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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不同吸烟
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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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

取某大学1～3年级在校大学生8138名，以自填式结构问卷调查学生的心理压力、自身和同伴吸烟情

况及社会经济学指标，chalder疲劳量表测量其躯体和精神疲劳。以“从未吸烟者”作为对照组，分别

以“尝试吸烟者”和“现吸烟者”作为病例组，进行Multinomiall。gistic回归分析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

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结果 进入大学后仍有学生尝试或形成吸烟行为。调整社会经济学指标和

同伴吸烟行为的影响后，躯体疲劳(OR=1．044，95％口：1．013～1．075)、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

(OR=1．020，95％c，：1．0叭～1．040)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学习压力(oR=1．063，95％a：

1．叭2～1．117)是女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人际与环境压力(oR=1．152，95％C，：1．叭2～1．312)

是女生现吸烟的危险因素。结论心理压力及疲劳和大学生吸烟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且对不

同性别和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

【关键词】 吸烟行为；心理压力；疲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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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re the relati。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ess，fatigue and different

smoking behaviors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Ⅵethods 813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grade 1 to 3

were sampled with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fr()m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and were

studied on their psychol。gical stress，peer and self smoking behaviors，as well as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with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Physical and mental fatigue was measured by Chalder fatigue scale．

A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01。gical

stress，fatigue and different smoking behaviors with‘n。n—smokers’ defined as control group while‘triers’

and‘current smokers’ as case group，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students trying to smoke or

becoming current smokers on university campus． After adjusting the effect of relevant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nd peer sm。king behavior，physical fatigue(oR=1．044，95％C，：1．013—1．075)and‘worry

about current academic and future work’(()R二1．020，95％C』：1．00】_1．040)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tryirlg to smoke among male students，while‘study stress’(oR=1．063，95％Cj：1．012—1．117)was the

risk fact。r for female students when start smoking． ‘Personnel relationship and environment stress’(0R=

1．152，95％CJ：1．012—1．312)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female students’ current smoking behavior．

ConcIusi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fatigue were moderately associated with smoking behavior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impact was different on different gender and smoking behaviors that

suggesting that some specific psychologica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so as t。contr。l different sm。king

behaviors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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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吸烟者的吸烟频率m3I；职业紧张与吸烟行为呈

现一定程度的关联n1。有研究发现学校日常压力与

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显著相关联㈨；在一

项追踪研究中发现焦虑情绪能推迟学生吸烟行为的

发生㈧。心理负荷是导致疲劳的因素之一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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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于疲劳因素对吸烟行为的研究鲜有报道。我国

大学生吸烟率低于成年人，大多数为尝试吸烟和不

规律吸烟o7I。71．3％的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承受

着较大的心理压力。8。；50％的大学生存在心理疲

劳‘9 o。为此，开展了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吸烟

行为影响的研究，探讨我国大学生吸烟行为的心理

成因。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以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广州地区

某重点大学1～3年级在校学生8912名，其中8138

(91．32％)人回答了问卷的全部内容。

2．调查方法：采用自填式结构问卷调查大学生

的社会经济学指标、心理压力及疲劳情况、自身及同

伴的吸烟行为。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填写结

束后，由调查员复核调查内容，发现遗漏及时补充。

3．相关测量：

(1)吸烟行为定义：参照全球青年烟草调查

(GYTS)。10。，吸烟行为定义为：①从未吸烟：指未曾

吸过一口烟；②尝试吸烟：指曾尝试吸过烟，但到目

前为止总量不超过4支；③现吸烟：指在调查前的

30 d内吸过烟，且吸烟总量超过4支。

(2)心理压力：参照相关研究⋯。1 3。，采用自编的压

力问卷测量学生在过去6个月的压力感受，具体包括

“担心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与周围同学相处

不好”等10个条目，答案选择采用Liken氏6分制法

(1=肯定不严重，2=不太严重，3=不严重，4=有些

严重，5=严重，6=非常严重)。根据所选答案分别赋

予相应的分值，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压力越大。

(3)疲劳：疲劳的测量使用Chalder疲劳量

表。1 4I，该量表包括14个条目，主要涉及最近2周是

否发生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疲劳，如“在过去2周，你

是否有四肢肌肉无力的感觉”、“在过去2周，你是否

觉得难于集中注意力”等，答案选择采用Likert氏4

分制法(1=比平时好，2=同平时差不多，3=比平时

差，4=比平时差很多)。

(4)其他相关测量：同伴吸烟指同一宿舍的室友

或者同班同学中有1人或1人以上吸烟。

4．统计学分析：①心理压力和疲劳量表的因子

分析：识别出特征根>1的潜在因子，每个因子所包

含条目的因子载荷≥0．40时，具有统计学意义。1“；

为便于各因子实际意义的解释，采用最大方差正交

旋转；每个因子所包含条目原始分的总和作为该因

子的实际得分。②心理压力和疲劳对大学生不同吸

烟行为的影响分析：以“从未吸烟者”作为对照组，分

别以“尝试吸烟者”和“现吸烟者”作为病例组，进行

Multinomiallogistic回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自

变量进入方程的顺序依次为，社会经济学指标(年

级、专业、生源、每月费用)、同伴吸烟情况、疲劳和心

理压力因子，同时考察它们的交互作用。以上分析

分别拟合男、女两亚组，统计学检验水准为0．05。所

有分析使用SPSS 13．0软件完成。

结 果

1．大学生一般情况：8138名大学生的平均年龄

为20．02岁±1．15岁，男生和女生分别占53．3％、

46．7％，其他情况见表1。

表l 8138名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学特征

一般特征 人数 气甓严 一般特征 人数袈甓产
性别男 4335 53．3 生源

女 3803 46．7 城市／县城 5305 65．2

年级一 2599 31．9 乡镇／农村 2753 33．8

二 3218 39．5 不详 80 1．0

三 2321 28．5 月费用(元)

专业 ≤500 4954 60．9

医学 1581 19．4 >500 2916 35．8

非医学 6557 80．6 不详 268 3．3

2．心理压力和疲劳量表的因子分析：心理压力

问卷经因子分析识别出3个公因子，根据每个因子

所含条目描述的内容，分别定义为“对学业和未来工

作的担心”、“人际与环境压力”和“学习压力”；它们

共解释了总变异的65．94％，每个因子所含条目的载

荷均>0．4。内部一致性检验分析，总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d系数)为0．83，各因子d系数

均>0．70(表2)。

疲劳量表经因子分析识别出特征根>1的潜在

因子2个，分别为“精神疲劳”和“躯体疲劳”，它们共

解释量表总变异的58．21％，两因子的a系数均>

0．85(表3)。

3．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分布：8138名大学生

中，4．3％为现吸烟者，19．6％为尝试吸烟，77．3％为

从未吸烟。如表4所示，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分

布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随着年级的增加，尝试吸烟

率、现吸烟率均有所提高。

4．大学生心理压力对其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

调整相关的社会经济学指标和同伴吸烟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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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大学生心理压力问卷的因子分析

注：表中3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65．94％，10个条目的a系数

为O．8279

表3 大学生疲劳量表的因子分析

条目
[特征值、变异百分比(％)、a系数、j±s]

因子
载荷

M
(曲)

因子1：精神疲劳(4．56、32．58％、0．8770、18．19±4．62)

1．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每天开始做事有困难? 0．523 2．26(0．踟)

2．夸基童霭霪二g些否觉得开始做事没有困难， o．564 2．刃(o．踟)
但难于坚持下去 ⋯～“⋯，

3．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难于集中注意力? 0．653 2．36(O．84)

4．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思维不太敏捷? 0．705 2．35(O．81)

5．挛基蠢夏粤：你在讲话时是否有过突然停下 o．787 2．20(o．72)
不知讲什么? ⋯⋯‘一⋯⋯7

6．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词不达意的情况? 0．788 2．23(O．71)

7．在过去两周，你的记忆力怎样? O．680 2．25(O．80)

8．在过去两周，你是否对周围的事物缺乏兴趣? O．565 2．29(0．犯)

因子2：躯体疲劳(3．58、25．62％、O．8668、14．26±3．89)

1．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疲劳?

2．在过去两周，你是否觉得需要更多时间休息?

3．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种昏昏欲睡或睡不
醒的感觉?

4．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身体虚弱感?

5．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四肢肌肉无力的感觉?

6．在过去两周，你是否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0．799 2．56(0．89)

0．830 2．46(0．89)

0．755 2．43(0．87)

0．535 2．30(0．81)

0．螂2．23(0．77)
0．551 2．28(0．78)

注：表中2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58．21％，14个条目的a系数

为O．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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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躯体疲劳”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精神和

躯体疲劳未显著性地影响男生的现吸烟行为和女生

的尝试及现吸烟行为。在心理压力3个因子中，“对

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

素；“学习压力”是女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人际

与环境压力”是女生现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心理压

力因子未显著影响男生现吸烟行为。年级、每月费

用、同伴吸烟与疲劳及心理压力因子的交互作用均

无统计学意义(P>O．05)，见表5。

表4 8138名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的性别和年级分布

组别 从未吸烟 尝试吸烟 现吸烟

性别

男(n=4335) 2856(65．9) 1252(28．9) 227(5．2)

女(n=3803) 3435(90．3) 346(9．1) 22(0．58)

f=554．35，P<o．o005
年级

一(n=2599) 2075(79．8) 465(17．9) 59(2．3)

二(n=3218) 2471(76．8) 656(20．4) 91(2．8)

三(n=2321) 1745(75．1) 477(20．6) 99(4．3)

x三堑：!i!￡S!：!!!!
合计(n=8138) 6291(77．3) 1598(19．6) 349(4．3)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讨 论

本研究使用自编的心理压力问卷，发现大学生主

要压力来源为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人际与环境

压力和学习压力；与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随’11‘”’16|。如HeinS等H61指出，学生压力主要由两

方面引起，一方面是与学业期望及成绩相关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与自我发展及维持人际关系相关的因素。

国内研究发现在校大学生的主要压力来源依次为学

业问题、就业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u1|。另外，三方面

的压力解释了压力总变异的65．94％，每个压力因子

所含条目的载荷均>0．4，提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

构效度。问卷及各压力因子的a系数均>0．70，提示

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以上结果显示该问

卷可以用来调查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表5 8138名男女大学生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其不同吸烟行为的影响4

注：8调整年级、专业、生源、每月费用及同伴吸烟行为的影响；巾<O．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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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大学后，随着年级的增加，尝试吸烟率和现

吸烟率均有所增加，提示大学生中仍有学生尝试或形

成吸烟行为。该研究发现现吸烟率为4．3％，尝试吸

烟率为19．6％，低于以往的研究报道。17o，分析其原因

可能为：①未调查吸烟率较高的4～5年级大学生；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于一所重点大学，考入该校的

学生多为学习成绩优异者，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吸烟

率往往比较低H8I；③亦有研究报道广州某大学1～3

年级大学生吸烟率为8．39％u9|，低于其他城市的大

学生；④不排除各研究对吸烟行为的定义不同，导致

各调查问吸烟率的差异；⑤本研究虽为无记名调查，

但不排除有些学生因担心成绩考评和奖学金的评选，

有意隐瞒吸烟行为，导致本吸烟率低估。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压力及疲劳与其吸烟

行为存在一定的关联，“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心”、

“躯体疲劳感”是男大学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学

习压力”是女大学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同样有

研究也发现学校日常压力与青少年吸烟行为显著相

关联‘31；而感觉紧张与大学生吸烟行为呈正向关

联心0I。根据认知评价理论，对学业和未来工作的担

心及学习压力一旦作为应激源被大学生认知评价

后，即发生应激反应，个体内部的心理应对资源将进

行调整，当应对调整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或与原认

知评价不一致时，在特定情绪(如躯体疲劳)和环境

(同伴吸烟)的作用下，就容易发生危害健康的行为。

加上大学生远离家庭，在面对压力时，主要的策略

是自己解决，即使求助也主要是求助于自己的好朋

友旧一，更容易受到同伴压力而尝试吸烟。本研究虽

未发现同伴吸烟和心理压力的交互作用，其原因可

能为同伴吸烟的界定过于广泛，特异性较低；吸烟者

较少，样本量不足以发现明显的交互作用。

“人际与环境压力”是女大学生现吸烟行为的危

险因素；心理压力及疲劳因子未显著影响男大学生

现吸烟行为，提示心理压力及疲劳对大学生吸烟行

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心理压力和疲劳均为主观

感受，男女两性所感受的压力在质和量上都有不同，

如男女两性对不同纬度的压力源的认知感受不同，

对相同压力的感知域亦不同；两性所采取的应对方

式不同。8’11 o；而男生在自身积极应对因素上显著高

于女生；女生自尊感和控制感低于男生，面对压力时

会主动寻求帮助或通过吸烟等方式来消化缓解压

力。因此，吸烟作为一种心理压力应对方式，被男女

两性的运用和控制会有所不同。

躯体疲劳是男生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而疲劳

未显著影响男生现吸烟行为，提示疲劳因素对不同

吸烟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以往研究亦发现不同吸

烟行为受不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n 8。。Michielsen

等心¨发现疲劳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用2年之前的

疲劳指标能很好地预测2年之后的疲劳状况。疲劳

量表虽测量近2周的主观感受，可以反映学生一定

时期的疲劳感，但作为病因推断，吸烟和疲劳感的时

间先后在横断面研究中难以判断，仍需前瞻性的研

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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