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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颈椎亚健康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
于文静   潘慧娜   俸翰超*

右江民族医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目的 调查医学生颈椎亚健康现状，分析学业压力和电子健康素养对颈椎功能的影响。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右江民族医学院2018-2022级320名本科生的人口
统计学、颈椎亚健康状况、学业压力及电子健康素养情况，数据用SPSS 26.0进行t检验、ANOVA、皮尔森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26.4%(77人)学
生有颈椎亚健康，其中医学生占20.9%(61人)。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分析显示，仅性别在NDI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业压力和电子健康素养与
NDI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医学生颈椎亚健康率较高，学业压力增加会加重颈椎功能障碍，而提高电子健康素养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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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ervical Sub-health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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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ervical sub-health statu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academic pressure and e-health literacy 
on cervical function.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2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2018-2022 classes at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overing demographics, cervical sub-health status, academic pressure, and e-health literacy.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26.0, employing t-tests, 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26.4% (77 students) 
were found to have cervical sub-health conditions, with medical students accounting for 20.9% (61 students). Only gender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DI (P<0.05). Both academic pressure and e-health literacy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NDI (P<0.05). Conclusion The 
cervical sub-health rate is relatively high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creased academic pressure exacerbates cervical dysfunction, while improved 
e-health literacy can help alleviate cervical sub-health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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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椎亚健康是指颈椎因各种刺激导致活动受限、肩颈不适、
头晕头痛等症状，但无明显器质性病变[1]。这种状态会严重影响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若长期不重视，可能导致肩颈酸痛、注意
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头晕嗜睡，甚至失去生活信心[2]。近年
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青少年群体中颈椎亚健康的发生率不
断上升。有调查显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86.25%的大学生存在颈
椎亚健康[3]，另一项研究指出，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的颈椎病发病
率在1995至2001年间增加了近16倍[4]。尽管电子健康信息的普及
提升了大学生的健康认知，但学习生活压力加大，使得大学生的
颈椎亚健康问题日益严重。有学者指出，探讨高危因素与颈椎亚
健康的关系，对制定有效的干预方案尤为重要[5]。
　　研究表明，感知到压力的大学生大多处于颈椎亚健康状态，
且压力大小与颈椎亚健康的发生密切相关，其中学业压力是大学
生主要的压力来源[6]。值得注意的是，医学生的颈椎亚健康发生
率高于其他专业[7]。相比其他专业，医学专业学制更长，对理论
学习和临床技能的要求更严格，同时面临激烈的考研和就业竞
争。高强度的压力对医学生而言难以避免，而这种压力与颈椎亚
健康密切相关，使医学生更易陷入颈椎亚健康状态[8]。
　　信息技术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巨大，81.4%的大学生曾
主动检索健康信息，获取健康知识和做出健康相关决策更多依赖
网络[9]。电子健康素养指的是个人通过电子资源搜索、理解、评
价、整合并应用健康信息，以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10]。研究表
明，电子健康素养越高，越可能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从而降低
患病风险[11]。此外，通过检索颈椎健康相关的专业知识，并采取

合理干预措施，可有效改善颈椎健康水平[12]。
　　尽管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探讨大学生颈椎亚健康的现状及影
响因素，如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良坐姿、生活方式和学业压力
等[13]，但很少有研究结合学业压力与电子健康素养来探讨其对颈
椎亚健康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右江民族医学院320名大学生
为对象，评估医学生的颈椎亚健康状况，分析学业压力、电子健
康素养与颈椎亚健康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医学生的颈椎健康和提
升整体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右江民族医学院2018-2022
级本科学生320名作为调查对象。
1.2 调查方法  采用匿名方式，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线上问卷调
查，由小组成员统一发放问卷并说明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
1.2.1 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通过文献梳理设计，调查内容包括性
别、年级、专业和家庭所在地区。
1.2.2 颈椎功能障碍指数调查问卷(The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NDI为患者自评问卷，用于评估颈椎功能状态，共10个条
目，内容包括颈部疼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每项得分为0至5
分，得分越高表示功能障碍越严重。VAS和NDI得分作为筛选颈椎
亚健康的依据，入选标准为 VAS≥2分，NDI≥5分[14]。
1.2.3 视觉模拟疼痛量表(The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VAS
用于量化受试者的疼痛程度，评分范围为0至10分，0分表示
“无痛”，10分表示“剧痛”。VAS具有操作简便、灵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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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迅速等优点，并显示出良好的信效度，广泛应用于临床疼痛
评估[15]。
1.2.4 学业压力感知量表(Perception of Academic Stress Scale)  
本量表由Dalia Bedewy和Adel Gabriel开发，用于评估大学生的
学业压力及其来源。量表包含18个条目，涵盖4个维度：表现压
力、工作量与考试压力、自我认知压力及时间限制，Cronbach's 
α系数为0.7，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聚合效度[16]。
1.2.5 电子健康素养量表(The eHealth Literacy Scale, eHEALS)  
该量表包含8个条目，主要用于评估个体在寻求和应用网络健康
信息时的自评技能[17]。每题设置5个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计分为1至5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显示出良好的信度[18]。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χ

-
±s)表

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NOVA分析人口学资料组间的NDI差
异，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自变量与因变
量的关系。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292份，有效回
收率为91.25%。其中，临床医学专业学生144人(49%)、非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85人(29%)、非医学专业学生63人(22%)。人口统
计学资料见表1。
2.2 信效度分析  选取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作为量表
信度指标。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问卷(NDI)、电子健康素养量表
(eHEALS)、学业压力感知量表的4个维度(表现压力、工作量与
考试压力、自我认知压力和时间限制)及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NDI和eHEALS的信度分别为0.800
和0.934，学业压力感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
0.750至0.827之间，总量表的信度为0.851，各量表均表现出良
好的信度。
　　问卷的适用性通过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进行评估。分析
结果显示，KMO值为0.896，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表明数
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从而支持量表的结构效度。
2.3 颈椎亚健康现状  结果显示，在292名学生中，NDI平均得
分为4.84分，14.4%的学生NDI得分为0，43.2%的学生NDI得
分≥5；VAS平均得分为3.49，62.3%的学生VAS得分≥2。根据
VAS≥2和NDI≥5的筛选标准[14]，26.4%(77人)的学生被判断为颈
椎亚健康，其中医学生占20.9%(61人)。
2.4 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分析对性别、年
级、专业和地区的NDI总分进行组间比较，结果显示，年级、专
业和地区在NDI总分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仅性别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女性NDI总分平均值高于男性(见表3)。
2.5 多因素分析  以颈椎功能障碍指数总分(NDI）为因变量，电
子健康素养(eHEALS)、表现压力(PP)、工作量与考试压力(PW)、
自我认知压力(AS)和时间限制(TR)为自变量，利用皮尔逊相关
性分析可知5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
(P<0.01)，其中eHEALS与NDI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余4
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表4。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DI总分的影响因素。模型摘要结果
显示，调整后的R² = 0.289，表明5个自变量可以解释NDI总分
28.9%的变异；Durbin-Watson统计量为2.019，接近2，表明
残差之间基本独立，符合独立性要求。ANOVA分析结果显示，
F = 24.653，P<0.01，说明模型中至少有一个自变量显著影响
NDI总分。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表现压力(PP)外(P= 0.537>0.05)，
工作量与考试压力(PW)、自我认知压力(AS)、时间压力(TR)均对
NDI总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P<0.05)，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872、
0.902和1.317。同时，eHEALS对NDI总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 
0.05)，回归系数为-1.016。各自变量的VIF均小于5，表明不存在
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有效 (见表5)。

表1 人口统计学资料(n=292)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05 36

                    女                      187 64

年级 大一                      21 7

                    大二                      33 11

                    大三                      77 26

                    大四                      141 48

                    大五                      20 7

专业 临床医学专业 144 49

                    非临床医学专业 85 29

                    非医学专业 63 22

地区 城市                     219 75

                    农村                     73 25

表2 内在信度分析结果(n=292)
维度                                   Cronbach’s α 项数

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 0.800                       10

电子健康素养(eHEALS) 0.934                       8

表现压力(PP)                     0.759                       4

工作量与考试压力(PW) 0.827                       4

自我认知压力(AS)                     0.750                       5

时间压力(TR)                     0.778                       5

总量表                                         0.851                       36

表3 性别差异分析
            男                                 女                           T      P

NDI总分 3.99±4.598 5.32±4.117 -2.529 0.012

表5 NDI总分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线性分析
      B       t     P    VIF

eHEALS -1.016 -3.394 .001 1.193

PP -.256 -.618 .537 2.986

PW .872 2.184 .030 2.893

AS .902 2.137 .033 2.202

TR 1.317 2.617 .009 2.924

表4 NDI总分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NDI总分 eHEALS PP PW AS TR

NDI总分 1     

eHEALS -.358** 1    

PF .379** -.256** 1   

WE .420** -.260** .781** 1  

SP .445** -.367** .587** .513** 1 

TR .491** -.376** .674** .677** .715** 1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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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近年来，大学生群体，尤其是医学生的颈椎健康问题引起了
广泛关注。本研究显示，26.4%的学生存在颈椎亚健康问题，医
学生占20.9%，略高于王震等人报告的17.9%[7]，低于荆立娜等人
调查的38.36%[12]，可能与不同研究中颈椎亚健康的诊断标准不同
有关。本次调查的292名学生中，85.6%存在不同程度的颈椎功
能障碍，超过60%出现颈部疼痛，表明医学生的颈椎问题相较非
医学生更为严重，这可能与医学生长时间伏案学习、学业压力大
及熬夜等因素有关。
　　先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颈椎疼痛的发生率高于男性(分别
是44.4%和36.7%)[19]。本研究显示，性别在颈椎功能障碍比较差
异上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的NDI平均得分高于男性。可能
与在女性的自学时间、习惯性的错误坐姿、静态姿势的持续时间
和心理障碍等因素有关。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学业压力与医学生颈椎功能障碍呈显
著正相关(P<0.01)；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学业压力中的工
作量与考试、时间限制、自我认知三个维度对颈椎功能障碍有显
著影响。工作量和考试的压力可能来源于繁重的作业和考试压
力，而时间限制带来的压力可能与课堂时间紧张、作业负担重及
学习进度赶不上有关，这些因素导致医学生长时间伏案，颈椎长
期处于不良姿势[20]，易产生功能障碍。此外，自我认知涉及学术
自信和职业前景等，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更易受到学业和就业压
力的影响，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心理状态，长期精神紧张可能
进一步影响肌肉和关节的正常休息，诱发颈椎功能障碍[21]。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电子健康素养对颈椎功能障碍有保护作
用。通过提高医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可帮助其更有效地获取健
康知识并改善健康行为。赵烨等[22]的研究发现，较高的电子健康
素养能够促进个体更好地利用网络资源获取健康知识。医学生在
使用电子产品娱乐的同时，可以关注健康宣教内容，以提高电子
健康素养，从而预防和改善颈椎亚健康问题。

4  总   结
　　综上所述，医学生颈椎亚健康问题较为普遍，且与学业压力
显著相关。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
建议学校和相关部门关注学生的学业压力水平，帮助学生采取合
理的压力管理措施；学生也应积极通过网络渠道提升电子健康素
养，并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推拿按摩和理论疏通经络，放松颈部肌
肉[23-24]，重在预防和早期管理。本研究为改善医学生颈椎健康教
育提供了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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