力负性情绪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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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Methods ５０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 ＩＡＴ），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ＰＳＱＩ）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２１ （ＤＡＳＳ -２１）．Results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３（３４．５％）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９３（１８．６％）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P＜０．０５）．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P＜０．０１）．Ｔｈｅ ＩＡ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P＜０．０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ｌｏｖ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R２ ＝０．４６， ０．４５， ０．４８， P＜０．０１）．Conclusion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ｄ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Keywords】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项目基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１７ＳＢ０６２６）；西南
医科大学校级研究项目（２０１５ -ＹＪ１１４）；西南医科大学 -西南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专项项目（２０１５ -ＱＢ -００６）

  大学生网络成瘾及其睡眠质量问题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 大学生或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
群。 研究显示，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比例高达 ６．６％

～１３．５％［１ -３］ 。 睡眠质量是评价个体身心健康的关
键指标之一。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约 １６．９％ ～
２８．４％的大学生存在睡眠质量问题［４ -６］ ，且大学生
网络成瘾程度与睡眠质量等级有关

［７］ 。 大学生面
临学业、人际、情感、生活、就业等多重压力，常会出
现负性情绪体验，而网络成瘾及睡眠质量问题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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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研究显示，
２０％以上网络成瘾者存在强迫、抑郁、焦虑和冲动等
症状

［３］ ，而有焦虑、抑郁症状的人群睡眠质量较差
的比例明显高于无焦虑、抑郁症状的人群［４］ 。 并且
睡眠质量与焦虑、抑郁呈正相关［８］ ，国外研究表明，
网络成瘾和睡眠质量对抑郁症状起部分中介作

用
［９ -１０］ 。 目前，国内尚无关于大学生暑期网络成

瘾、睡眠质量对抑郁、焦虑、压力负性情绪交互作用
影响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调查大学生网
络成瘾、睡眠质量及抑郁、焦虑、压力负性情绪三者
之间的相关性及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对负性情绪的
影响，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样本来自四川省某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采
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 ２０１７年暑假期间以网
络问卷形式完成。 使用统一调查表，说明调查目的、
意义、保密承诺等事项，要求被试如实填写网络问
卷。 共 ５１０名大学生参与网络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５０１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９８．２％。

１．２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收集被试的性别、
年龄、年级、生源地（城镇或农村）、是否为独生子
女、是否恋爱等基本情况。

采用 Ｙｏｕｎｇ等［１１］
编制的网络成瘾测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ＡＴ）。 该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采用 ５
级评分，ｌ＝几乎没有，２ ＝偶尔，３ ＝有时，４ ＝经常，５
＝总是，ＩＡＴ总评≥５０分即为存在网络成瘾［２］ 。
采用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 （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ＰＳＱＩ）评定被试近一个月总体睡眠质
量。 该量表由 Ｂｕｙｓｓｅ 等［１２］

于 １９８９年编制，由 １９个
自评条目和 ５个他评条目构成，第 １９ 个自评条目和
５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 参与计分的 １８ 个自评
条目分别构成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７ 个
因子，每个因子采用 ０ ～３ 分 ４ 级评分法，各因子评
分之和为 ＰＳＱＩ 总评分，评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ＰＳＱＩ总评分≥８分可判定存在睡眠质量问题［１３］ 。

采用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 （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２１，ＤＡＳＳ-２１）评定被试过去一
周内的负性情绪。 该量表由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 等［１４］

于 １９９５
年编制。 ＤＡＳＳ-２１简体中文版由龚栩等［１５］

修订完

成，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ＤＡＳＳ-２１共 ２１个条目，包

括抑郁、焦虑、压力 ３ 个维度，每个维度由 ７ 个条目
组成，采用 ０ ～３ 分 ４ 级评分法。 评分越高，负性情
绪越严重

［１６］ 。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分析，对大学生网络成瘾、
睡眠质量和负性情绪体验的整体情况采用描述性统

计。 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U检验比较 ＤＡＳＳ -２１ 评
分在一般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分析对 ＩＡＴ、ＰＳＱＩ和 ＤＡＳＳ-２１评分进行相关分析。
有无网络成瘾及有无睡眠质量问题对抑郁、焦虑、压
力负性情绪的交互作用采用二因素方差分析进行。
网络成瘾及睡眠质量问题对 ＤＡＳＳ-２１ 抑郁、焦虑、
压力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研究中，被试年龄 １７ ～２４（１９．６１ ±１．１９）岁，
其中男生 ２０５ 人（４０．９％），女生 ２９６ 人（５９．１％）；
农村学生 ２３８ 名 （ ４７．５％），城镇学生 ２６３ 名
（５２．５％）；独生子女 ２７１ 名（５４．１％），非独生子女
２３０名（４５．９％）；１５３ 名（３０．５％）大学生正处于恋
爱关系，３４８名大学生为单身（６９．５％）。

２．２ 大学生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及负性情绪评分

大学生 ＩＡＴ评分为 ２０ ～９７（４５．６１ ±１３．６４）分，
有网络成瘾者 １７３ 人（３４．５％）。 ＰＳＱＩ评分为 ０ ～１７
（５．０２ ±２．８８）分，有睡眠质量问题者 ９３ 人（１８．６％）。
ＤＡＳＳ-２１抑郁维度评分为 ０ ～２１ 分（４．５８ ±４．８０）
分，焦虑维度评分为 ０ ～２１ （４．７１ ±４．６３）分，压力
维度评分为 ０ ～２１（５．４２ ±４．５９）分。

２．３ 大学生 ＤＡＳＳ -２１ 评分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上
的差异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U检验结果显示，ＤＡＳＳ -２１ 焦
虑、压力维度评分在性别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０．０５），男生抑郁维度评分高于女生，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ＤＡＳＳ -２１ 焦虑、压力维度
评分在生源地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或
０．０１），农村生源地大学生焦虑、压力维度评分高于
城镇的大学生；在抑郁维度评分也有相同趋势
（P＝０．５４）。 ＤＡＳＳ-２１ 三个维度评分在是否独生
子女及恋爱与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０．０５）。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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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学生 ＤＡＳＳ -２１ 评分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异

项  目
ＤＡＳＳ-２１ 评分 ［Ｍ（Ｑ１ ～Ｑ２ ）］

抑郁 焦虑 压力

性别 男生（n ＝２０５） ３  ．００（１．００ ～８．００） ａ ４ �．００（１．００ ～７．００） ４ 葺．００（２．００ ～８．００）

女生（n ＝２９６）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４ 葺．００（２．００ ～７．００）

生源地 城镇（n ＝２６３）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４ 葺．００（２．００ ～７．００）

农村（n ＝２３８） ３  ．００（１．００ ～８．００） ３ �．００（１．００ ～７．００） ａ ５ 葺．００（２．００ ～８．００） ｂ

是否独生 独生（n ＝２７１） ３  ．００（１．００ ～７．００） ３ �．００（１．００ ～７．００） ４ 葺．００（２．００ ～８．００）

非独生（n ＝２３０）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４ 葺．００（２．００ ～７．００）

是否恋爱 有恋爱（n ＝１５３） ３  ．００（１．００ ～８．００） ３ �．００（１．００ ～７．００） ５ 葺．００（２．００ ～８．００）

无恋爱（n ＝３４８）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７５） ３ �．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 ４ 葺．００（２．００ ～７．００）

注：ＤＡＳＳ -２１，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ａP ＜０．０５，ｂP ＜０．０１

２．４ 网络成瘾与睡眠质量对负性情绪的影响

对大学生抑郁、焦虑、压力负性情绪分别进行 ２
（有无网络成瘾） ×２（有无睡眠质量问题）的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在抑郁维度，有无网络成瘾和有无睡
眠质量问题主效应显著 （ F ＝１４９．０９、 ４５．０１，
P＜０．０１）；有无网络成瘾和有无睡眠质量问题交互
作用显著（F ＝３．８１，P ＜０．０５）。 在焦虑维度，有无
网络成瘾和有无睡眠质量问题主效应显著（F ＝
１２３．６０、５７．０６，P ＜０．０１）；有无网络成瘾和有无睡
眠质量问题交互作用显著（F ＝５．９８，P ＜０．０５）。 在
压力维度，有无网络成瘾和有无睡眠质量问题主效
应显著（F＝１５０．４８、４０．９８，P ＜０．０１）；有无网络成
瘾和有无睡眠质量问题交互作用显著（F ＝４．８２，
P＜０．０５）。 见图 １、图 ２、图 ３。 进一步独立样本 t 检
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抑郁维度上，无论是否
有网络成瘾，有睡眠质量问题的大学生抑郁维度评分
均高于无睡眠质量问题者（t ＝４．８６、３．１０，P＜０．０１），

图 １ 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对抑郁的交互作用

效应值分别为 ０．７７、０．６７；无论是否有睡眠质量问
题，有网络成瘾的大学生抑郁维度评分均高于无网
络成瘾者（ t＝６．０７、１２．４１，P ＜０．０１），效应值分别为
１．４０、１．１８。 焦虑维度和压力维度得出的结果类似。
见表 ２。 在抑郁、焦虑、压力负性情绪上，有网络成
瘾的效应值均大于无网络成瘾者；有睡眠质量问题
的效应值均大于无睡眠质量问题者。

图 ２ 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对焦虑的交互作用

图 ３ 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对压力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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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网络成瘾、睡眠质量问题对负性情绪影响的独立样本 t检验

有睡眠障碍者 无睡眠障碍者 t Ｃｏｈｅｎ’ ｓ ｄ
（抑郁）有网络成瘾者 １０ 崓．９７ ±５．２５ ７ ｗ．０３ ±５．０４ ４ 晻．８６ ａ ０  ．７７

   无网络成瘾者 ４ 崓．５２ ±３．８３ ２ ｗ．３３ ±２．５３ ３ 晻．１０ ａ ０  ．６７

   t ６ 後．０７ ａ １２ 篌．４１ ａ

   Ｃｏｈｅｎ’ ｓ ｄ １ 後．４０ １ 篌．１８

（焦虑）有网络成瘾者 １１ 崓．０５ ±４．９１ ６ ｗ．５７ ±４．７８ ５ 晻．８６ ａ ０  ．９２

   无网络成瘾者 ４ 崓．９７ ±３．８０ ２ ｗ．６７ ±２．７１ ３ 晻．２９ ａ ０  ．７０

   t ６ 後．０４ ａ １０ 篌．３２ ａ

   Ｃｏｈｅｎ’ ｓ ｄ １ 後．３８ １ 篌．００

（压力）有网络成瘾者 １１ 崓．５２ ±４．８０ ７ ｗ．７４ ±４．５７ ５ 晻．１２ ａ ０  ．８１

   无网络成瘾者 ５ 崓．１６ ±３．１０ ３ ｗ．３１ ±２．８１ ３ 晻．１８ ａ ０  ．６３

   t ６ 後．７０ ａ １１ 篌．７９ ａ

   Ｃｏｈｅｎ’ ｓ ｄ １ 後．５７ １ 篌．１７

注：ａP ＜０．０１

２．５ 网络成瘾、睡眠质量与负性情绪相关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显示，ＩＡＴ 评分与 ＤＡＳＳ -２１
抑郁、焦虑、压力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 ＝０．６４、０．６２、

０．６６，P均＜０．０１），ＰＳＱＩ 评分与 ＤＡＳＳ -２１ 各维度
评分无线性相关。 ＩＡＴ 评分与 ＰＳＱＩ 评分呈正相关
（r＝０．４３，P＜０．０１）。 见图 ４、图 ５、图 ６、图 ７、图 ８、
图 ９。

图４ 网络成瘾与抑郁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５ 网络成瘾与焦虑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６ 网络成瘾与压力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 ７ 睡眠质量与抑郁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８ 睡眠质量与焦虑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９ 睡眠质量与压力相关分析散点图

２．６ 大学生负性情绪影响的回归分析

分别将 ＤＡＳＳ -２１ 三个维度评分作为因变量，

将一般情况中对负性情绪影响有意义的性别、 生源
地、 是否爱恋、 ＩＡＴ 和 ＰＳＱＩ 评分作为自变量， 进
行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只有是否爱恋、 ＩＡ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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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 ＰＳＱＩ评分三个变量进入到对抑郁、 焦虑、 压
力有影响的回归方程。 网络成瘾、 睡眠质量问题、
是否爱恋均能预测抑郁、 焦虑和压力负性情绪

（R２ ＝０.４６、 ０.４５、０.４８， P均＜０.０１）； 此外， 性别对
抑郁和焦虑负性情绪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见表 ３。

表 ３ 负性情绪影响的回归分析（n ＝５０１）

（因变量）自变量 系数（β） 标准误（ＳＥ） t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R２ ＇校正 R２

（抑郁）网络成瘾 ０ Ｙ．１９ ０ �．０１ １５ 湝．０３ ａ ０ ９．５５ ０ 儋．４７ ０ y．４６

   ＰＳＱＩ评分 ０ Ｙ．３７ ０ �．０６ ６ 湝．０５ ａ ０ ９．２２

   性别 -１ Ｙ．２３ ０ �．３２ -３ 湝．８３ ａ -０ ９．１３

   爱恋与否 -０ Ｙ．８５ ０ �．３４ -２ 湝．５０ ｂ -０ ９．０８

（焦虑）网络成瘾 ０ Ｙ．１７ ０ �．０１ １３ 湝．８６ ａ ０ ９．５１ ０ 儋．４５ ０ y．４５

   ＰＳＱＩ评分 ０ Ｙ．４２ ０ �．０６ ７ 湝．１３ ａ ０ ９．２６

   爱恋与否 -１ Ｙ．１３ ０ �．３３ -３ 湝．４０ ａ -０ ９．１１

   性别 -０ Ｙ．８０ ０ �．３１ -２ 湝．５７ ｂ -０ ９．０９

（压力）网络成瘾 ０ Ｙ．１９ ０ �．０１ １５ 湝．６１ ａ ０ ９．５６ ０ 儋．４９ ０ y．４８

   ＰＳＱＩ评分 ０ Ｙ．３９ ０ �．０６ ６ 湝．９４ ａ ０ ９．２５

   爱恋与否 -０ Ｙ．７３ ０ �．３２ -２ 湝．２８ ｂ -０ ９．０７

注：ａP ＜０．０１，ｂP ＜０．０５

３ 讨  论

本研究中，大学生网络成瘾占 ３４．５％，高于既
往报道的比例

［１ -３］ ，这可能与本研究调查时间为暑
期有关，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上网、游戏等；
１８．６％的大学生存在睡眠质量问题，与国内外研究
结果接近

［４ -６］ 。 男生抑郁评分高于女生，更多的责
任、社会支持的丰富程度和有效的情感表达均不及
女生充分可能是男生有更多负性情绪的原因。 农村
大学生 ＤＡＳＳ -２１ 三个维度评分均高于城镇大学
生，与张迪等［１７ -１８］

研究结果一致，农村学生家庭经
济情况较差、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大多有留守经
历，可能使得其兴趣爱好、综合能力的发展受到诸多
限制，到大学后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自卑及社交
退缩等。 研究显示，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个
体心理健康的发展，减少心理障碍的发生［１９］ 。

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对抑郁、焦虑、压力影响的
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显著，无论有无网络成瘾，有睡
眠质量问题的大学生 ＤＡＳＳ -２１三个维度评分均高
于无睡眠质量问题者；无论有无睡眠质量问题，有网
络成瘾的大学生 ＤＡＳＳ-２１ 三个维度评分均高于无
网络成瘾者。 即存在网络成瘾或睡眠质量问题的大
学生更容易出现负性情绪。 因此，为改善大学生负
性情绪、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对已存在网络成瘾或
睡眠质量问题者应给予更多关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显示，ＩＡＴ 评分与 ＤＡＳＳ -２１

三个维度评分呈正相关，网络成瘾越严重，其体验到
的抑郁、焦虑、压力负性情绪越重。 进一步回归分析
显示，网络成瘾、睡眠质量对抑郁、焦虑、压力负性情
绪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均在 ０．４５ 以
上，表明这些因素可能是大学生暑期负性情绪问题
的主要来源。 已有多个研究报告网络成瘾和睡眠障
碍单独贡献于大学生情绪问题

［８，２０ -２１］ ，但这两个因
素往往是同时出现的。 本研究中网络成瘾和睡眠障
碍对负性情绪存在显著交互作用，也表明二者共同
作用可能加剧大学生的情绪问题。 综上所述，网络
成瘾和睡眠质量问题均可以预测大学生抑郁、焦虑、
压力负性情绪。 改善暑期大学生网络成瘾与睡眠质
量问题，可能有利于改善大学生负性情绪。
本研究不足之处：①仅为横断面调查，对改善大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②本研究调查对象均来自同一所学校且样本量较
小，结果可能不具有广泛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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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Ｊ］．ＢＭ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２０１７， １７（１）： １０６．

［１０］ Ｔａｎ Ｙ， Ｃｈｅｎ Ｙ， Ｌｕ Ｙ， ｅｔ 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
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６， １３（３）： ３１３ -３２４．

［１１］ Ｙｏｕｎｇ ＫＳ．Ｃｙｂｅｒ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Ｃｙｂｅｒ Ｐｓｙｃｈ Ｂｅｈａｖ，１９９９， ２ （５ ）： ４７５ -

４７９．

［１２］ Ｂｕｙｓｓｅ ＤＪ，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ＣＦ，Ｍｏｎｋ ＴＨ，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１９８９，２８（２）： １９３ -２１３．

［１３］ 刘贤臣，唐茂芹．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Ｊ］．
中华精神科杂志，１９９６，２９（２）：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４］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 ＰＦ， Ｌｏｖｉｂｏｎｄ ＳＨ．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ｓ
（ＤＡ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ｃ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 Ｊ］．
Ｂｅｈａｖ Ｒｅｓ Ｔｈｅｒ， １９９５， ３３（３）： ３３５ -３４３．

［１５］ 龚栩，谢熹瑶，徐蕊，等．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

（ＤＡＳＳ -２１）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 Ｊ］．中国临床心理
学杂志， ２０１０， １８（４）： ４４３ -４４６．

［１６］ ＳｚａｂóＭ．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ｓ
（ＤＡＳＳ -２１）：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Ｊ］．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 ２０１０， ３３（１）： １ -８．

［１７］ 张迪．不同生源地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变迁（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Ｊ］．心理学探新， ２０１５， ３５（６）： ５６１ -５６６．

［１８］ 李亚红．民族院校 ４７８２ 名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

分析［ Ｊ］．医学争鸣， ２００７， ２８（８）： ７５８ -７６０．

［１９］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ＲＨ， Ｃｏｒｗｙｎ ＲＦ．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Ｊ］．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ｌ， ２００２， ５３（１）： ３７１ -３９９．

［２０］ 冯晓黎， 梅松丽， 李兆良．网络成瘾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

影响［ Ｊ］．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０６， ２７（１１）： ９５１ -９５２．

［２１］ 杨轶冰， 李福华．网络成瘾与大学生的情绪障碍的关系调查

［ Ｊ］．教师教育研究， ２００９， ２１（５）： ４０ -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１）

（本文编辑：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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