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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失眠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
自我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

毛升，毛帅飞，陈星瑜，徐向昇，朱馨怡，雷项慧，李振伟，傅传喜

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目的 探索大学生失眠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和自我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

取杭州市滨江区5所高校740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大学生版Buss-Perry攻
击性量表和自我认同感量表进行调查；采用Process宏程序和Bootstrap法分析失眠在手机成瘾与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

感关系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调查740人，回收有效问卷700份，问卷有效率为94.59%。男生221人，占31.57%；女生

479人，占68.43%。医学专业 607人，占86.71%。检出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低水平自我认同感分别为331、90和

289人，检出率分别为47.29%、12.86%和41.29%。检出轻度失眠196人，中度失眠183人，重度失眠185人，极重度失

眠 136人，分别占 28.00%、26.14%、26.43%和 19.43%。手机成瘾对攻击性行为和自我认同感具有直接预测效应（β=
0.301，P<0.001；β=-0.129，P<0.001），也可以通过失眠对攻击性行为和自我认同感产生间接预测效应（手机成瘾对失

眠：β=0.083，P<0.001；失眠对攻击性行为：β=0.999，P<0.001；失眠对自我认同感：β=-0.698，P<0.001），失眠的中

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21.61%和31.02%。结论 大学生失眠在手机成瘾与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的关系间

起部分中介效应，即手机成瘾可直接影响攻击性行为和自我认同感，也可通过失眠间接影响攻击性行为和自我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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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insomnia i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MAO Sheng, MAO Shuaifei, CHEN Xingyu, XU Xiangsheng, ZHU Xinyi, LEI Xianghui, LI Zhenwei, FU Chuanxi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somnia amo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
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740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ampled
from five universities in Binjiang District, Hangzhou City using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
the Athens Insomnia Scale, 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version of the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elf-Perceived Identity Scal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somnia amo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was examined using Process macro program and Bootstrap method. Results A total of 740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ed, and 70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4.59%.
The respondents included 221 men (31.57%) and 479 women (68.43%), and there were 607 respondents with a special⁃
ty of medicine (86.71%). There were 331 participants detected with mobile phone addiction (47.29%), 90 with aggres⁃
sive behaviors (12.86%) and 289 with low-level self-perceived identity (41.29%), and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mild, mod⁃
erate, severe and extremely severe insomnia were 28.00%, 26.14%, 26.43% and 19.43% among respondents, respective⁃
ly. Mobile phone addiction had a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aggressive behaviors (β=0.301, P<0.001)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β=-0.129, P<0.001), and presented an in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aggressive behaviors (effect of mobile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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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ction on insomnia: β=0.083, P<0.001; effect of insomnia on aggressive behaviors: β=0.999, P<0.001; effect of insom⁃
nia on self-perceived identity: β=- 0.698, P<0.001). The contributions of mediating effects caused by insomnia were
21.61% and 31.02% to total effects. Conclusions Insomnia present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among mobile phone ad⁃
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may directly
affect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and indirectly affect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
tity via insomnia.
Key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insomnia;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 self-perceived identity

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日益严重［1］。

有研究认为手机成瘾可导致低水平自我认同感、攻击

性行为等心理行为问题［2-3］。自我认同感是指个体对自

我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认知。攻击性行为是指有意

伤害他人（包括躯体和心理）的行为倾向。但也有研

究发现手机成瘾无法直接影响攻击性行为［2］，因此，

推测手机成瘾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可能通过某些中介

效应实现。失眠是青少年常见的睡眠障碍［4-5］，研究表

明睡眠障碍与手机成瘾显著相关，也与攻击性行为、

低水平自我认同感的发生相关［6-9］。为探索大学生失眠

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

于 2018 年 10—12 月选择杭州市滨江区在校大学生进

行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杭州市滨

江区 5 所高校，从每所高校随机抽取 5 个班级，每

个班级随机抽取 55～65 名学生进行调查。纳入标

准：使用智能手机；有沟通交流能力；无认知障碍；

无精神病史。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问卷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由经过统一

培训的调查人员收集人口学信息、手机成瘾、攻击性

行为、自我认同感和失眠情况。

采用 LEUNG［10］ 研发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 评估调查对

象的手机成瘾程度。该量表共 17 个条目，使用 5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分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中

立、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依次计 1～5 分，计算所

有条目得分。按总分四分位数划分手机成瘾严重程

度：0～41 分为轻度；42～48 分为中度；49～56 分

为重度；≥57 分为极重度。总分≥51 分判定为手机

成瘾。MPAI 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47，KMO 值

为 0.826，Bartlett 检验 P<0.001。
采用吕路等［11］修订的中文大学生版 Buss-Perry

攻 击 性 量 表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version of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CC-BPAQ） 评

估调查对象的攻击性行为。该量表共 22 个条目，使

用 5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分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

符合、中立、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依次计 1～5
分，计算所有条目得分，总分≥66 分为具有攻击性

行为。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93，KMO 值为

0.901，Bartlett 检验 P<0.001。
采用自我认同感量表 （Self-Perceived Identity

Scale，SIS）评估调查对象的自我认同感［12］。该量表

共 19 个条目，使用 4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分为完全

不符合、偶尔符合、大部分符合和完全符合，依次计

1～4 分，计算所有条目得分，总分<55 分为低水平

自我认同感。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656，KMO 值

为 0.875，Bartlett 检验 P<0.001。
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 （Athens Insomnia Scale，

AIS）评估调查对象的失眠严重程度［13］。该量表共 8
个条目，使用 4 分 Likert 量表，选项分为没问题、

轻微影响、显著影响和严重影响，依次计 1～4 分，

计算所有条目得分。按总分四分位数划分失眠严重程

度：≤10 分为轻度；>10~12 分为中度；>12~15 分

为重度；>15 分为极重度。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20，KMO 值为 0.853，Bartlett 检验 P<0.001。
1.3 失眠的中介效应分析 将手机成瘾作为预测变

量，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作为结果变量，失眠作

为中介变量，性别、年级、专业和生源地作为控制变

量，建立失眠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

间的中介模型。若满足以下 3 个条件，则中介模型

成立：（1）手机成瘾对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的主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2）手机成瘾对失眠的主效应有

统计学意义；（3）失眠对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的

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采用 Process 宏程序

的模型 4 进行分析，并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抽样量设定为 5 000 次，以

95%CI 不包含 0 判定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1.4 统计分析 问卷数据采用盲法双人双录入 Epi⁃
Data 3.1 软件。定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数±
标准差（x̄ ± s）描述，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采

用 SPSS 25.0 软件对手机成瘾、失眠、攻击性行为、

自我认同感进行两两间的偏相关分析。以 P<0.05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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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调查 740 人，回收问卷 728 份，回

收 率 为 98.38%， 有 效 问 卷 700 份 ， 有 效 率 为

94.59%。其中男生 221 人，占 31.57%；女生 479
人，占 68.43%。大一年级 164 人，占 23.43%；大二

年级 162 人，占 23.14%；大三年级 147 人，占

21.00%；大四年级 164 人，占 23.43%，大五年级 63
人，占 9.00%。医学类专业 607 人，占 86.71%；非

医学类专业 93 人，占 13.29%。农村 418 人，占

59.71%；城镇 282 人，占 40.29%。

2.2 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低水平自我认同感和

失眠情况 700 名大学生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

我认同感和失眠评分分别为（49.29±11.08）、（49.14±

13.56）、（56.46±7.50）、（12.89±3.61）分。检出手机

成瘾 331 人，攻击性行为 90 人，低水平自我认同感

289 人，检出率分别为 47.29％（95%CI：43.60%～

51.00%）、 12.86％ （95%CI： 10.40%～15.30%） 和

41.29% （95%CI：37.60%～44.90%）。检出轻度失眠

196 人，中度失眠 183 人，重度失眠 185 人，极重

度失眠 136 人，分别占 28.00%、26.14%、26.43%
和 19.43%。

女生手机成瘾和失眠评分高于男生（P<0.05）。

不同年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和失眠评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学类专业学生失

眠、攻击性行为评分低于非医学类专业学生，自我认

同感评分高于非医学类专业学生（P<0.05）。农村学

生失眠、攻击性行为评分高于城镇学生，自我认同感

评分低于农村学生（P<0.05）。见表 1。

表 1 大学生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和失眠评分比较（x±s，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s, self-perceived identity and insomnia scor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x±s)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t值

P值

年级Grade
大一One
大二Two
大三Three
大四Four
大五Five

F值

P值

专业Major
医学类Medicine
非医学类Others

t值

P值

生源地Source of students
农村Rural area
城镇Urban area

t值

P值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221
479

164
162
147
164
63

607
93

418
282

手机成瘾

Mobile phone addiction

46.95±10.99
50.37±10.96

-3.831
<0.001

48.72±10.79
50.92±11.45
48.76±11.71
49.13±10.58
48.29±10.49

1.211
0.305

49.07±11.09
50.75±10.97

-1.366
0.172

49.94±10.89
48.34±11.31

1.872
0.062

攻击性行为

Aggressive behaviors

49.20±14.14
49.12±13.30

0.079
0.937

43.54±12.97
51.98±13.24
49.98±14.26
50.07±12.22
52.11±13.67

10.392
<0.001

48.28±13.35
54.76±13.61

-4.346
<0.001

49.97±13.26
47.92±13.92

1.969
0.049

自我认同感

Self-perceived
identity

56.83±8.11
56.29±7.20

0.841
0.401

58.10±7.98
54.10±7.27
54.81±7.01
58.06±6.72
57.95±7.55

10.845
<0.001

56.97±7.45
53.14±6.96

4.657
<0.001

55.76±7.10
57.51±7.95

-2.983
0.003

失眠

Insomnia

12.47±3.72
13.09±3.55

-2.114
0.035

12.24±3.40
13.17±3.94
13.46±3.90
12.81±3.18
12.78±3.45

2.568
0.037

12.75±3.40
13.83±4.67

-2.140
0.035

13.18±3.81
12.47±3.25

2.656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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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和失眠的

偏相关分析 以性别、年级、专业和生源地为控制变

量，偏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攻击性行为与手机成瘾

（r=0.319，P<0.001）、失眠 （r=0.334，P<0.001） 呈

正相关；自我认同感与手机成瘾 （r=-0.279，P<

0.001）、失眠（r=-0.388，P<0.001）呈负相关；失眠

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r=0.255，P<0.001）。
2.4 失眠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间

的中介效应 手机成瘾对攻击性行为具有直接正向预

测效应（β=0.301，P<0.001），也可以通过失眠产生

间接预测效应 （手机成瘾对失眠：β=0.083，P<

0.001；失眠对攻击性行为：β=0.999，P<0.001），见

表 2。手机成瘾对自我认同感具有直接负向预测效应

（β=-0.129，P<0.001），也可以通过失眠产生间接预

测效应（失眠对自我认同感：β=-0.698，P<0.001），

见表 3。中介效应（间接效应）的 95%CI 均不包含

0，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分别

为 21.61% 和 31.02%，见表 4 和图 1。
表 2 大学生失眠在手机成瘾与攻击性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somnia i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年级Grade
专业Major
生源地Source of students
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
失眠 Insomnia
R2值

F值

攻击性行为（无中介）

Aggressive behaviors (unmediated)
β

-0.895
1.815
6.191

-1.667
0.384

0.156
25.715

t值

-0.865
4.947
4.419

-1.719
8.873

P值

0.388
<0.001
<0.001
0.086

<0.001

失眠 Insomnia

β

0.364
0.176
0.996

-0.560
0.083

0.092
14.129

t值

1.274
1.733
2.575

-2.090
6.957

P值

0.203
0.083
0.010
0.037

<0.001

攻击性行为（中介）

Aggressive behaviors (mediated)
β

-1.260
1.639
5.195

-1.108
0.301
0.999

0.221
32.687

t值

-1.263
4.636
3.837

-1.184
6.989
7.559

P值

0.207
<0.001
<0.001
0.237

<0.001
<0.001

表 3 大学生失眠在手机成瘾与自我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somnia i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年级Grade
专业Major
生源地Source of students
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
失眠 Insomnia
R2值

F值

自我认同感（无中介）

Self-perceived identity (unmediated)
β

0.109
0.127

-3.430
1.394

-0.187

0.119
18.665

t值

0.186
0.615

-4.333
2.545

-7.653

P值

0.852
0.539

<0.001
0.011

<0.001

失眠 Insomnia

β

0.364
0.176
0.996

-0.560
0.083

0.092
14.129

t值

1.274
1.733
2.575

-2.090
6.957

P值

0.203
0.083
0.010
0.037

<0.001

自我认同感（中介）

Self-perceived identity (mediated)
β

0.363
0.250

-2.735
1.004

-0.129
-0.698

0.221
32.787

t值

0.659
1.279

-3.655
1.941

-5.426
-9.553

P值

0.510
0.201

<0.001
0.053

<0.001
<0.001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为 47.29％，

高于既往研究报道［7，14］。女生手机成瘾比男生更严

重，与其他研究结果［15-16］一致。大学生手机成瘾与

失眠、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相关。手机成瘾与攻

击性行为呈正相关，与自我认同感呈负相关，手机成

瘾会对大学生心理与生理造成负担，导致攻击性行为

增加，自我认同感降低，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结

果［6，17］一致。失眠可损害人体神经功能，削弱个人

对认知、情绪及行为的控制。大学生失眠与攻击性行

为呈正相关，与自我认同感呈负相关，与既往研

究［18-19］一致。大学生手机成瘾越严重，对个人负面

影响越大，提示要关注大学生手机成瘾情况，并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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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防和干预。

本研究构建了大学生失眠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

为、自我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验证了手机

成瘾对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的直接预测价值，同

时手机成瘾通过失眠这一中介机制对攻击性行为、自

我认同感起间接预测作用，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

率分别为 21.61% 和 31.02%，提示失眠是手机成瘾

影响大学生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的重要机制。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

研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同时可能存在混杂因素

如环境、家庭、生活压力等，需要进一步采用前瞻

性研究明确。其次，本研究样本量不均衡，可能造

成结果差异，研究结果对大学生以外的人群适用性

可能不佳。

大学生失眠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

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攻击性行为作为一种多发的

社会性负面行为［20］，对个人乃至社会都会产生极大

的影响；低自我认同感容易导致消极情绪和行为，

同样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大学生手机

成瘾问题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需对大学生手机

使用进行正确引导、合理干预，降低该群体对手机

的依赖，并通过心理咨询改善大学生失眠情况，从

而避免低水平自我认同感、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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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

Table 4 Bootstrap test for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somnia i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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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ction

失眠
Insomnia

攻击性行为
Aggress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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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0.698
-0.129

注：图中数字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均P<0.05。Note: the num⁃
bers are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ith P<0.05.

图 1 失眠在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自我认同感间的

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1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somnia i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self-perceived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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