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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的并发症率 [n（%）]

分组 例数 气胸 慢性肺病 肺炎 合计

对照组 30 3（10.00） 3（10.00） 1（3.33） 7（23.33）

干预组 30 1（3.33） 0（0.00） 0（0.00） 1（3.33）

χ² — — — — —

P — — — — —

4 讨论
NRDS 是新生儿出生不久因 AD 缺乏而诱发呼吸困难症

状、肺泡萎缩，并且呈现进行性发展。NRDS 发病与胎龄、

体重有密切关系，尤其是早产儿、低体重儿的发病率高，

并且其病情的严重程度也随着体重越低、胎龄越小而越发严

重。NRDS 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存活大于 3d 的患儿的 PS 合

成会慢慢增加，随着肺部的成熟度逐渐提高，其病情也会慢

慢缓解，但 NRDS 早期容易合并肺部感染、高压及出血等

并发症，严重者常常在 3d 内死亡 [8-9]，因此应及早地发现、

治疗，以缓解症状，避免患儿死亡。

目前，临床针对 NRDS 患儿常用机械通气进行治疗，

有较为良好的效果，能维持患儿呼吸周期持续通气，在呼

吸末促使肺泡开放，对 NRDS 所导致的肺泡萎缩有预防作

用，进而增加肺泡面积与功能余气量，使气道阻力下降。随

着临床实践与研究发现，单纯性机械通气治疗的效果不是

很理想 [10-11]，需要探究其他有效的治疗措施，进行加强机械

通气的疗效。PS 的成分结构为 10% 蛋白质 +10% 中性磷脂

+70%~80% 磷脂，是Ⅱ型肺泡上皮细胞所合成且分泌的，属

于磷脂蛋白混合物，对新生儿正常的肺功能有着维护作用，

能降低其肺泡的液气平面张力，避免呼气末时肺部塌陷，同

时对 PS 功能、代谢有重要作用；若 PS 被压缩会使肺泡的

表面张力升高，导致血液在肺内分流，使肺内氧合能力下降，

致使肺泡发萎陷性变化，对新生儿的换气功能与通气功能造

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甚至诱发低氧血症、二氧化碳潴留，最

终诱发 NRDS。外源性 PS 同样可以促使肺泡内的张力、肺

泡壁的表面张力下降，使肺泡顺应性上升，以及肺泡萎陷状

态得到有效的纠正，使已萎缩肺泡复张，并且对氧合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对肺部病变有抑制作用。外源性 PS 与机械通

气联合治疗 NRDS 有协同作用，能提升疗效。

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机械通气治疗的对照组的总有效

率，增加 PS 联合治疗的干预组更高，与毛庆花等 [12] 研究

中 PS 组治疗效果显著高于 CMV 组的结果相符，提示增加

PS 联合治疗能提升疗效；相较于对照组治疗后的血气指标，

干预组更优，提示增加 PS 联合治疗对 NRDS 患儿血气指标

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相较于对照组治疗后的氧交换指标，

干预组更优，提示增加 PS 联合治疗对氧交换指标的改善效

果有提升作用；相较于对照组的总并发症率，干预组更低，

提示增加 PS 联合治疗能减少并发症，安全性更高。

总而言之，针对 NRDS 患儿应用机械通气 +PS 联合治

疗能提高总有效率，还能优化其血气指标与氧交换指标，降

低总并发症率，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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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了预防青少年养成不良使用手机的习惯，摆脱对手机的依赖，降低青年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发生率。方法：

采用调查法、问卷法、文献研究、统计分析、经验总结等方法对青年大学生大学就读期间对手机依赖程度的调查以及通过实

施积极心理干预措施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效果的研究。结果：有效调查问卷显示接受相关心理干预后，每天使用手机时

间的时长明显较低，每节课上课使用手机的频率明显较低。结论：调查数据显示青年大学生手机成瘾现象很普遍，采取适宜

的积极的心理干预措施很有必要，研究者要更加重视青年大学生的手机成瘾情况以及自我效能感，并提供更适合大学生大学

期间的积极心理干预措施，进而减少青年大学生手机的依赖，降低其手机成瘾发生的可能性。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prevent teenagers from forming the bad habit of using mobile phones, get rid of the dependence 
on mobile phone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you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 survey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the literature study,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he summary of experience. Results: 
The recovery rate of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was the incidence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the most effective specific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were included. Conclusion: Survey data show that young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phenomenon is very common, take appropriat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is necessary, th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young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self-efficacy,	and	provide	prope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so a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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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相关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4.4%，可见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的必需品 [1-2]。作为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人群之一，已

经分类成手机关系成瘾、手机娱乐成瘾、手机信息搜集成瘾

三大类，由此可见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青年

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 [3]。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

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个性心理等也产生非常重要

的影响 [4]。与此同时对于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方法，现在

目前较多的是运动、放松训练等行为疗法，短期内有一定的

效果，是否能长久有效尚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针对当前高

校大学生突出的手机成瘾问题，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实施干

预。时勘 [5] 教授说过心理援助应提倡采用积极心理学相关理

论。Suler（2001 年）指出，网络虽然可以让人心理需求得到

满足，而且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也能间接推动人的发展，

但是过度使用会使人们失去方向停滞不前 [6]。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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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查青年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程度以及自我效能度，然后采

取积极心理干预措施来改变大学生对于手机成瘾的现状。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发布问卷调查，总共收回 426 份有效问卷，干预前

的有效问卷数量为 290 份，干预后的有效问卷数量为 136 份。

研究对象来自邵阳学院 2019 级 ~2021 级的护理学专业的学

生，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的研究对象，干预组为

2021 级护理学 9 班、10 班学生，为了方便研究者实施干预

以及发放问卷调查结果。

2.2 研究方法

2.2.1 调查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调查问卷和实地发放纸质调查问卷

的方法，了解邵阳学院 2019 级 ~2021 级护理学专业范围内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现状、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对大学生身心

健康的影响及手机成瘾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对干预前后进

行各方面的对比。通过设计问卷问题，进行问卷发放，收集

问卷统，进行研究。问卷的内容是针对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

使用手机的频率，手机成瘾的原因以及自我效能感。

对 2021 级 9 班、10 班采取以下干预措施：①加强校园

文化环境建设、营造积极的心理教育氛围；②开展学习重要

性主题班会、职业生涯规划辅导与教育主题班会、健康生活

方式的主题班会等鼓励同学减少玩手机的频率；③采用自愿

原则限制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鼓励各班学委在晚自习开始

前将手机收齐。干预后再收集问卷统计结果；④开展团辅活

动，加强大家对其他事情的兴趣，减少对手机的关注。

2.2.2 观察法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外在感官观察，扩大研究结果的认知，

启发思维获取新的认知。

2.2.3 文献研究法 
根据研究积极的心理干预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通

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积极

心理干预的影响。有助于观察和访问了解研究对象的全貌。

通过查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等国内文献库，以

及 PubMed、WebofScience 等国际数据库，检索与手机成瘾、

积极心理干效能感的相关文献，详细筛选出对改善大学生手

机成瘾、提升自我效能感的可能有效的积极心理干预措施，

以指导后续研究。

2.2.4 统计分析法
通过对 2019 级 ~2021 级护理学专业范围内大学生的上

课使用手机的次数、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手机成瘾的程度

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发现和探索干预方法和手机成瘾

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统计问卷数据，对比心理干预前后大

学生手机成瘾有无差异，来验证积极心理干预措施的有效

性，从而获得有效的研究结果。

2.2.5 经验总结法 
通过学习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于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干预

方面的经验，对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加以分析，合理汲取，再

结合积极心理学干预手段予以适当创新，最后对本次实验数

据进行总结分析，进行进一步研究，最后制定具有邵阳学院

地方特色的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措施。

3 数据分析
收集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后的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用统计学方法，收集的问卷率，手机成瘾及干预后的

效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1 所示。

为研究是否接受心理干预在手机使用时长上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对其进行卡方检验，由表可得，P ＜ 0.01，
χ2=19.697，表明是否接受心理干预在手机使用时长存在显著

差异，且由表可得，在接受相关心理干预的人中，每天手

机使用时长 0~1 小时的人数显著多于每天手机使用时长 3~4

小时、4 小时甚至更多的人数；在没有接受相关心理干预的

人中，每天手机使用时长 3~4 小时、4 小时甚至更多的人数

显著多于每天手机使用时长 0~1 小时的人数。

为研究是否接受心理干预在手机使用频率上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对其进行卡方检验，由表 2 可得，P ＜ 0.01，
χ2=24.379，表明是否接受心理干预在手机使用频率存在显著

差异，且由表可得，在接受相关心理干预的人中，上课时间

手机使用频率为一次都没有的人数显著多余上课时间手机

表 1 是否接受心理干预在每天手机使用时长上的差异

现在一天需要使用多长时间的手机
总计 χ2 P

0~1 小时 1~2 小时 3~4 小时 4 小时甚至更多

4、你是

否接受

到相关

心理干

预

是

计数 30 8 10 20 68

19.697 ＜ 0.01

占 现在一天需要使用多

长时间的手机 的百分比
75.0% 72.7% 33.3% 36.4% 50.0%

否

计数 10 3 20 35 68

占 现在一天需要使用多

长时间的手机 的百分比
25.0% 27.3% 66.7% 63.6% 50.0%

总计

计数 40 11 30 55 136

占 现在一天需要使用多

长时间的手机 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