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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留守学生身心亚健康状况
及影响因素分析

姚应水康耀文金岳龙 陈燕龚伟志郑丽安洲 陶芳标郝加虎

【摘要】 目的调查安徽省留守学生身心亚健康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

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省皖南、皖北城乡7所普通中学3421名学生，其中留守学生682名。应用

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SQA)和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对研究对象的一般情

况、身心健康状况进行测评。结果 留守学生的躯体亚健康检出率(14．22％)高于非留守学生

(11．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留守学生的身心亚健康检出率(13．“％)高于非留守学生

(10．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留守学生的MHT测验得分与其MSQA量表得分呈正

相关，且相关系数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与躯体活力下降(口=l，456，P=0．001)、情绪问题(,e--l。096，P=O．000)、社会适应困难

(口=1．0ll，P=O．006)呈线性回归关系。安徽地区留守学生的躯体亚健康状况各组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躯体活力下降、情绪困扰和社会适应困难是导致留守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提高留守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可以改善其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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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n the‘left behind’

students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related influentiaI factors．Methotis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682 out of 342 l students from 7 middle schools in both south and

north Anhui province．using multidimensional sub．health questionnaire of adolescents(MSQA)and
mental health test(MHT)．for assessment of the general condition。physical and mentaI health status．

Results l 4．22％of the‘leR behind’students were in sub．health condition compared to 11．28％

among the normal students．and the mental sub—health status represented l 3．64％for the former and

10．84％for the latter．In addition。the‘leR behind’students appeared less content with their life than

those of staying with their parents(P<0．05)．MHT scores in the subjec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n MSQA 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O．01)．Results from the multiple

I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entaI health condition among the left behind students w硒

in linear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reased physical activity(口=I．456。P=0．001)。emotionaI

problems(口=1．096．P=O．000)and problems of sociaI adaptation(p=1．011．P=0．006)．The status

of physical sub．health in the Anhui province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ach of

the study group(P>0．05)．Conclusion Decreas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emotion aporia aS well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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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social adaptation were major factors leading to degcnemted mental health levels in the

‘left—behind’adolescents．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could be improved in

this population through better management Oil their body—health condition．

【Key words】Left behind adolescent；Sub—health；Influential factors

近年来我国留守儿童青少年人数逐年增长[L引。

亚健康是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是个体

在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上的不适应感觉所反映的

多种症状，传统的物理或生化检查往往并无异制引。
留守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也是心理发

展的重大转折期，由于家庭生活和教育的缺失，生理

和心理都面临着更多问题¨1，其身心亚健康状况值

得关注。本研究以安徽省学生为研究对象，对留守

青少年的身心亚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探讨相关影

响因素。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皖

南、皖北7所城乡中学3421名学生(皖南2779名，

皖北642名)，其中留守学生682名，非留守学生

2739名，留守率为19．94％。留守学生中，皖南573

名，皖北109名；男生347名，女生335名；初中172

名，高中510名；农村443名，城镇239名；独生子女

278名，非独生子女404名。

2．留守学生纳入标准：①10～18岁；②父母在

婚且为亲生父母；③1年内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

工≥6个月。

3．调查方法：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进行现况调查，由经统一培训的流行病学调查员向

学生详细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问卷填写方式及

保密方式等，问卷统一发放，集中填写，当场收回。

质控人员现场答疑，收集、审核调查表，将存在漏项

和逻辑错误的调查表退回补充或修改。问卷由中学

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和青少年亚健康多维

评定问卷(MSQA)组成¨】。

MHT量表按两点量表的形式记分，得分越低，

心理健康状态越好，用于综合检测中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共100个题，由8个内容量表(学习焦虑、对

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和1个检验受试者是否诚实

回答问题的效度量表构成。

MSQA由71个项目组成，分为躯体亚健康和心

理亚健康，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重测信度为

0．868，每个项目设6个等级，分别赋l一6分：1分为

该症状没有或持续不到l周，2分为持续>l周，3分

为持续>2周，4分为持续>1个月，5分为持续>2

个月，6分为持续>3个月，得分越高表示亚健康症

状持续时间越长。筛查的标准为项目持续时间>1

个月(4分)，判定为亚健康症状，其中躯体亚健康

症状≥3条判定为躯体亚健康状态，心理亚健康症

状≥8条判定为心理亚健康状态，两者均为亚健康

状态即判定为身心亚健康状态。

4．统计学分析：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

双录入并进行逻辑核对，采用SPSS l 3．0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Z检验。计量资

料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F检验，多组

均数间的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心理健康得分
与身心亚健康得分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计算相关

系数r及P值。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逐步法)计

算偏回归系数(口)、标准误(曲)、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睢的95％可信区间(雅95％CI)、t值及P值。
结 果

1．基本人口学特征：对不同性别留守学生留守

率进行分析，男生留守率为20．16％，女生留守率为

19．71％，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中

生留守率(25．86％)明显高于初中生(11．9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O．01)，见表1。通过分割f检验，

初中一年级(初一)与初中二年级(初二)及高中一年

级(高一)与高中二年级(高二)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

表l安徽省3421名留守与非留守学生一般特征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2．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亚健康状态比较：留

守学生躯体亚健康(14．22％)和身心亚健康检出率

(13．64％)高于非留守学生(11．28％，10．84％)，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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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安徽省3421名留守与非留守学生

业健康状态检fl{率(％)

3．留守学生躯体亚健康状况：682名不同地区、

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父母打工类型的留守学生

躯体亚健康状况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O．05)，

亚健康状况与是否独生子女也无关(P>0．05)。见

表3。

表3安徽省682名不同类型留守学生

躯体亚健康得分(i±s)

4．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身心亚健康状况的

相关分析：对留守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身心亚健

康状况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学生心理

健康总分和8个维度的得分与身心亚健康总分、躯

体亚健康及其3个维度、心理亚健康及其3个维度得

分均呈正相关，见表4，且相关系数之间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留守学生的亚健康状

况越严重(MSQA量表得分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越低(MHT量表得分越高)。

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留守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设为因变量，身心亚健康量表中的6个维度作

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躯体

活力不足、生理功能低下、抵抗力下降、情绪问题、

品行问题和社会适应困难这6个亚健康维度中，留

守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躯体活力下降(／3=

1．456，P=O．001)、情绪问题(口=1．096，P=O．000)、

社会适应困难(口=1．011，P=O．006)均呈线性回归

关系(表5)。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学生的躯体亚健康水平高

于非留守学生，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引，但也有研

究显示，父母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营养不良发生

率最低；而父母单方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或非留守

儿童的营养不良发生率相对较高伸】。可能与生活环

境、家庭经济状况、监护类型等有关。

有调查显示，中学生身心亚健康症状报告率为

64．O％阳】。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安徽省留守学生身心

亚健康水平高于非留守学生。但各组间躯体亚健康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躯体健康状况与性别、年

级、家庭所在地等关系不大。相关研究发现，在6。

18岁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母亲在家对子女的照料

对学生健康的影响较大，无论家庭经济收人水平高

低，学龄儿童均需要母亲照料n剖。吴蓓蓓等⋯1以安

徽省肥东、无为和涡阳地区的中小学生为样本调查

发现，父亲单方外出的留守儿童的体质状况相对最

表4留守学生心理健康与身心弧健康的相关系数(r)

维度 MHT总分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费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身心亚健康0．460 0．281 0．296 0．379 0．163 0．323 0．412 0．273 0．483

躯体业健康0．366 0．238 0．I 94 0．267 0．1 39 0．250 0．367 0．235 0．370

心理弧健康0．449 O．267 0．310 0．388 O．155 0．319 0．383 0．258 0．479

躯体活力下降 O．361 0．216 O．201 O．274 0．135 0．255 O．337 0．255 O．371

生活质量下降0．300 0．203 0．153 0．201 0．117 O．192 0．330 0．173 O．316

抵抗力下降0．234 0．186 0．1ll 0．183 0．089 0．168 0．241 0．134 O．197

情绪闷题0，43 l 0。259 0。306 0。346 0．】67 0．306 0．365 0．264 0．439

品行『IJ】题 O．361 O．221 O．240 0．300 O．088 0．230 O．320 0．192 O．465

社会通应nd题0．414 0．241 O．280 0．395 0．138 0．307 0．351 0．224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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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留守学生心理健康与身心亚健康多元线性同归分析

差。同时，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与健康知识相对匮

乏，也是造成其健康状况较差的原因之一。

对留守学生的心理和身心亚健康状况进行相关

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学生心理健康总分和8个

维度的得分与身心亚健康总分、躯体亚健康及其3

个维度、心理亚健康及其3个维度得分均呈正相

关。说明留守学生的亚健康状况越严重，其心理健

康水平越低。

将留守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设为因变量，身心

亚健康量表中的6个维度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躯体

活力下降、情绪问题、社会适应困难这3个维度均呈

线性回归关系。说明留守学生的躯体活力下降、情

绪困扰和社会适应困难等因素会导致其心理健康水

平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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