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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便秘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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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与便秘的关联ꎬ为预防大学生便秘提供数据支持ꎮ 方法　 在云南省昆明市

和大理州 ３ 所大学整群抽取 ９ ９６０ 名在校大学生ꎬ使用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评估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ꎬ通过问卷

收集大学生便秘状况ꎮ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使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便秘报告率ꎬ使用二分

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手机依赖症状与便秘的关联ꎮ 结果　 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报告率为 ３０.９３％ꎬ便秘报告率为

２４.４６％ꎮ 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中ꎬ控制人口学变量以及其他混杂因素之后ꎬ结果显示ꎬ手机依赖戒断症状( ＯＲ ＝
１.２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９~ １.５４)、手机依赖身心影响(ＯＲ ＝ １.２５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０~ １.４３)和手机依赖渴求性(ＯＲ ＝ １.２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６ ~
１.３６)与大学生便秘的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可能增加便秘风险ꎬ需加强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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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秘是一种在普通人群中很常见的症状ꎬ表现为

粪便干硬、排便次数减少、排便不尽和排便费时费力

为特征的肠道功能紊乱[１－２] ꎮ 全球范围内人群功能性

便秘的报告率为 ２.６％ ~ ２６.９％[３] ꎬ中国大学生功能性

便秘报告率为 ９.３７％ ~ ２７.１７％[４] ꎮ 有研究显示ꎬ便秘

不仅表现出身体上的症状ꎬ而且伴随着心理上的困

扰[５] ꎬ严重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ꎮ 同时ꎬ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第 ４８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６]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我国网民数量已达到

１０.１１亿ꎬ其中手机上网用户占 ９９.７％ꎬ１０ ~ ２９ 岁网民

占总数的 ２９.７％ꎮ 手机极大地提高了个人生活的便利

性ꎬ然而ꎬ手机依赖症状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７] ꎮ
手机依赖又称手机成瘾或问题性手机使用ꎬ指由于过

度使用手机ꎬ对手机无法控制而导致个体出现明显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失调的现象[８－９] ꎮ Ｌｏｎｇ 等[７] 研

究表明ꎬ我国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检出率为 ２１.３％ꎮ
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会产生焦虑、 抑郁等情绪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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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１０] ꎬ而焦虑、抑郁也是导致便秘报告率高的一个重

要因素[１１] ꎮ 本研究在大学生人群中开展手机依赖症

状与便秘流行病学调查ꎬ并探讨两者关联ꎬ为预防大

学生便秘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云南省昆明市和

大理州 ３ 所高校(昆明学院、大理大学、大理护理职业

学院)全校或者某些院系的大一年级学生进行调查ꎮ
共调查 ９ ９６５ 名学生ꎬ剔除调查结果明显失真、逻辑错

误的无效问卷ꎬ最终纳入分析有效问卷 ９ ９６０ 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９.９５％ꎬ其中男生 ２ ８８９ 名ꎬ女生 ７ ０７１ 名ꎮ 本次

调查获得大学生的知情同意ꎬ并通过昆明学院医学院

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号:２０２１０２２２)ꎮ
１.２　 方法　 使用自编调查问卷收集资料ꎮ 调查以班

级为单位ꎬ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说明问卷调查目

的以及注意事项后ꎬ学生使用手机扫描电子问卷二维

码ꎬ独立填写问卷ꎮ 调查员和审核员及时审核问卷ꎮ
１.２.１　 一般情况　 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学历、专业、
农村 / 城镇、独生子女、家庭类型、自评家庭经济条件、
每月生活费、学习负担、朋友数量、父 / 母文化程度、
父 / 母亲职业、抽烟、饮酒、快餐消费等ꎮ
１.２.２　 便秘 　 通过一项简洁的问题收集大学生便秘

的数据:最近半年是否有便秘的情况(大便次数减少ꎬ
一般每周少于 ３ 次ꎬ伴排便困难、粪便干结ꎬ选项 １ ＝
是ꎬ２ ＝否)ꎮ 调查员在现场调查前特别说明便秘的症

状ꎬ以有助于大学生评估自身便秘情况ꎮ
１.２.３　 手机依赖症状　 使用陶舒曼等[１２] 编制的青少

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评估大学生

手机依赖症状的情况ꎮ 该问卷由戒断症状、渴求性和

身心影响 ３ 个维度 １３ 个项目组成ꎬ问卷采用 ５ 级评

分ꎬ１(从不) ~ ５ 分(总是)ꎬ得分越高表明手机依赖症

状越明显ꎮ 总分≥评分的第 ７５ 百分位数表明存在手

机依赖症状ꎮ 该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ꎬ在本研

究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３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使
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便秘报告率ꎮ
使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手机依赖症状与便

秘的关联ꎬ建立原始模型(模型 １)和校正模型(模型

２ꎬ控制性别、年龄、民族、学历等人口学变量以及其他

混杂因素)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和便秘报告率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便秘报告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选项 人数 便秘人数 χ２ 值 人口统计学指标 选项 人数 便秘人数 χ２ 值
性别 男 ２ ８８９ ４３７(１５.１３) １９１.７９∗∗ １ ５０１~ ２ ０００ １ ２４２ ２７７(２２.３０)

女 ７ ０７１ １ ９９９(２８.２７) >２ ０００ ３０３ ５７(１８.８１)
年龄 / 岁 １７~ １８ ２ ２１５ ５３９(２４.３３) ８.７３∗ 学习负担 很重 ５６６ １６７(２９.５１) ４１.２６∗∗

１９~ ２０ ５ ６３３ １ ３３０(２３.６１) 重 ３ ３４３ ９１３(２７.３１)
≥２１ ２ １１２ ５６７(２６.８５) 一般 ５ ８７３ １ ３２６(２２.５８)

民族 汉族 ７ １８０ １ ７６０(２４.５１) ０.０４ 轻 １２８ １８(１４.０６)
少数民族 ２ ７８０ ６７６(２４.３２) 很轻 ５０ １２(２４.００)

学历 本科 ８ ２２４ １ ８７３(２２.７７) ７２.３４∗∗ 朋友数量 / 个 ０ １４４ ５３(３６.８１) ５６.００∗∗

专科 １ ７３６ ５６３(３２.４３) １~ ２ １ ４８３ ４３６(２９.４０)
专业分类 工学 ８６１ １４３(１６.６１) ６７.９０∗∗ ３~ ４ １ ９５７ ５３０(２７.０８)

管理学 ９１３ ２１８(２３.８８) >５ ６ ３７６ １ ４１７(２２.２２)
教育学 １ １１８ ２４３(２１.７４)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１ ９５２ ５３９(２７.６１) ２０.９７∗∗

理学 ９５６ ２００(２０.９２) 小学毕业 ２ ２９４ ５８０(２５.２８)
农学 ８３６ ２０８(２４.８８) 初中 ３ ６０２ ８５８(２３.８２)
文学 ９３５ ２２８(２４.３９) 高中或中专 １ ３７４ ３０４(２２.１３)
医学 ３ ２１３ ９１４(２８.４５) 大专及以上 ７３８ １５５(２１.００)
艺术学 ９０８ ２２９(２５.２２)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３ ２７３ ８９９(２７.４７) ３６.５２∗∗

其他 ２２０ ５３(２４.０９) 小学毕业 ２ ３３９ ５７２(２４.４５)
家庭居住地 农村 ８ ００６ １ ９９４(２４.９１) ４.４４∗ 初中 ２ ７８１ ６５３(２３.４８)

城市 １ ９５４ ４４２(２２.６２) 高中或中专 １ ０２５ ２１４(２０.８８)
独生子女 是 １ ６８７ ３３７(１９.９８) ４.９０∗ 大专及以上 ５４２ ９８(１８.０８)

否 ８ ２７３ ２ ０５９(２４.８９) 父亲职业 公职人员ｃ ６１３ １３１(２１.３７) ８.８９
家庭类型 双亲家庭ａ ８ ５７２ ２ ０７８(２４.２４) １.９９ 工人 ３４４ ８８(２５.５８)

单亲家庭 ７８８ １９８(２５.１３) 公司职员 ５２７ １１２(２１.２５)
组合家庭ｂ ４６８ １２５(２６.７１) 商人 ５ ９２３ １ ４９５(２５.２４)
其他 １３２ ３５(２６.５２) 农民 １ ３０３ ３０７(２３.５６)

家庭经济条件 差 ９１４ ２６５(２８.９９) ３１.６７∗∗ 其他 １ ２５０ ３０３(２４.２４)
较差 ２ ３２４ ６１７(２６.５５) 母亲职业 公职人员ｃ ４４１ ８３(１８.８２) １７.３０∗∗

中等 ６ ２５２ １ ４７２(２３.５４) 工人 ３０４ ６３(２０.７２)
较好 ３７３ ６２(１６.６２) 公司职员 ４９５ １１７(２３.６４)
好 ９７ ２０(２０.６２) 商人 ６ ３１３ １ ６０９(２５.４９)

每月生活费 / 元 <１ ０００ ２ ３２９ ６３１(２７.０９) １７.３８∗∗ 农民 ８２８ １７９(２１.６２)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６ ０８６ １ ４７１(２４.１７) 其他 １ ５７９ ３８５(２４.３８)

　 注:ａ 均为生父母ꎬｂ 有继父或继母ꎬｃ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等ꎻ()内数据为报告率 / ％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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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报告率为 ３０. ９３％
(３ ０８１名)ꎬ便秘报告率为 ２４.４６％ (２ ４３６ 名)ꎮ 不同

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分类、家庭居住地、独生子女、
家庭经济条件、每月生活费、学习负担、朋友数量、父
母亲文化程度以及母亲职业组间大学生便秘报告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与便秘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便秘(１ ＝ 是ꎬ０ ＝ 否)为因变量ꎬ手机依赖、手机

依赖戒断症状、手机依赖身心影响、手机依赖渴求性

为自变量(均为 １ ＝ 是ꎬ０ ＝ 否)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ꎮ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在调整

性别、年龄、民族、学历、专业分类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以及吸烟、饮酒、快餐消费等混杂因素后ꎬ无论是在原

始的模型 １ 中ꎬ还是在校正的模型 ２ 中ꎬ总的手机依赖

与便秘无相关性ꎬ但手机依赖戒断症状、手机依赖身

心影响和手机依赖渴求性与便秘均呈正相关( Ｐ 值

均<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与便秘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９ ９６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 ＝ ９ ９６０)

模型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模型 １ 手机依赖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８１ １.０３(０.８３~ １.２６)

手机依赖戒断症状 ０.２８ ０.０９ １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３３(１.１２~ １.５８)
手机依赖身心影响 ０.２６ ０.０７ １４.６２ <０.０１ １.２９(１.１３~ １.４８)
手机依赖渴求性 ０.１７ ０.０６ ７.５４ ０.０１ １.１９(１.０５~ １.３４)

模型 ２ 手机依赖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９７ １.００(０.８１~ １.２４)
手机依赖戒断症状 ０.２６ ０.０９ ８.２３ <０.０１ １.２９(１.０９~ １.５４)
手机依赖身心影响 ０.２３ ０.０７ １０.８３ <０.０１ １.２５(１.１０~ １.４３)
手机依赖渴求性 ０.１８ ０.０６ ８.１０ <０.０１ １.２０(１.０６~ １.３６)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检出

率为 ３０.９％ꎬ高于 Ｌｏｎｇ 等[７ꎬ１３－１４] 研究报道的大学生手

机依赖症状报告率(２１.３％ ~ ２７.０％)ꎬ而低于 Ｓｈｉ 等[１５]

对中国 ６ ２９４ 名大一和大二学生调查的手机依赖症状

报告率(４１.２％)ꎮ 不同研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报

告率存在差异ꎬ可能是研究中使用的测试工具不同造

成的ꎮ
本研究数据显示ꎬ 云南大学生便秘报告率为

２４.５％ꎬ高于阿地力艾海提等[１６－１８] 研究报道的大学

生便秘报告率(６.２３％ ~ １５.６％)ꎬ低于张鹏等[１９] 对内

蒙古医科大学 ３５０ 名在校大学生调查的便秘报告率

(４０％)ꎮ 可能是云南地处高原ꎬ汇集了不同民族人

群ꎬ饮食偏向于酸辣重油ꎬ同时该研究的大学生手机

依赖症状报告率较高ꎮ
多变量分析模型显示ꎬ云南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

与便秘之间存在正相关ꎬ即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越明

显ꎬ便秘的报告率越高ꎮ 首先ꎬ手机依赖症状会增加

静坐的时间ꎬ减少运动时间ꎮ 长时间静坐会导致盆腔

肌肉的下降以及腹部压力降低ꎬ减慢肠道蠕动ꎬ使粪

便长时间堆积在肠内ꎬ导致肠道内病原菌繁殖ꎬ从而

破坏肠黏膜屏障ꎬ加剧肠道菌群失调ꎬ而肠道菌群的

改变可能改变微生物代谢产物ꎬ进而改变肠道运动ꎬ
最终发生便秘[２０－２１] ꎮ 此外ꎬ手机依赖症状会分散注意

力、延长排便时间ꎮ 不良的排便习惯(排便时玩手机、
看书)是便秘的危险因素[１８] ꎬ排便时使用手机一方面

会分散注意力ꎬ注意力不集中会导致便意减弱甚至消

失ꎻ另一方面会延长排便时间ꎬ而排便时间过长会损

伤肛门括约肌ꎮ 有研究表明ꎬ手机依赖症状与焦虑、
抑郁等个人因素有关[１０ꎬ２２] ꎮ 研究发现ꎬ人体中存在着

连接肠道和大脑神经的通道ꎬ且与肠道菌群密切相

关ꎬ被称为肠道菌群－肠－脑轴(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ｇｕｔ￣ｂｒａｉｎ￣ａｘ￣
ｉｓꎬＭＧＢＡ) [２３] ꎮ 人的情绪、代谢和行为可能受 ＭＧＢＡ
间接影响[２４] ꎮ 在本研究中ꎬＭＧＢＡ 可能在手机依赖症

状与便秘关联之间存在调节作用ꎮ ＭＧＢＡ 包括中枢神

经系统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ＣＮＳ)、由交感神经和

副交感神经系统组成的自主神经系统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ｒｖ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ＡＮＳ)以及胃肠道微生物群[２５] ꎮ 当焦虑

和抑郁情绪产生时ꎬ大脑通过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把信号传递给肠道菌群ꎬ交感神经对肠道有抑制作

用ꎬ从而抑制肠道蠕动和减少肠道分泌ꎬ进而导致便

秘[２６－２７] ꎻ此外ꎬ焦虑、抑郁等心理刺激传入 ＣＮＳ 使迷

走神经的张力降低ꎬ也会引起便秘[２８] ꎮ 肠神经系统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ＥＮＳ) 是 ＡＮＳ 的一部分ꎬ由肠

嗜铬细胞介导ꎬ分布广泛ꎬ在病理刺激或应激状态下ꎬ
释放大量 ５－羟色胺ꎬ引起环形肌收缩ꎬ致使胃肠道蠕

动减慢[２６] ꎮ 便秘也会导致肠道菌群发生相应变化ꎬ代
谢物可通过体液循环和神经等途径作用于大脑ꎬ从而

对宿主的行为进行调控ꎮ 大量研究发现ꎬＭＧＢＡ 与神

经系统疾病相关联ꎬＭＧＢＡ 失调会引起代谢性疾病、精
神疾病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２４ꎬ２９] ꎮ 因此ꎬ通过加强

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ꎬ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ꎬ从
而降低焦虑、抑郁的发生率ꎬ可能是预防大学生便秘

的有效措施ꎮ
本研究的优点:研究样本量大ꎬ使用多变量模型

分析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状与便秘的相关性ꎬ结果稳

定ꎮ 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ꎬ回顾性调查存在

一定的信息偏倚ꎬ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培养更多学生骨

干在调查前做好宣教和组织工作ꎬ从关心被调查者的

健康出发ꎬ耐心做好解释工作ꎻ其次ꎬ研究调查大学生

便秘资料只是通过简单的问题来收集ꎬ大学生对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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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以及对便秘的自我判断标准可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研究结果ꎻ最后ꎬ横断面研究因果推断的局

限性ꎬ不能明确关联ꎬ将在队列研究中进一步明确ꎮ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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