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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对中职生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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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对中职生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量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量表，对惠州市 1 615名中职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惠州市中职生睡

眠障碍检出率为 21.9%；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总分呈正相关（P<0.01）；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与睡眠质量总分呈负相关

（P<0.01）；手机依赖正向预测睡眠质量总分（P<0.001），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在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总分的影响上调

节作用显著（P<0.001）。结论 惠州市中职生睡眠障碍检出率高；手机依赖影响睡眠质量，高水平家庭亲密度及适应

性可减缓手机依赖对中职生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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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on sleep qua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Liang Jie-zhen1, Wu An-yi2, Luo Yun2* (1.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Huizhou Health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uizhou 516025,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Zhaoqing College, Zhaoqing 52606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MPD),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FCA) on sleep qua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SVSs). Methods A total of 1615 SVSs in Huizhou were

surveyed using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and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sleep disorder was 21.9% among SVSs in Huizhou. The sleep qua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PD (P<0.01) and negatively with FCA (P<0.01). MPD positively predicted sleep quality (P<0.001), while

FCA regulated the influence of MPD on sleep quality (P<0.001). Conclusion The sleep disorder is high among SVSs in

Huizhou. MPD has an impact on sleep quality, which can be alleviated by high FCA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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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个体生理活动的必要过程，是反映其身心

健康的重要指标[1]。良好的睡眠质量可促进青少年各

方面的积极发展[2]，而低睡眠质量将引发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问题。不少学者研究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的

关系，发现手机成瘾越严重的个体睡眠质量越差[3]。

本研究探讨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对中职生

睡眠质量的影响，旨为改善中职生睡眠质量提供

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5月在广东省惠州市选取

2所职业技术学校的中职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经学校

与学生本人知情同意后，随机抽取 2所学校 45个班级

的 1 615 名中职生进行调查，其中男生 639 名，女生

976名；独生子女 163名，非独生子女 1 452名；城市户

籍745名，农村户籍870名。

1.2 方法

1.2.1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采用刘贤臣等[4]

译制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包含 19个自评和 5

个他评项目，其中 18个自评项目参加计分(其他项目

不计分)，分别构成 7 个维度，每个维度按 0~3 等级计

分，各维度累积得分为 PSQI总分(范围为 0~21)，得分

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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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1.2.2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采用 Leung[5](2008)编制

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4 个维度共 17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手机依赖倾向越明显。在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1.2.3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采用邹定辉等[6]修

订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 (FACES Ⅱ -

CV)，两个维度共 30个条目，采用 5点计分，得分越高

表示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

1.3 统计学处理

选用SPSS 22.0软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析、简单斜率检验等方法，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惠州市中职生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

睡眠质量平均得分分别为(38.7±10.9)、(132.7±19.1)、

(5.5±2.9)。按照冯国双等[7]的评分标准，PSQI总分≤4

分为睡眠质量好，4<PSQI总分<8分为睡眠质量一般，

PSQI总分≥8分为睡眠质量差。本研究中睡眠质量好

者620人，占38.4%；睡眠质量一般者642人，占39.7%；

睡眠质量差者 353人，占 21.9%，即睡眠障碍检出率为

21.9%。

2.2 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与睡眠质量的

相关性

本组中职生手机依赖与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呈

负相关(r=-0.07，P<0.01)、与睡眠质量总分呈正相关

(r= 0.45，P<0.01)，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与睡眠质量

总分呈负相关(r=-0.16，P<0.01)。

2.3 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在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间

的调节作用

按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得分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

差为低分组，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进行分

组。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在手机依赖对睡

眠质量的影响上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如何发挥调节作

用。结果显示：在低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组，手机依

赖显著正向预测中职生睡眠质量总分(B=0.496，t=

17.771，P<0.001)；在高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组，手机依

赖对中职生睡眠质量总分的正向预测作用明显减弱

(β=0.366，t=12.423，P<0.001)。说明随着手机依赖程

度的升高，高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组的睡眠质量下降

程度小于低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组。即随着家庭亲密

度和适应性程度的升高，手机依赖对中职生的睡眠质

量下降程度影响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分层回归分

析检验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手机依赖对中职生的睡眠

质量总分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手机依赖、家庭亲密

度及适应性能够交互预测睡眠质量总分，说明家庭亲

密度、适应性在手机依赖对中职生睡眠质量的影响上

的调节作用显著(P<0.001)，见表1。

3 讨论

本研究观察了惠州市中职生手机依赖、家庭亲密

度及适应性与睡眠质量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亲密度、

适应性在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间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惠州市中职生睡眠障碍检出率高；手机依赖与

睡眠质量总分呈正相关，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与睡眠

质量总分呈负相关；手机依赖可正向预测睡眠质量总

分，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在手机依赖和睡眠质量的关

系上具有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所调查的惠州市 1615 名中职

生中，睡眠障碍检出率为 21.9%，与徐涛等[8] 报道

2006-2020 年我国南方地区中学生睡眠障碍患病率

(22.1%)基本相符，中职生睡眠障碍检测率较高。导

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一是学习任务多、学业就

业压力较大，影响中职生睡眠质量。研究发现学习负

担重、学业压力是导致青少年睡眠质量下降的主要因

素之一[8-9]；二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被广泛使用，中

职生上网时间增加，导致其睡眠质量下降。王锐烽

等[10]发现青少年过度使用电子设备会使大脑皮层非

常兴奋，从而影响青少年的睡眠；三是部分青少年自

制力较差[11]，容易养成占用睡眠时间玩手机的不良习

惯，影响作息安排。

本研究显示，手机依赖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总

分，说明惠州市中职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重，睡眠质量

表1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在手机依赖和睡眠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

aP<0.001

步骤

1

2

预测变量

手机依赖

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

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

因变量

睡眠

质量

β

0.435

-0.125

-0.080

t

19.651a

-5.658a

-3.569a

△R2

0.213

0.006

F

218.512a

150.9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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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差，与刘庆奇等[12]、张斌等[13]研究结果相符，即个体

手机成瘾越严重，其睡眠质量越差。导致这一结果原

因可能是：一是根据沉浸理论，手机成瘾者会忽略身

边的事情，完全投入地使用手机，过滤掉所有与之无

关的感知，进入一种沉浸状态。这种状态让人感到快

乐，导致青少年愿意以牺牲睡眠时间和影响睡眠质量

来维持[12,14]；二是手机依赖者更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中，感受到更少的社会支持，更容易产生孤独感，从

而影响青少年的睡眠质量[15-16]；三是手机蓝光显著抑

制褪黑素的分泌[17]，手机辐射对大脑产生干扰，使青

少年入睡时间推迟或引发各种身体的不适，从而导致

睡眠质量下降[18]。

本研究还发现，在所调查的惠州市中职生中，手

机依赖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受到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

的调节，即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会因家庭亲密

度及适应性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强度上的差异，随着

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程度的不断提升，手机依赖对睡

眠质量的影响不断减弱。导致这一结果原因是：家庭

对个体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良好的家庭关系是影

响个体发展的重要保护性因子[19-20]。高水平家庭亲密

度中的个体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更少出现负性

情绪[21-22]。在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水平较高的家庭

中，青少年因父母提供更多情感上的照顾和支持而具

有更多积极的情绪，有效防范因孤独感而导致过度依

赖手机[23-24]，从而减轻了因使用手机而对睡眠质量造

成的不良影响[25]。

综上述，本研究表明手机依赖对中职生睡眠质量

的预测作用，及家庭亲密度、适应性在手机依赖和睡

眠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防止惠州市中职

生的睡眠障碍的发生具有实践意义。第一，从手机使

用角度对中职生进行干预，引导其合理安排使用手

机，确保睡眠时间；第二，从培养家庭亲密情感和沟通

适应的能力的角度进行干预，增强家庭功能对中职生

应对困难和负性情绪的保护作用，有效缓解中职生的

睡眠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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