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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和睡眠障碍的关系，以及焦虑的中介作用，从而抵御智能手机成瘾，

减少焦虑和睡眠障碍，促进身心健康。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阿森斯睡眠量表

对4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大学生焦虑和睡眠障碍与性别和年级有关(P < 0.05)；2) 智
能手机成瘾倾向与焦虑、焦虑与睡眠障碍呈显著正相关(r = 0.35，0.45，均P < 0.01)；3) 焦虑在智能手

机成瘾和睡眠障碍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8.1% (r = 0.45, P <0.05)。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睡眠障碍存在正相关，而焦虑是形成智能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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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sleep disorder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xiety, to resist smartphone addiction, reduce anxiety and sleep dis-
orders, and promot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 questionnaire of 400 college students was con-
ducted using the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and Asens sleep scale.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Anxiety and sleep disorders were related to gender and grade (P < 0.05); 2) 
Smart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and anxie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leep disorders (r = 0.35, 0.45, both P < 0.01); and 3) Anxiety was fully mediated 
between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sleep disorders, accounting for 98.1% of the total effect (r = 
0.45, P <0.05). The results show that smartphone addic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leep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anxie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ming smartphone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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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现代化提高，手机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作

为智能手机的主要使用群体，即能从中获利也会引发智能手机成瘾，手机成瘾对大学生学习、生活及身

体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明显。如何应对挑战，维持身心健康，增强自控力，抵御手机成瘾等诱发的一

系列相关性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智能手机成瘾被定义为个体对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且对该种使用行为无法控制，从而引发一系列

心理和行为问题(刘勤学等，2017)。手机成瘾界定标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手机的滥用，不该用的时

候也频繁使用；二是手机过多地影响生活、工作和学习；三是停机或手机不在身边时，身体会出现一系

列的不适反应，包括生理和心理反应。(韩登亮，齐志斐，2005)。研究表明，与智能手机成瘾相关的影响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以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为主要影响因素(Kitazawa et al., 2018)。各方面压力大

的人极容易出现手机成瘾，大学生在不同阶段面临着学习、生活、实习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易导致

产生复杂情绪，使得他们需要释放压力(周喜华，2010)。 
睡眠障碍是指在有充足睡眠时间和机会的情况下，发生反复入睡、睡眠维持于巩固、睡眠质量差等

困难，导致患者日常功能受损(李雪丽，张斌，2018)。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睡眠障碍的发生率为 18.2%，

高年级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率高于低年级学生(张林等，2006)，男生得分明显高于女生，睡眠质量较差(刘
贤臣，唐茂芹，胡蕾，王爱祯，陈琨，赵贵芳，1995)。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状态与睡眠障

碍有关系，躯体健康、心理、社会心理等不利因素增多是大学生睡眠障碍发生的主要原因(杨艳杰等，2000)。 
焦虑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在焦虑状态下会产生担心、惊慌、害怕、恐惧等；预料到模糊的、

不确定的内外刺激对自身产生威胁、又感无力应对时的受挫感；是一种紧张的期待，具有动机意义(党彩

萍，2005)。研究表明，手机成瘾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焦虑(张玥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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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焦虑和睡眠障碍呈显著正相关，符合焦虑标准的学生在睡眠质量、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不良

等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正常者(刘贤臣等，1997)。综上所述，目前研究已证明了智能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

的关系以及焦虑与睡眠障碍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中介模型，了解智能手机成瘾是如何通过

焦虑影响睡眠障碍，见图 1。 
 

 
Figure 1. Mediator model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xiety, sleep disorder 
图 1. 智能手机成瘾、焦虑、睡眠障碍的中介模型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向在校大学生发放网络问卷，共发放问卷 4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90 份，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 92.8%，其中男 139 人，女 251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采用苏双等(2014)编制的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SAS-C)，共有 22 个项目，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分为 6 个维度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

响、App 使用、App 更新。SAS-C 项目得分 ≥ 77 分为确定“SAS-C 群体”(即智能手机成瘾)，66~76 分

为“SAC-C 边缘群体”(即具有智能手机成瘾倾向)，≤65 分者界定为“SAC-C 正常群体”。该量表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88。 

2.2.2. 焦虑自评量表 
采用王征宇，迟玉芳(1984)翻译修订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适用于处于焦

虑症状的成年人。该量表有 20 个题目，采用 Likert4 点计分，很少有 = 1 分，有时有 = 2 分，大部分时

间有 = 3 分，绝大多数时间有 = 4 分。该量表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768。 

2.2.3. 阿森斯睡眠量表 
采用 Soldatos (2000)编制的阿森斯睡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 AIS)，是国际公认的睡眠质量自评

量表。该量表由 8 个条目组成，采用 Likert4 点计分，每个条目之和即为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

越差。总分范围为 0~24 分，0~3 分为无睡眠障碍，4~6 分为可疑失眠，总分 > 6 分即为失眠。该量表内

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9。 

2.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SPSS21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 SPSS21 中的

process3.0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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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差异分析 

对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男生在焦

虑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 = 2.57, P < 0.01)，在睡眠障碍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 = 1.97, P < 
0.05)。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别差异。对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年级差异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在焦虑上有显著差异(F = 17.05, P < 0.01)，在睡眠障碍上有显著差异

(F = 22.19, P < 0.01)。经事后检验发现，大一、大二学生的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大三、大四、大五的学生(P 
< 0.01)，大一、大二学生的睡眠障碍得分显著低于大三、大四、大五的学生(P < 0.05)。其他因子无显著

年级差异，见表 1。 
 

Table 1.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xiety and sleep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X ± SD) 
表 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差异分析(X ± SD) 

因素 变量 人数/n% 智能手机成瘾 焦虑 睡眠障碍 

性别 

男 139 (35.6) 3.01 ± 0.67 2.16 ± 0.57 2.08 ± 0.60 

女 251 (64.4) 3.08 ± 0.57 2.02 ± 0.51 1.96 ± 0.58 

t 值  −1.16 2.57 1.97 

P 值  0.25 0.01 0.05 

年级 

大一 86 (22.1) 2.94 ± 0.54 1.81 ± 0.45 1.68 ± 0.53 

大二 71 (18.2) 3.14 ± 0.64 1.90 ± 0.44 1.82 ± 0.51 

大三 89 (22.8) 3.11 ± 0.70 2.13 ± 0.57 2.01 ± 0.55 

大四 80 (20.5) 3.06 ± 0.62 2.14 ± 0.54 2.13 ± 0.56 

大五 64 (16.4) 3.06 ± 0.47 2.43 ± 0.44 2.44 ± 0.50 

F 值  1.25 17.05 22.19 

P 值  0.29 0.00 0.00 

3.2.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睡眠障碍得分呈正相关(r = 0.16, P < 0.01)，大学生智能手机

成瘾与焦虑呈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35, P < 0.01)，与睡眠障碍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5, P < 0.01)。见

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xiety and sleep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 = 390) 
表 2.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相关分析(n = 390) 

 X ± SD 智能手机成瘾 睡眠障碍 焦虑 

智能手机成瘾 3.06 ± 0.60 1   

睡眠障碍 2.00 ± 0.59 0.160** 1  

焦虑 2.07 ± 0.54 0.349** 0.450**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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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关系睡眠障碍的回归分析 

以智能手机成瘾、焦虑为自变量，以睡眠障碍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焦虑对睡眠障

碍有显著预测作用。其回归方程式为：睡眠障碍 = 0.492*焦虑 + 0.98 (表 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xiety and sleep disord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 = 390) 
表 3.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与睡眠障碍的回归分析(n = 390)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b SE β t P 

睡眠障碍 
焦虑 0.45 0.203 0.492 0.050 0.45 9.930 0.000 

智能手机成瘾    0.878 0.03 0.65 0.948 

3.4.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智能手机成瘾为自变量，焦虑为中介变量，睡眠障碍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模型。结果如表 4，使

用 Bootstrap 方法对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智能手机成瘾不可以直接正向预测

睡眠障碍，必须通过焦虑这一中介变量预测睡眠障碍，其完全中介效应为 98.1% (图 2)。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xiety and sleep disord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图 2.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睡眠障碍的中介效应 

 
Table 4. Tes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xiety and sleep disord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 = 390) 
表 4.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和睡眠障碍的中介效应检验(n = 390) 

中介路径 效应值 SE 
Bootstrap 95% CI 

完全中介效应 
下线 上线 

智能手机成瘾–焦虑–睡眠障碍 0.152 0.035 0.093 0.227 98.1% 

直接效应 0.003 0.047    

总效应 0.155 0.049    

4. 讨论 

4.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与睡眠障碍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本研究表明，男生在焦虑得分上显著高于女生，与以往研究一致(丁锦红，1995)。男生在睡眠障碍得

分上高于女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刘贤臣，唐茂芹，彭秀桂，陈琨，戴郑生，1995)。研究表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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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发生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差和睡眠效率低等情况，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刘贤臣等，1997)。
高年级在焦虑得分和睡眠障碍得分都高于低年级，可能高年级学生面临实习中繁杂的工作，考研备考期

间的学习压力和临近毕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心理压力较大，容易产生焦虑和睡眠障碍等问题。 

4.2.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与睡眠障碍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焦虑呈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这验证了以往的研究(Matar Boumosleh 
& Jaalouk, 2017)。当产生焦虑等负性情绪时，不愿与人交流，更倾向于通过手机里的社交平台释放情绪，

或者通过游戏和其他娱乐功能沉浸在虚拟世界中，从而增加手机成瘾的可能性(Gao et al., 2018)。焦虑与

睡眠障碍显著正相关，这验证了以往的研究(杨本付等，2000)。即焦虑程度越高，大学生睡眠质量越差，

患睡眠障碍风险越高(王道阳等，2016)。 

4.3. 焦虑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和睡眠障碍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表明，焦虑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和睡眠障碍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大

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不能直接作用于睡眠障碍，而需要通过焦虑对睡眠障碍起作用。智能手机成瘾者在一

定程度上反应了大学生自控力不足，由于白天课程较多，任务繁多，导致大学生在空余休闲时间过度使

用手机，甚至在晚上报复性使用手机，缩短睡眠时间。智能手机成瘾也会导致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学习

效率低下，从而面临学业压力，产生焦虑情绪(张玥等，2018)。焦虑使得大学生白天恶补学业以及处理一

些其它事情，晚上焦虑情绪也存在，从而导致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睡眠质量低和睡眠效率低(廖婷婷

等，2007)。 

5. 结论 

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在性别和年级上没有显著差异。 
2) 男大学生在焦虑和睡眠障碍上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3) 高年级大学生在焦虑和睡眠障碍上显著高于低年级大学生。 
4)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焦虑、睡眠障碍三者之间存在正相关。 
5) 焦虑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睡眠障碍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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