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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大学生亚健康状况分析与研究 

徐小青，宋祖人，刘 璐，索 欣，李晓军，许子华 

内蒙古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摘要】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使用手机版问卷星程序对呼和浩特市大学生进行调查，

得出呼和浩特市大学生亚健康的检出率为 69%；在亚健康三个维度中，生理维度得分最高；其次是心理维度；社

会维度得分最低；性别、使用手机时间（d/h）等对呼和浩特市大学生亚健康状态有影响。因此需要引起个人、

家庭、学校等不同层面的关注，并提出改善学生亚健康状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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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sub-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oh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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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college students 
in Hohhot by using the mobile phone ver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star program, and foun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sub-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ohhot was 69%;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b-health, the physiological 
dimension scored the highest; Secondly,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The score of social dimension is the lowest; 
Gender and mobile phone use time (d/h) have an impact on the sub-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ohho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schools and other different level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ub-health statu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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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各

类人群均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一

种普遍现象也随之产生，称其为亚健康状态。亚健康

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灰色地带，健康、亚健康、

疾病三者之间也可互相转化，如果将亚健康控制处理

较好，可以恢复至健康状态，否则导致疾病的发生[1]。

有研究指出，我国出现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占总人群的 
60%～70% ，其中亚健康高发人群为青年人。世界卫

生组织（WHO）进行的一项全球性调查研究结果中显

示处于亚健康状的人群达到 75%[2]。有文献指出，大

学生的亚健康检出率在 50％～60％之间[3－4]。如果长

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未及时得到改善，将会生理、心

理等疾病的出现[5]。面对亚健康逐渐成为威胁大学生自

身健康的隐形杀手这种态势，笔者对呼和浩特市市大

学生亚健康状态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

施，以促进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及其社会适应能力

的提高。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星调查方式，调查方式虽采

用网络调查，但国内外的大量研究均表明，纸质调查

方式和网络调查方式对于结果无显著差异[6-7]。随机抽

取呼和浩特市 22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网络收集问

卷，借助问卷星平台以发放链接的形式，在手机端完

成问卷填写。本次调查共发放 220 份问卷，收回问卷

220 份。筛除了明显规律性作答的问卷，问卷填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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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情况，得到有效问卷 207 份，问卷有效率 93% ．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设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学校、年级、性别、

生源地、使用手机/天（h/d）等。 
1.2.2 亚健康评定量表（SHMSV1.0）： 
该量表由许军等[9]进行编制。SHMSV1.0 量表包含

生理（1～15 题）、心理（16～28 题）和社会（29～
38 题）3 个子量表，以及总体健康状况（第 39 题）。

采用 Likert 五等级评分法，5 个等级分别为 1～5 分，

第 15、28、38、39 题不参与评分。每个子量表的最终

得分为各项得分之和，总量表最终得分为 3 个子量表

得分之和，分值越高则健康状况越好。既往许多研究

均显示该量表的信效度较好，重测信度为 0.664
（P<0.001），克朗巴哈系数为 0.917，分半信度为 0.831，
因此该量表可作为测量亚健康状态有效且可靠的调查

工具。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F 检验；计数资料

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以

P＜0.05 说明具体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析情况 
本研究调查 207 名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89 名

（43%），女生 118 名（57%）。学校：一本院校 156
人（75%） ，二本院校 51 人（25%）；年级：大学三

年级 117 人（57%），大学二年级 56 人（27%），大

学一年级 34 人（16%）；生源地：农村 112 人（54%），

城镇 95 人（46%）；使用手机/天（h/d）：1—3 小时

以内 135 人（65%）；3—6 小时以内 42 人（20%）：

6 小时以上 30 人(15%)。 
2.2 各分数段人数及所占比例 
一般认为亚健康总分＜54 为疾病状态，得分在

54-79 之间为亚健康状态，＞79 分为健康状态，得分

越高，健康状况越好。本研究中呼和浩特高校学生亚

健康测评总分＜54 分的学生 38 人，占 18.4%；总分在

54-79 分的学生 143 人，占 69%；总分＞79 分的学生

26 人，占 12.6%。本研究的亚健康的检出率为 69%。

各分数段人数及所占比例见表 2，不同分值所占百分比

图见图 1。 
2.2.1 亚健康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情况 
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包括生理、心理社会适应

性 3 个维度。分析后得出三个维度及总体健康均分。

其中，总分为 64.73±12.15。在几个维度中，生理均分

最高；其次是心理；均分最低是社会维度。如表 3。 
表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变量 组别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89 43 

女 118 57 

年级 

大学三年级 117 57 

大学二年级 56 27 

大学一年级 34 16 

生源地 
农村 112 54 

城镇 95 46 

使用手机 
（h/d） 

1—3 小时以内 135 65 

3—6 小时以内 42 20 

6 小时以上 30 15 

院校 
一本院校 156 75 

二本院校 51 25 

表 2   亚健康各分数段人数及所占比例 

分数 人数 构成比(%) 

＜54 38 18.4 

≥54 且≤79 143 69 

＞79 26 12.6 

 
图 1  不同分值所占百分比 

表 3 亚健康自评表各维度得分 

因子 满分 条目数 得分（`X±S） 

生理维度 70 14 71.16±13.762 

心理维度 60 12 63.52±15.956 

社会维度 45 9 56.95±13.619 

总分 175 35 64.7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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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亚健康状态的

因素 
3.1 性别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亚健康状

态得分的 T 检验 
将性别进行 T 检验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的在心理、

社会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生理、亚

健康总得分存在差异，有统计学义（P<0.05）。 
3.2 不同生源地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亚

健康状态得分的 T 检验 
通过将不同生源地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

亚健康状态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

此，不同生源地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健康状

态没有影响。 
3.3 不同年级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亚健

康状态得分的 F 检验 
将年级作为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亚健康

状态得分的 F 检验，不同年级无统计学意义(P>0.05)。
因此，不同年级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亚健康

状态各个维度均没有影响。 
3.4 使用手机时间（d/h）不同对呼和浩特市高校

大学生的的亚健康状态得分 χ2 检验 
每天使用手机 1-3 小时的调查对象 135 人，亚健

康人数为 90 人，检出率为 67%；使用手机 1-6 小时的

调查对象 42 人，亚健康人数为 37 人，检出率为 88%；

使用手机 6 小时的调查对象 30 人，亚健康人数为 25
人，检出率为 83%，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显示：三组亚

健康检出率进行比较（χ2=9.303，P=0.0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 4  不同性别大学生亚健康评定表（T 检验（ x s± ）） 

 生理维度 心理维度 社会维度 总分 

男均值 74.58±14.17 65.21±17.79 57.56±14.21 66.88±13.48 

女均值 68.57±12.91 62.25±14.37 56.49±13.19 63.51±10.89 

T 3.175 1.323 0.556 1.995 

P 0.002 0.187 0.579 0.047 

表 5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亚健康评定表（T 检验（`X±S） 

 生理维度 心理维度 社会维度 总 分 

农村 71.33±13.07 62.89±15.89 56.85±13.14 64.70±11.70 

城镇 70.96±14.60 64.26±16.09 57.06±12.56 65.27±12.62 

T 0.193 -0.613 -0.111 -0.335 

P 0.847 0.541 0.912 0.738 

表 6  不同年级大学生亚健康评定表（F 检验(`X±S)） 

 生理维度 心理维度 社会维度 总分 

大学一年级 73.50±12.59 68.17±14.66 58.42±16.29 69.91±11.41 

大学二年级 71.17±14.23 60.73±16.77 55.88±14.04 63.93±13.10 

大学三年级 70.47±13.90 63.51±15.74 57.03±12.61 64.59±11.87 

F 0.637 2.328 0.372 1.254 

P 0.53 0.100 0.69 0.288 

表 7  使用手机时间(h/d）不同对大学生亚健康检出率比较 

使用手机时间（h/d） 例数 亚健康人数 检出率 χ2 P 

1—3 小时以内 135 90 67% 
 

9.303 
 

0.01 
3—6 小时以内 42 37 88% 

6 小时以上 30 2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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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呼和浩特市大学生亚健康检出情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呼和浩特市大学生亚健康状

态检出率为 69%，与文献[11]的研究结果相近，平均得

分为 64.73±12.15。提示应该采取一定措施来提高大学

生的健康水平[12]。 
亚健康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情况，该量表大致分

为三个维度，分别是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性 3 个

维度。其中，总分为 64.73±12.15。在各个维度中，生

理均分最高；其次是心理；社会维度的均分最低。这

与郑文红等[12]认为社会适应性亚健康是三个维度较严

重之一结果相同。 
4.2 影响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的亚健康状态

的因素 
本次调查中男生共 89 人占 43%；女生 118 人占

57%。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在心理、社会适

应性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在生理、亚

健康总得分，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

与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一致[13]，相关研究表明女性因为

其生理特征，此外，部分女生在经期有腹痛、食欲不

振、心情烦躁等表现，严重的会影响其正常生活及学

习这也可能成为加重女生亚健康的原因。其亚健康状

态的发生率要高于男性，被认为是亚健康状态的高发

人群。 
不同生源地、不同年级对呼和浩特市大学生亚健

康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不同生

源地、不同年级对呼和浩特市高校大学生的亚健康状

态没有影响。 
使用手机时间（d/h）不同该因素对呼和浩特市高

校大学生的的亚健康得分差异有统计（P<0.05），长

时间使用手机既损害视力，同时还易使肩颈部酸痛、

腕部损伤，智能手机或网络的长时间使用影响了大学

生的社交活动。众多研究显示减少大学生对手机的依

赖，对于其适应大学生活、维持社交具有积极、正面

的意义。 
5 结论 
大学时期是一个人在进入社会前关键的发展阶

段，也是学生身体和心理发展成熟的关键阶段。在这

个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迅速，这种快速兼有不

稳定的特征，很容易被自身以及外界的因素所影响，

使自身处于亚健康的状态。通过本次调查得出呼和浩

特市大学生亚健康状态较为普遍，形势较为严峻。呼

和浩特市大学生的亚健康问题要引起重视。建议学校

加大健康教育的宣传和实施力度，以助大学生了解亚

健康及其危害，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提高学生心理

自我调适水平。可以通过建立心理咨询室机构进行宣

传，及时了解、解决学生问题。鼓励学生做到自律，

进行规律运动、合理的膳食和规律作息，培养良好的

个人习惯。对于亚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积极干预，预

防和帮助大学生脱离亚健康状态，促进大学生身心协

调发展，提高呼和浩特市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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