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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蚌埠市初中生体力活动现状及其
与抑郁症状、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研究

曹慧钱青文孙莹 翁婷婷王惠 陶芳标

【摘要】 目的调查安徽省蚌埠市初中生体力活动及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满意度现状，探讨

体力活动与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采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学校生活满

意度问卷、体力活动及久坐行为问卷对蚌埠市4所中学100个班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

问卷5268份，其中男生2769名(52．6％)和女生2499名(47．4％)，平均年龄(13．2±1．o)岁。使用f检

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5268名初中生参加足量中等强度、足量大强

度体力活动及体力活动缺乏的比例分别为14．7％、36．0％和59．1％。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意的

检出率分别为24．4％和25．9％。调整久坐行为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后，足量中等强度和足量大强度

体力活动能降低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意的风险，其OR值(95％CI)分别为0．73(0．60～0．89)、

O．68(0．59～0．79)和0．76(0．63～0．92)、0．70(0．61～0．81)；而体力活动缺乏增加抑郁症状和学校生

活不满意的风险，其OR值(95％a)分别为1．42(1．24～1．63)和1．45(1．27～1．66)。结论蚌埠市初

中生体力活动的现状不容乐观，体力活动与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意的发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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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h)7sical activity

(PA)．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chool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engbu，

Anhui province．Methods A total number of 5268 boys and girls were analyzed from 4 middle

schools．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using the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school life satisfaction via the School Life Satisfaction Rating Questionnaire．Self-reported PA and

sedentary behaviors were also assessed．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Results Adolescents self-reported rates of participating in sufficient moderate．vigorous and

insufficient PA were 14．7％．36．0％and 59．1％．respectively．The prevalence rate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chool life dissatisfaction were 24．4％and 25．9％．After adjusting on sedentary

behaviors and other potential confounders．participants who had engaged in sufficient moderate and

vigorous PA had odds ratios of 0．73(0．60-0．89)，0．68(0．59—0．79)and 0．76(0．63—0．92)，0．70

(0．61—0．81)for likelihood of being depressive and school life dissatisfaction．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who participating in insufficient moderate and vigorous PA．Insufficient PA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dissatisfaction of their school lives DR(95％C／)：1．42

(1．24一1．63)and 1．45(1．27—1．66)1．Conclusion High prevalence of insu伍cient PA was seen

among adolescents and P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s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choollife

dissatisfaction among middles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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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力活动的水平正在下降，体力活动缺

乏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

研究表明，规律的体力活动能减少抑郁症状和焦虑

症状，提高学习成绩、减少心理压力、缓解心理疾病

以及提高生活满意度等陋“1，但国内这方面的报道较

少，并且很少将体力活动的不同强度及久坐行为考

虑在内。为此，本研究对安徽省初中生体力活动与

不同强度体力活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于2010年10月采用方便整群抽样

方法，对蚌埠市4所初中学校100个班的5340名学

生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268份，其中男生2769

名(52．6％)和女生2499名(47．4％)，平均年龄

(13．2±1．0)岁；初一至初三学生分别为1821名

(34．6％)、1783名(33．8％)和1664名(31．6％)。

2．研究方法：采用问卷方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

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体力活动及久坐行为情况、心

理健康状况等。

(1)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年级、独

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及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等。自

评家庭经济状况评估是通过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的

家庭经济条件与其他同学相比属于?”，回答共有5

个选项①差、②较差、③中等、④较好、⑤好。本研究

在分析中将差和较差合并统称为“差”，较好和好合

并统称为“好”，因此形成三个等级差、中、好。

(2)体力活动情况：采用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

(YRBS)问卷的两个项目n1，即“最近7天内进行大

强度的体力活动(如跑步、打篮球、踢足球、快速游

泳、快速骑自行车等)，且出汗明显、气喘吁吁，每

次>／20 min的天数”、“最近7天内进行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如快走、打太极拳、慢速骑自行车等)，且心

跳加快、但无大量出汗或气喘吁吁，每次≥30 min的

天数”，按照YRBS系统推荐标准：每周大强度体力

活动>／3 d为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每周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5 d为足量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每周中等强

度≤4 d并且大强度≤2 d为体力活动缺乏随1。

(3)久坐行为：采用开放式问卷b]，学生回顾过

去7天内，学习日和周末每天分别用于以下三类久

坐行为的平均时间：①课外学习(包括看书和写作

业)；②看电视；③使用网络。本研究中学习日和周

末三类久坐行为的第75百分位数(P，，)分别为3．33、

1．00、0．43、4．32、2．00和2．03 h，以每类久坐行为每天

平均时间的P，，以上界定为该类久坐时间较多。

(4)抑郁症状评估：使用儿童抑郁症状障碍自评

量表(DSRSC)n⋯，适用于8～16岁儿童青少年自评

抑郁症状障碍。量表共有18个项目，按没有(o)、有

时有(1)、经常有(2)三级评分，量表为负性评分。苏

林雁等h¨已制定全国城市常模，量表总分15分为筛

查阳性。重测信度、半分信度以及Cronbach’s 0【系

数范围为0．53～o．73，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研究认

为可以用于我国儿童抑郁症状的评估。

(5)学校生活满意度：采用陶芳标等n21编制的青

少年学校生活满意度问卷(SLSRQA)。该问卷共12

个项目，涉及到初中生对自己的学习效率与能力、老

师和同学对自己的学习表现、师生及同学关系、从老

师和同学那里获得的帮助、学习环境等方面的满意

程度。整个量表都采用正向计分，所有项目得分总

和就是该量表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学校生活满

意度越高。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91，内在一致性系

数为0．83，与Zung焦虑自评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

症状自评量表评分有显著负相关，说明该问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量表总分P：，为37分，P；。

为42分，P，，为47分，以P：，以下界定为不满意。

(6)变量赋值：包括性别[男(参照)、女]，年级[7

年级(参照)、8年级、9年级]，独生子女[是(参照)、

否]，父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参照)、高中(中

专)、大专及以上]，母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参

照)、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自评家庭经济[差

(参照)、中、好]，学习日课外学习[≤3．33 h／d(参

照)、>3．33 h／d]，学习日看电视[≤1．00 h／d(参

照)、>1．00 h／d]，学习日上网[≤0．43 h／d(参照)、>

0．43 h／d]，周末课外学习[≤4．32 h／d(参照)、>
4．32 h／d]，周末看电视[≤2．00 h／d(参照)、>
2．00 h／d]，周末上网[≤2．03 red(参照)、>2．03 h／d]，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0～4 d／周(参照)、5～7 d／周]，大

强度体力活动[0～2 d／周(参照)、3。7 d／周]，体力活

动[正常(参照)、缺乏]。

3．调查过程：要求被调查的学生集中在教室，由

经过培训的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的研究生以口

头形式向调查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获

得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同时，调查

员统一讲解问卷的正确填写方法，要求学生自愿独

立完成，发现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询问，调查员及时

核查问卷，对不符合要求的问卷要求学生及时更正，

合格后收回。本研究项目已通过安徽医科大学伦理

委员会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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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计学分析：资料采用EpiData 3．0软件由专

人录入，并针对各项设置核对文件，录人结束后进行

核对、纠错。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

率的比较用#检验；分别以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

满意为应变量，用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体力活

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1．体力活动现状及其相关的因素：表1显示蚌

埠市5268名初中生参加足量中等强度和足量大强

度体力活动的比例分别为14．7％和36．o％，体力活动

缺乏者为59．1％；其中既达到足量中等强度又达到

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的学生占9．8％(517名)。男生

参加中等强度和大强度体力活动的水平均高于女

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 2值分别为50．32和

146．45，P值均<0．001)。而女生体力活动缺乏的比

例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127．69，P<

0．001)。初三年级学生参加足量中等强度体力活动

的比例高于初一、二年级学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x2=13．32，P=O．001)，而初一、

二年级学生参加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的比

例高于初三年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c2=41．90，P=O．001)。但不同年级报道

体力活动缺乏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好者参加足量大强度体

力活动的比例高于中、差者(f=10．48，P<

0．05)，而体力活动缺乏者的比例低于中、

差者(f=9．23，P<0．05)。

2．不同人口学特征初中生抑郁症状和

学校生活不满意的检出率：5268名初中生

抑郁症状和对学校生活不满意的报告率分

别为24．4％和25．9％；女生抑郁症状报告率

均高于男生(x2=36．03，P<O．001)，而学校

不满意的报告率低于男生(Z=25．48，P<

0．001)。随着年级的增加，青少年抑郁症

状和对学校生活不满率均增加(趋势性3c2

值分别为52．36和122．23，P值均<

0．001)。独生子女抑郁症状和对学校生活

不满的比例均低于非独生子女(z2值分别
为38．13和68．84，P值均<O．001)。随着父

母文化程度的升高，学生抑郁症状和学校

生活不满意率均下降(趋势性?C2值分别为

34．27、136．93、33．30和114．16，P值均<

o．001)。随着自报白评经济水平的升高，青少年抑

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意的报告率均下降(趋势性

f值分别为27．79和86．52，P值均<o．001)。见表2。

3．不同体力活动初中生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

满意的检出率：参加足量中等强度体力活动的学生

抑郁症状的报告率低于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x2=10．04，P=O．002)。参加足量大

强度体力活动的学生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意的

报告率均低于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x2值分别为43．22和23．98，P值均<0．001)。

而体力活动缺乏者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意的检

出率均高于正常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
37．96和26．00，P值均<0．001)，见表3。

4．不同久坐行为初中生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

满意的检出率：学生无论在学习Et还是周末，除课外

学习外，其他久坐行为较多者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

正常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23．10、29．04、

20．04、6．62，P值均<0．05)。无论在学习El还是周末，

课外学习时间较多者学校生活不满意的检出率低于

表1 5268名初中生人口学特征及体力活动情况

性别

男 2769

女 2499

年级

初一 1821

初二 1783

初三 1664

独生子女

是4064

否 1204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1381

高q1(oo专)1577

大专及以上1930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1680

高中(中专)1667

大专及以上1502

自评家庭经济

差

由

好

总体

499(18．0)50．32。

277(11．1)

234(12．91 13．326

25604．4)

28607．2)

577(14．2、4．026

199(16．5)

1206(43．6)146．45。1436(51．9)127．69。

688(27．5) 1679(67．2)

691(37．9)14．9驴1062(58．3) 4．78

667(37．4) 1033(57．9)

536(32．2) 1020(61．3)

1450(35．7) 0．58 2418(59．5) 0．993

444(36．9) 697(59．1)

480(34．81 1．64

581(36．81

706(36．6)

817(59．21 0．53

935(59．3、

1123(58．21

996(59．3、 2．61

997(59．8、

858(57．1)

265 48(18．1)3．46 91(34．3)10．486 159(60．0) 9．236

3498 498(14．2) 121 1(34．6) 21 15(60．5)

1505 230(15．3) 592(39．3)841(55．9)

5268 776(14．7) 1894(36．0) 3115(59．1)

注：括号内数据为应答率(％)；在本研究中，既达到足量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又

满足了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者占9．8％(517名)，如以上3个率相加为109．8％，多

出的部分就是2个指标重叠率；父、母亲文化程度中分别有380名(7．2％)并11419名

(8．0％)学生选择不知道其父母亲文化程度，在对该项分析中剔除(下同)；。P<

o．OOl；6P<O．05

∞6

乃叻$

5

2

5那郇叩扒加凹

92

D∞回

5

6

7郇邮邓趵∞舶

蛇6

乃印回

5

2

5郇郇郇拍扒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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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5268名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学生抑郁症状

和学校生活不满意检出率

注：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P<0．001

表3 5268名不同体力活动初中生抑郁症状

和学校生活不满意检出率

注：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8 P<0．05；6 P<0．001

正常者(#值分别为9．96和30．10，P值均<O．05)，而

看电视和上网时间较多者学校生活不满意的检出率

均高于正常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

89．76、31．74、51．80、22．90，P值均<0．001)。见表4。

5．多因素分析：表5显示，通过对体力活动与初

中生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意的关系分析发现，

调整了性别、年级、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

庭经济状况及各种自评久坐行为变量后，足量中等

强度和大强度体力活动是抑郁症状和学校生活不满

表4 5268名不同久坐行为初中生抑郁症状

和学校生活不满意检出率

注：I一表3

意的保护因素，其OR值(95％c，)分别为o．73(o．60～

0．89)、0．68(0．59～0．79)和0．76(0．63～0．92)、0．70

(o．61～o．81)。而体力活动缺乏是抑郁症状和学校

生活不满意的危险因素，其OR值(95％U)分别为

1．42(1．24～1．63)和1．45(1．27～1．66)。

表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调整的主要因素包括性别、年级、独

生子女、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各种

自评久坐行为变量；4 P<0．05，6P<0．001

讨 论

近年来，随着现代居住条件的改善、交通的发

展，加之学习负担的加重，学生进行户外活动和体力

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久坐时间(如看书、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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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上网等)却在不断增加。本次调查发现，初

中生参加足量中等强度和大强度体力活动的比例分

别为14．7％和36．o％，而体力活动缺乏比例达到

59．1％。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相比，我国学生学习的

时问较多，而体力活动的时间较少H 3|。体力活动缺

乏不仅影响学生身体素质的发展，而且是心理问题

的危险因素之一，可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出现超重

和抑郁症状n“，以及对学校生活产生强烈的不满，尤

其在城市。本研究还发现，体力活动水平存在性别

差异，男生参与足量体力活动比例高于女生，而女生

体力活动缺乏的比例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是

一致的n5'“1。有研究者认为自我效能可部分解释体

力活动的性别差异，男生自我效能的水平较高，这

可能是他们比女生体力活动能力强的原因n“。另

有研究者提出这可能与男女生发育成熟不同有关，

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变化时期，个体生理变化明显，

这就使得在体力活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男生一起

进行体力活动时，女生的自我意识变强(包括关注

外表等)，这些成为初中女生参加体力活动的重要

障碍m1。

一些横断面、随访及干预研究均发现体力活动

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负相关。Tao等n引对5453名来

自9所中学学生进行研究发现，低一中等强度的体力

活动是抑郁症状和精神症状的保护因素。Rothon

等n鲥对2789名28所学校的7年级和9年级学生调查

发现，无论男女生，体力活动和抑郁症状呈负相关，

每周增加l h的体育锻炼，抑郁症状发生风险将减少

8％。一项对14。24岁的青少年进行的4年随访研

究发现，充分的体育锻炼能显著地减少焦虑、抑郁症

状等情绪障碍的发生，同时也能降低这些共患疾病

的发生率乜⋯。另一项将有轻度抑郁症状的女性青少

年进行慢跑训练干预(每周5次持续50 min中等强

度的慢跑)，随访8个星期，结果发现，每周坚持运动

的女生抑郁得分显著降低，而对照组没有显著改变，

说明慢跑训练能够改善具有抑郁症状女生的抑郁状

裂2“。但是以上研究均没有将久坐行为(如学习、看
电视和上网)考虑在内。本研究将久坐行为考虑在

内，以5268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参加足

量中等强度和大强度体力活动的青少年抑郁症状的

报告率均低于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者，而体力活动缺

乏者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正常者。调整久坐行为和

其他混杂因素后，不同强度足量体力活动与抑郁以

及体力活动缺乏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从而提示在本样本中，久坐行为的暴露对体力活动

与抑郁症状关系的影响较小。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参加足量大强度体力活动

的青少年学校生活不满意的检出率低于没有达到推

荐标准者，而体力活动缺乏的青少年学校生活不满意

的检出率高于正常者。在控制久坐行为和其他混杂

因素后，不同强度足量体力活动与学校生活不满意呈

负相关；体力活动缺乏与学校生活不满意呈正相关。

这与相关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S+rensen等口21对成

年人的研究发现运动干预能提高体力活动缺乏者的

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Valois等№1对4758名美国南

卡罗来纳州的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体力活动缺乏者

生活满意度较低(P<0．05)。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在排除久坐行为因素后，

足量体力活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然而，

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仅对其相关性进行了探

讨，并未能阐明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开展队列

研究或干预研究加以证实；另外，研究仅对初中生的

部分特征进行了调查，对可能导致抑郁症状和学校
生活不满意的其他因素(如遗传、生活环境等)没有

调查，因此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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