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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流动学生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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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了解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春期流动学生生活质量（QOL）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沙坪坝区 9 ～ 16 岁 3 512 名中小学生（男生 1 821 人，女生 1 691 人）。

采用青春期儿童生活质量量表（QOLSCP）、儿童抑郁量表（CDI）及青春发育事件自我评定量表（PDS）对

研究对象进行一般情况、青春期发育状况及抑郁和 QOL 的测定。结果   沙坪坝区青春期流动学生 QOL 总

分、生理及社会领域得分均低于非流动学生（P <0.05）。高学段、抑郁及青春发动时相提前是青春期流动学

生 QOL 的危险因素（P <0.05）；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关系和谐是其 QOL 的保护因素（P <0.05）；父亲文

化程度高是青春期流动女生 QOL 的保护因素（P <0.05）；母亲文化程度高是青春期流动男生 QOL 的保护因

素（P <0.05）；各因素对生理、心理、社会及青春期各领域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P <0.05）。结论  青春期

流动学生 QOL 低于同年龄阶段非流动学生。学段、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关系、父母亲文化程度、抑郁状况

及青春发动时相是青春期流动学生 QOL 的影响因素。关注青春期流动学生家庭生活环境、心理及青春期发

育可有效改善其 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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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adolescent 
migrant students

Fang He, Lin-li Peng, Min Ran, Jing-wei Yang, Hong Wang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on adolescent 
migrant students in a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  Methods  A total of 3,512 students (1,821 boys, 1,691 girls) aged 9 
to 16 from an urb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were enrolled with random stratified an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General 
situation, QOL, depression and pubertal timing of the populations were studied.  Results  The score of QOL and that 
in physiology and society in migrant stud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non-migrant students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learning stage, depression and early puberty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QOL; good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 and relation we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QOL. High education level of father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QOL of adolescent migrant girls; high education level of mother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QOL of adolescent migrant boys (P < 0.05).  Conclusions  The QOL of migrant studen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n-
migrant students. Learning stage,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 family relation, education level of parent, depression 
condition and timing of puberty a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QOL of adolescent migrant students. Paying attention to 
adolescent migrant students' family living environment, psychology and puberty develop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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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是指不同文化和

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及所关

心的事情有关生活状况的主观体验 [1]。随着社会对儿

童心理卫生问题的逐步重视，儿童 QOL 越来越受到关

注。目前对儿童 QOL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慢性病儿童

和留守儿童 [2-4]。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重庆市某城区处

于青春期的流动学生的 QOL 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为提高青春期流动学生 QOL 和身心健康提供参

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重庆市沙坪坝区分

别抽取 4 所中学和 4 所小学共 8 所学校。然后抽取中

学初一到初三、小学四到六年级，每个年级抽取 3 ～ 5

个班，以抽到班级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

卷 3 586 份，回收问卷 3 586 份，回收率 100%。剔除

有智力问题或其他慢性病学生问卷，最终获得有效

问卷 3 512 份，有效率 97.9%。其中，男生 1 821 人

（51.9%），女生 1 691 人（48.1%）；小学高年级学生

1 680 人（47.8%），初中学生 1 832 人（52.2%）；平均

年龄（11.95±1.82）岁。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问卷    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姓名、性别、

年级、出生日期、调查日期、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

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是否跟着父母从

其他地区来到沙坪坝区生活及从其他地区来沙坪坝区

生活的时间等。将从其他地区来沙坪坝区生活并生活

达到半年以上的学生判定为流动学生。

1.2.2      青春期儿童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scale 

for children in puberty, QoLSCP）       QoLSCP 为重庆医

科大学妇幼卫生与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课题组编

制（包括生理、心理、社会、青春期四个领域，共

39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有 5 个描述不同程度的选

项，分别记 1、2、3、4 及 5 分，总分 0 ～ 195 分，得

分越高表明 QoL 越高。预调查显示，QoLSCP 总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分半相关系数为 0.88，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

1.2.3      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CDI 由美国心理学家 Kavocs 编制。本次调查

所用量表为中文修订版，共 27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

有 3 个描述不同抑郁程度的选项，由轻到重分别记 0、

1 及 2 分，总分 0 ～ 54 分。以 19 分作为抑郁的判断

界值。该表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领

域，用以初步筛查出有抑郁症状的对象。洪忻等 [5] 对

中国儿童进行测评发现修订版的 CDI 具有较高的效度

和信度，CDI 总量表 Cronbachα 系数为 0.853，各分量

表 α 系数 0.348 ～ 0.669，分半信度为 0.824。适合中

国儿童使用。

1.2.4       青 春 发 育 事 件 自 我 评 定 量 表（pubertal 

development scale, PDS）       PDS 主要由 5 个条目组成

[ 包括身高突增、体毛增长（阴毛、腋毛）、皮肤改变

（出现青春痘）、女童的乳房发育和月经情况及男童变

声和胡须生长情况 ]。除女童月经初潮中“已经来潮”

评4分、“尚未来潮”评1分外，其余各条目评分均为“尚

未开始”评 1 分，“刚刚开始”评 2 分，“已经开始一

段时间了”评 3 分，“似乎已经停止”评 4 分，所有评

分相加再除以 5 即可得到该个体发育得分。以 P75 为

界值分别将各年龄组个体分为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组和

非提前组。

1.3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在班主任协助下由经统一培训的

课题组成员向学生详细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问卷

填写方式及保密方式等，统一发放问卷、集中填写，

对学生填写问卷过程中的疑问进行及时解答。学生填

写完毕后进行现场审核，对于存在漏项、多选或逻辑

错误的问卷立即退回学生补充或修改。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EpiData 3.0和 SPSS 20.0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

检验或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Bonferroni 法，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影响因素的分析

采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流动学生与非流动学生一般情况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 3 512 人。其中，流动学

生 1 519 人（43.3%），非流动学生 1 993 人（56.7%）。

男生流动比例高于女生（P  <0.05）。小学生流动比例

高于初中生（P <0.05）。见表 1。

2.2    流动学生与非流动学生各领域得分比较

流动学生与非流动学生 QOL 总分、生理领域及

社会领域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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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理领域和青春期领域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见表 2。

2.3    不同类型流动学生 QOL 得分比较

无论是流动男生还是女生，都存在 QOL 得分初

中组低于小学组，抑郁组低于非抑郁组，青春发动时

相提前组低于非提前组。不同年龄、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及家庭关系各组间 QOL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进一步两

两比较发现，父亲或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组的

男生和女生 QOL 得分均低于高中 / 中专组、大专及

以上组 ；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男生和女生 QOL 得分

均低于一般组，一般组低于较好组 ；家庭关系较差的

男生和女生 QOL 得分均低于一般组，一般组低于和谐

组（P <0.05）。见表 3。

2.4    流动学生 QOL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别以不同性别流动学生的 QOL 总分及各维度

的 QOL 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

意义因素为自变量，相关因素赋值（见表 4）。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向后法），确定检验水平 α入=0.05、

α出=0.10，分别作为引入、剔除变量的标准。结果显示，

表 1    流动学生与非流动学生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男 / 女 / 例
学段  例（%）

合计
小学 初中

流动学生（n =1 519） 826/693 812（48.3） 707（38.6） 1519（43.3）

非流动学生（n =1 993） 995/998 868（51.7） 1125（61.4） 1993（56.7）

χ2 值 6.847 33.883

P 值 0.009 0.000

表 2    流动学生与非流动学生 QoL 比较    （分，x±s）

组别 QOL 总分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领域 青春期领域

流动学生（n =1 519） 137.62±18.60 29.53±5.24 38.42±7.10 49.72±8.64 19.96±3.77

非流动学生（n =1 993） 139.50±18.59 29.55±5.20 38.88±7.21 50.94±8.26 20.13±3.79

t 值 -2.963 -0.129 -1.875 -4.277 -1.308

P 值 0.003 0.023 0.061 0.000 0.191

表 3    不同类型流动学生 QOL 得分    （分，x±s）

分类
男生（n =826） 女生（n =693）

QOL 得分 t /F 值 P 值 QOL 得分 t /F 值 P 值

学段

    小学 141.40±19.24
5.446 0.000

141.16±19.34
6.437 0.000

    初中 134.38±17.18 132.38±16.45

独生子女

    是 137.31±18.81
-1.123 0.262

138.53±19.48
1.723 0.085

    否 138.85±18.61 135.95±17.93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36.82±18.46 134.81±17.87

    高中 / 中专 141.40±18.591） 5.665 0.004 140.87±18.151） 9.773 0.000

    大专及以上 141.71±19.59b 143.25±22.281）

何芳，等 ：青春期流动学生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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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流动男生 QOL 总分及心理领域与学段、母亲

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关系、是否抑郁和青

春发动时相 6 个因素有关（P  <0.05）；其生理领域与

学段、家庭关系及是否抑郁 3 个因素有关（P <0.05）；

其社会领域与学段、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关系、是否

抑郁和青春发动时相 5 个因素有关（P  <0.05）；其青

春期领域与是否抑郁有关（P  <0.05）。青春期流动女

生 QOL 总分与学段、父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

家庭关系、是否抑郁和青春发动时相 6 个因素有关

（P <0.05）；其生理和心理领域与学段、家庭经济条件、

是否抑郁及青春发动时相 4 个因素有关（P  <0.05）；

其社会领域与学段、父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

家庭关系及是否抑郁 5 个因素有关（P  <0.05）；其青

春期领域与是否抑郁及青春发动时相有关（P <0.05）。

见表 5。

表 4    变量赋值表

变量 赋值

学段 小学 =0 初中 =1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0 高中 / 中专 =1 大专及以上 =2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0 高中 / 中专 =1 大专及以上 =2

家庭经济条件 较差 =0 一般 =1 较好 =2

家庭关系 较差 =0 一般 =1 和谐 =2

是否抑郁 否 =0 是 =1

青春发动时相 非提前 =0 提前 =1

续表 3

分类
男生（n =826） 女生（n =693）

QOL 得分 t /F 值 P 值 QOL 得分 t /F 值 P 值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36.45±18.66 135.71±18.09

    高中 / 中专 142.39±17.791） 9.486 0.000 138.86±18.621） 4.938 0.007

    大专及以上 143.00±19.531） 144.51±21.351）

家庭经济条件

    较差 130.07±19.94 126.75±19.29

    一般 139.18±17.942） 23.006 0.000 135.98±16.972） 32.296 0.000

    较好 143.25±17.322）3） 145.58±18.932）3）

家庭关系

    较差 123.28±21.27 119.19±22.65

    一般 133.57±17.934） 49.119 0.000 131.19±17.834） 44.170 0.000

    和谐 143.78±17.074）5） 141.81±16.744）5）

抑郁

    是 125.25±17.23
-15.473 0.000

120.62±18.00
-15.302 0.000

    否 144.33±16.09 142.13±15.26

青春发动时相

    提前 134.22±17.67
-3.340 0.001

133.27±19.01
-2.375 0.018

    非提前 139.43±18.79 137.59±18.31

注：1）与初中及以下比较，P  <0.05；2）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比较，P  <0.05；3）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比较，P  <0.05；4）与家庭关

系较差比较，P <0.05；5）与家庭关系一般比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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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流动学生 QOL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性别 自变量 b Sb t 值 P 值

QOL 总分 男生 学段 -5.252 1.109 -4.737 0.000

母亲文化程度 2.051 0.939 2.184 0.029

家庭经济条件 2.875 0.885 3.248 0.001

家庭关系 6.341 0.943 6.726 0.000

是否抑郁 -16.109 1.202 -13.396 0.000

青春发动时相 -3.103 1.304 -2.380 0.018

女生 学段 -6.183 1.182 -5.233 0.000

父亲文化程度 2.579 0.962 2.681 0.008

家庭经济条件 4.598 1.047 4.392 0.000

家庭关系 5.215 1.053 4.952 0.000

是否抑郁 -17.841 1.390 -12.838 0.000

青春发动时相 -3.098 1.468 -2.110 0.035

生理领域 男生 学段 -2.153 0.349 -6.162 0.000

家庭关系 1.178 0.300 3.931 0.000

是否抑郁 -2.956 0.383 -7.721 0.000

女生 学段 -2.281 0.357 -6.395 0.000

家庭经济条件 1.343 0.317 4.236 0.000

是否抑郁 -3.374 0.408 -8.261 0.000

青春发动时相 -1.472 0.451 -3.267 0.001

心理领域 男生 学段 -1.139 0.482 -2.362 0.018

母亲文化程度 0.995 0.408 2.436 0.015

家庭经济条件 0.821 0.385 2.132 0.033

家庭关系 1.516 0.410 3.697 0.000

是否抑郁 -4.181 0.523 -7.994 0.000

青春发动时相 -1.316 0.567 -2.322 0.020

女生 学段 -1.562 0.485 -3.218 0.001

家庭经济条件 1.123 0.431 2.602 0.009

是否抑郁 -5.979 0.556 -10.757 0.000

青春发动时相 -1.282 0.613 -2.092 0.037

社会领域 男生 学段 -2.352 0.521 -4.513 0.000

家庭经济条件 1.282 0.416 3.082 0.002

家庭关系 3.506 0.443 7.913 0.000

是否抑郁 -7.053 0.565 -12.480 0.000

青春发动时相 -1.289 0.613 -2.104 0.036

女生 学段 -2.890 0.532 -5.440 0.000

父亲文化程度 1.228 0.440 2.790 0.005

家庭经济条件 2.209 0.472 4.68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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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因此其感受的主观 QOL 较差 [12-13]。对处于青春

期的流动学生 QOL 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抑郁症状会

降低流动学生 QOL，且对生理、心理、社会及青春期

各个领域均具有影响。提示关注流动学生抑郁和心理

状况，可有效提高其 QOL。而对于处于青春期的流动

学生来说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青春期发育。研究发现青

春发动时相提前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具有多方面

的不良后果。不仅与攻击、违法和物质滥用等外化行

为相关联 [14-15]，且与抑郁、焦虑及进食障碍等内化心

理病理症状密切相关 [16-18]。对流动学生 QOL 进行分析

发现，排除基本人口学特征及抑郁的影响后，青春发

动时相非提前的流动学生 QoL 高于提前的学生。对

QOL 各领域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男生主要是心理和社

会领域受影响，女生则主要表现在生理和青春期受影

响。而青春发动时相非提前对流动女生 QOL 呈现消

极的影响，表现出提前组流动女生 QOL 高于非提前流

动女生，这可能是由于提前组女生能更早接受青春期

相关知识，经过更长时间的适应，从而拥有更好的青

春期主观感受。

综上所述，流动学生这一特殊群体 QOL 应受到

更多关注，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的高学段流动学生。

他们相对低年级学生拥有更高的自主意识和主观感

受，对自身与同龄人的差异更加敏感，QOL 更加易受

影响。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给予孩子更多

关爱，关注容易引起孩子抑郁等心理问题和导致孩子

青春发动时相提前的因素并避免可有效提高青春期流

动学生 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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