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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编译中文版运动员睡眠筛查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遥 方法院选取 343 名

上海市职业运动员袁 完成中文版运动员睡眠筛查问卷袁 对样本 1尧2 的睡眠困难分

数与睡眠类型分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袁 以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问卷作为效标工具袁用于检验中文版运动员睡眠筛查问卷的筛查效果遥 结果院
中文版运动员睡眠筛查问卷的结构基本与原问卷一致袁有良好的信效度袁问卷筛查

结果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筛查结果中度吻合遥 结论院 中文版运动员睡眠筛查问

卷可以用来筛查运动员睡眠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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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revise the Athlete Sleeping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ASSQ) and test its re-

liability and validity with Chinese athletes. Methods: 343 professional athletes in Shanghai complet-

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ASSQ. The sample was randomly separated into two to conduct explorato-

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sleep difficulty score and chronotype sub-

scales.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was used as the criterion of the subscales and the scoring

system. Result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ASSQ was similar to the English ver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good. The screening results were moderate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AS-

SQ can be used to screen the sleep quality of Chinese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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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对于运动员的日常恢复与表现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1]遥好的睡眠质量是良好竞技表现的基础[2]遥
但是袁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袁在运动员群体中频繁出

现睡眠问题 [3-4]袁整体上表现出较高的睡眠障碍率袁
且在诸多与运动相关的场景下更甚 [5]遥 在这样的现

象下袁 越来越多的教练加强了对运动员睡眠问题的

重视袁甚至将其纳入训练计划[6]遥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对运动员的睡眠情况进行筛查袁

有研究者根据运动员群体的特征编制了运动员睡眠筛

查问卷渊Athlete Sleep Screening Questionnaire袁ASSQ冤袁

用以评估运动员群体中存在的睡眠问题袁 为使用生

理等指标进行进一步评估和干预提供依据[7-8]遥
ASSQ 是由 Samuels 等根据运动员的特点和需

求研发的睡眠筛查工具 [8]遥 该问卷已经得到部分研

究者的关注袁运用于运动员群体睡眠问题的研究[9-10]曰
在应用方面袁ASSQ 已经被国际奥委会心理健康工

作组纳入运动员心理健康的二级筛查工具袁 用于优

秀运动员睡眠问题筛查与干预指导 [11]遥 研究证明袁
ASSQ 能够有效筛选出临床上存在睡眠问题的运动

员袁 并能够评估睡眠干预对存在睡眠问题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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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的效果[7-8]遥 可见袁ASSQ 能够对运动员的睡眠问

题进行筛查袁 也能对一定程度的睡眠问题的干预效

果进行监控袁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遥本研究将在职业

运动员群体中修订 ASSQ袁 为国内运动员睡眠问题

的研究及应用提供针对性较强的工具遥

随机抽取 343 名专业运动员参与本研究袁 其中

女性 233 名袁男性 110 名袁年龄渊18.24依4.12冤岁袁项目

涵盖排球尧足球尧手球尧乒乓球尧羽毛球尧射击尧射箭尧
拳击尧柔道尧跆拳道尧武术尧现代五项等遥

首先根据项目随机抽取 162 名运动员作为样本 1遥
其中袁女性 114 名袁男性 48 名袁年龄渊18.51依4.39冤岁遥
再根据项目袁形成由 181 名运动员构成的样本 2遥 其

中袁女性 119 名袁男性 62 名袁年龄渊18.01依3.86冤岁遥

ASSQ 由 16 个项目组成袁 分为睡眠困难分数

渊SleepDifficulty Score袁SDS冤尧修正项与其他项三大类[7]遥
SDS 是 ASSQ 的核心袁由 5 个项目组成袁得分越

高代表存在睡眠困难程度越高遥 其中 4 个项目在检

验中得到较好的效度袁1 个与服药相关的项目因为

出现率低及影响因素多袁在测量学指标上并不理想袁
但是研究者认为该条目从理论上有必要保留在 SDS

内 [7]遥 研究者认为袁SDS 高于 12 分代表运动员存在

睡眠问题袁需要转介 [8]曰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袁研究者

又提出了野0~4 为无袁5~7 为轻微袁8~10 为中等袁11~17
为严重冶的分级标准袁并提出及检验了针对每一个等

级的干预对策[7]遥
ASSQ 的修正项由睡眠呼吸障碍尧 旅行与睡眠

类型渊早起 / 晚睡冤3 个指标组成[7]遥 这 3 个指标反映

的问题相对少见袁甚至与群体的类型相关袁因此不纳

入 SDS袁而是单独归为一类袁为睡眠教育与干预提供

建议遥其中睡眠呼吸障碍指标由 2 题组成袁只要出现

野是冶选项就需要医学或睡眠科学诊断与干预曰旅行

指标由 2 题组成袁一题出现野是冶选项就需要进行针

对性的睡眠教育袁另一题出现野是冶选项就需要医学

或睡眠科学诊断与干预曰睡眠类型由 4 题组成袁得分

越低代表存在越明显的野夜猫子冶特征袁低分段需要

视情况进行医学或睡眠科学诊断与干预遥 ASSQ 的

其他项分别为 野增加小睡冶野减少咖啡因摄入冶野睡前

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冶袁 这 3 个项目无法归入 SDS袁但
是能够直接为睡眠改善策略提供建议[7]遥

在被试报告的时间上袁ASSQ 仅要求运动员报

告最近比较典型的睡眠习惯袁并没有明确的时间段遥
该工具尚未在中文环境中得到运用袁 本研究首

次编译中文版问卷遥在取得作者团队授权后袁从对方

提供的开放获取途径获得英文版量表等文件袁 参照

Brislin 经典回译模型袁 由 2 名心理学背景的体育科

研人员将作者公开的原问卷翻译为中文袁 再先后由

2 名具有心理学背景的专业翻译人员或于英语国家

取得心理学研究生学历的专业人员进行回译袁 在语

义达成一致后袁用于本研究遥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渊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袁PSQI冤 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 Buysse

等 [12]于 1989 年编制袁是最常用的睡眠质量筛查工具

之一袁在体育领域也有广泛应用[13-14]遥该问卷由 19 个

自评和 5 个他评条目构成袁其中只有 18 个自评条目

纳入计分袁分别评估睡眠质量尧入睡时间尧睡眠时间尧
睡眠效率尧睡眠障碍尧催眠药物尧日间功能障碍袁中文

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5]遥通常情况下袁被试的任务是

根据指导语回顾过去 1 个月内的睡眠情况遥 得分高

于 5 分通常被认为睡眠不佳袁 高于 8 分代表睡眠质

量差 [16]遥本研究中使用 PSQI 睡眠质量分量表及总分

作为 ASSQ 中 SDS 的效标遥

以运动项目为单位招募被试参与测试袁 测试时

间根据运动队安排随机分布在上午尧下午与晚间袁由
不同主试根据指导语主持测试遥同时袁在测试时间安

排上排除比赛等会对睡眠造成影响的特殊事件遥
在测试过程中袁被试首先填写个人信息袁然后完

成问卷遥主试告知被试作答内容不会给教练看到袁降
低伪装偏向遥 测试中包含其他与睡眠无关的测试内

容袁ASSQ 与 PSQI 随机安排在其他测试问卷中袁以
此减少 2 个问卷之间的干扰遥

首先使用样本 1袁分数转换后对 ASSQ 的 16 个项

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遥 使用协方差矩阵袁采用主成

分分析与最大方差旋转法遥 结果显示袁KMO=0.630袁
Bartlett 球形检验 字2=497.911袁P＜ 0.001袁可以进行因

子分析遥以特征根大于 1 的标准抽取公因子袁共抽取

5 个公因子袁 解释 67.91%的方差变异遥 各项目载荷

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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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SSQ 各项目载荷

注院- 表示低于 0.300 的载荷遥
结果显示袁项目 6尧项目 11~14 载荷较小渊服药曰

呼吸障碍尧旅行相关睡眠问题冤袁且部分项目存在多

负载遥 在排除项目 6尧项目 11~14 后再次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袁按顺序逐步排除多负载较为严重的项目 1

渊睡眠时间冤尧项目 9渊夜间型睡眠类型冤尧项目 16渊电子

产品使用情况冤与载荷较小的项目 8尧项目 15 后渊起
床后清醒程度曰 咖啡因摄入情况冤袁 得到二因子模型

渊表 2冤袁解释 65.22%的方差变异渊此时 KMO=0.588袁
Bartlett 球形检验 字2=231.549袁P＜ 0.001冤遥 因子 1 包

含睡眠质量满意度尧入睡时间尧睡觉安稳程度 3 个项

目袁代表运动员的睡眠质量曰因子 2 包含起床时间倾

向尧入睡时间倾向与午睡习惯袁代表运动员的睡眠习惯遥
表 2 ASSQ 删减后各项目载荷

注院- 表示低于 0.300 的载荷遥
使用样本 2 对二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袁 使用极大似然法袁 结果显示袁 标准化因子载荷

0.244~0.906渊图 1冤遥 模型的拟合指标较好渊字2/df=1.846袁
CFI=0.968袁RMSEA=0.070袁SRMR=0.036冤遥

图 1 ASSQ 验证性因子分析各项目载荷

根据对完整问卷的因子分析结果袁 可以发现

ASSQ 大部分项目无法归入单一因子遥 根据问卷结

构与前人修订及检验的内容[8]袁在 ASSQ 中袁仅有SDS

及修正项中野睡眠类型冶需要对所属项目累加计分袁
因此单独对这 2 个分量表进行因子分析遥由于这 2 个

分量表在量表设计过程中考察的是睡眠问题的不

同方面袁因此参照前人研究袁不建议纳入同一个模

型进行检验 [7]遥 同时袁根据 ASSQ 的诊断划界标准袁
参考 PSQI 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袁 检验 ASSQ 的筛

查效果遥

首先使用样本 1袁 对 SDS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渊共 5 个项目冤袁使用协方差矩阵袁采用主成分分析与

最大方差旋转法遥 结果显示袁KMO=0.707袁Bartlett 球

形检验 字2=149.133袁P＜ 0.001袁 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遥以特征根大于 1 的标准抽取公因子袁共抽取 1 个

公因子袁解释 51.88%的方差变异遥 所有项目的有效

载荷 0.275~0.605渊表 3冤遥
表 3 SDS 各项目载荷渊5 个项目冤

其中袁项目 6野最近一段时间袁你有几天会服用

药物帮助自己入睡钥 渊按医嘱和自行服用都算冤冶载
荷较低袁可考虑删去遥 删去项目 6 后袁对剩余 4 个项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项目 1 0.719 - - 0.532 -

项目 2 - - - 0.651 0.502

项目 3 0.582 0.658 - - -

项目 4 0.389 0.498 - -0.435 -

项目 5 0.455 0.650 - - -

项目 6 - - - - -

项目 7 -0.558 0.571 0.346 - -

项目 8 - - 0.451 - -

项目 9 -0.525 0.394 - -0.338 -

项目 10 -0.468 0.684 - - -

项目 11 - - - - -

项目 12 - - - - -

项目 13 - - - - -

项目 14 - - - - -

项目 15 - - - - -0.423

项目 16 0.446 - 0.777 - 0.301

因子 1 因子 2

项目 3 0.906 -

项目 5 0.823 -

项目 4 0.666 -

项目 7 - 0.925

项目 10 - 0.833

项目 2 - 0.446

项目 载荷

1 0.605

3 0.884

4 0.601

5 0.778

6 0.275

项目 3

项目 4

项目 5

项目 2

项目 7

项目 10

因子 1

因子 2

0.895

0.660

0.691

0.244

0.495

0.906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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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重新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遥结果显示袁KMO=0.683袁
Bartlett 球形检验 字2=138.596袁P＜ 0.001袁表明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遥以特征根大于 1 的标准抽取公因子袁共
抽取 1 个公因子袁解释 53.94%的方差变异遥 所有项

目的有效载荷 0.601~0.885渊表 4冤遥 Bender 等 [7]在对

SDS 的检验中同样发现项目 6 的载荷偏低袁 应当删

去袁 但是考虑到该项目出现率及其对睡眠质量的重

要性问题袁研究者主张在根据总分进行筛查时保留袁
因此袁 在后续的检验中使用 4 个项目的 SDS 结构袁
在使用 SDS 进行分级时纳入该项目袁使用 5 个项目

的 SDS 结构遥
表 4 SDS 各项目载荷渊4 个项目冤

使用样本 2 对 4 个项目的 SDS 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袁使用极大似然法袁结果显示袁标准化因子

载荷 0.350~0.918 渊图 2冤遥 单因子结构模型的拟合

指标良好渊字2/df=0.923袁CFI＞ 0.999袁RMSEA＜0.001袁
SRMR =0.017冤遥

图 2 SDS渊4 个项目冤验证性因子分析各项目载荷

将样本 1 与样本 2 所有被试的 4 个项目的 SDS

与 PSQI 的睡眠质量尧总分进行积差相关遥 结果表明

SDS 与睡眠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r=0.636
渊P＜ 0.001冤曰SDS 与 PSQI 总分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袁r=0.776渊P＜ 0.001冤遥SDS 的 4 个项目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 Cronbach爷s 琢=0.705袁具有良好的信度遥

使用样本 1袁 对睡眠类型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渊共 4 个项目冤遥使用协方差矩阵袁采用主成分分析与

最大方差旋转法遥 结果显示袁KMO=0.606袁Bartlett 球

形检验 字2=140.007袁P＜ 0.001袁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以特征根大于 1 的标准抽取公因子袁 共抽取 1 个公

因子袁解释 55.40%的方差变异遥 所有因子的有效载

荷 0.257~0.900渊表 5冤遥
表 5 睡眠类型各项目载荷渊4 个项目冤

其中袁项目 8野在醒来后的半个小时里袁你觉得

自己有多清醒钥 冶载荷较低遥 该项目与日间功能障碍

在内容上更接近袁从睡眠类型移入野其他项冶遥删除该

项目后袁 重新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袁 结果显示袁
KMO=0.652袁Bartlett 球形检验 字2=126.158袁P＜0.001袁
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以特征根大于 1 的标准抽

取公因子袁共抽取 1 个公因子袁解释 68.34%的方差

变异遥 所有因子的有效载荷 0.685~0.901渊表 6冤遥
表 6 睡眠类型各项目载荷渊3 个项目冤

使用样本 2对 3 个项目的睡眠类型分量表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遥由于是饱和模型袁无法进行模型拟

合度检验遥 将样本 1 与样本 2 所有被试的 3 个项目

的睡眠类型总分与 PSQI 总分进行积差相关遥结果表

明睡眠类型与 PSQI 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袁
r=-0.139渊P=0.011冤遥 睡眠类型的 3 个项目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 Cronbach爷s 琢=0.696袁具有良好的信度遥

根据 SDS 应对方法中需要外部施加干预的划

界标准袁将 SDS逸5 的被试编码为 1渊N=219冤袁其余

编码为 0渊N=124冤曰根据前人研究袁将 PSQI 得分逸5

的被试编码为 1渊N=231冤袁其余编码为 0渊N=102曰有
10 名被试 PSQI 数据缺失袁333 名被试的数据纳入统

计冤遥 使用 Cohen爷s 资 对 2 种工具的筛查结果进行比

较袁结果表明 Cohen爷s 资=0.531袁2 种筛查结果中度

吻合遥

项目 载荷

1 0.605

3 0.885

4 0.601

5 0.778

项目 载荷

7 0.900

8 0.257

9 0.691

10 0.824

项目 载荷

7 0.901

9 0.685

10 0.842

项目 1

项目 3

项目 4

项目 5

0.350

0.918

0.644

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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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DS 应对方法中需要医疗或睡眠专家介

入的划界标准袁将 SDS逸8 的被试编码为 1渊N=67冤袁
其余编码为 0渊N=276冤曰根据前人研究袁将 PSQI 得

分逸8 的被试编码为 1渊N=88冤袁其余编码为 0渊N=245曰
有 10 名被试 PSQI 数据缺失袁333 名被试的数据纳

入统计冤[16]遥 使用 Cohen爷s 资 对 2 种工具的筛查结果

进行比较袁结果表明 Cohen爷s 资=0.543袁2 种筛查结果

中度吻合遥

结果显示袁 中文版 ASSQ 仅部分项目能纳入二

因子模型袁且 2 个因子与 SDS 及修正项中的野睡眠

类型冶 相近遥 由于 ASSQ 在编制过程中以筛查为导

向袁同时根据项目内容与常见情况将项目分为 SDS尧
修正项与其他项三类袁只将 SDS 与修正项中的野睡
眠类型冶 以总分作为连续变量对被试进行衡量的指

标袁其他项目的作答各自作为教育尧干预与策略的依

据 [7-8]袁本研究针对所有项目开展的因子分析中因载

荷较低排除的项目基本符合 ASSQ 中的分类袁 出现

多负载的项目也多与这类项目存在关联袁 反映出了

ASSQ 在编制过程中对项目的分类标准 [8]遥 因此袁对
全问卷的检验可以证明中文版 ASSQ 的项目在分类

上基本符合英文版问卷遥
研究证明 SDS 与修正项中的野睡眠类型冶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遥其中袁SDS 中关于服药的项目载荷较

低袁该现象与前人研究相似 [7]袁在分数计算过程中予

以保留遥睡眠类型中关于觉醒后清醒水平的项目载荷

较低袁被排除遥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的结构存在差异[7]袁
这可能是由于对睡眠觉醒后主观感受的判断或依据

存在文化差异遥 本研究虽将该项目从睡眠类型中排

除袁但是主张将其保留在问卷中袁从日间功能的角度

为筛选和干预提供参考遥 同时袁结果表明袁根据中文

版 ASSQ 的 SDS 对被试进行筛查的结果与使用

PSQI 问卷筛查的结果在 2 级干预的范围中都呈现

中度吻合的现象袁 表明中文版 ASSQ 在睡眠问题筛

查中与 PSQI 并不完全匹配袁反映出运动员群体的特

殊性[8]遥
运动员睡眠问题已经引起运动员与教练员的重

视[2,6]遥 但有关研究和应用依旧有限遥 对此袁国内已有

研究者呼吁加强对运动员睡眠的重视袁 从竞技表现

相关的研究尧睡眠监控及干预等诸多方面着手袁综合

促进竞技表现提升遥 作为睡眠质量研究与干预的第

一步袁睡眠监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遥对于运动员的睡

眠质量评估方法主要分为客观报告和主观报告两

类袁前者主要使用多导睡眠描计术尧活动监控以及一

些商用睡眠监控技术袁 后者主要使用睡眠日记与睡

眠量表 [13,17-19]遥 在所有睡眠监控的方法中袁睡眠问卷

运用最为广泛和便捷 [18]袁能够同时兼顾效率与可靠

性袁为使用客观报告的方法做初步筛查遥
目前在运动员的睡眠监测中使用最为广泛的

PSQI 并未考虑运动员本身的职业特征 [12,20]袁未在运

动员群体中进行专门的检验遥 虽然也有研究者针对

运动员的睡眠行为开发了运动员睡眠行为问卷袁但
是袁该问卷旨在为运动员提供睡眠卫生建议袁而非识

别运动员存在睡眠问题的情况 [21]遥 而 ASSQ 在开发

过程中从运动员群体出发袁 不仅借鉴了 PSQI 等指

标袁 同时还参考了运动员日间 / 夜间型问卷等针对

运动员开发的测量工具和睡眠专家的临床访谈遥 因

此袁ASSQ 是现今唯一针对运动员的睡眠筛查工具袁
对于运动员竞技表现尧 心理健康维护与提升而言具

有非常大的价值遥
本研究在修订中文版 ASSQ 的基础上袁 证明了

其在筛查运动员睡眠问题上的可行性与可靠性袁在
结合实际情况对项目进行修改的基础上袁 可以用于

针对以中文为母语的运动员的睡眠问题筛查遥 中文

版 ASSQ 相比其他广泛使用的睡眠问卷而言袁 在保

证筛查效果的基础上袁作答方式更加简化袁更加贴近

运动员的实际情况袁 同时也针对不同的回答情况推

荐相对应的干预形式遥
然而袁该问卷更多关注睡眠上的客观表现袁并未

强调对运动表现造成影响更为直接的日间功能遥 已

有研究发现多导睡眠描计术无法有效预测主观睡眠

质量 [22]遥 睡眠质量是一种主观的体验袁由诸多夜间尧
日间变量共同决定 [23]遥 与个人日间功能相关的日间

变量在实践上与运动表现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遥 因

此袁从提升竞技表现这一最终目的出发袁引入日间变

量对于运动员睡眠质量评估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遥 但

是袁在本研究得到的中文版问卷中袁仅在睡眠类型里

有一个项目可以初步归入日间功能遥 在未来的研究

中可以进一步细化运动员日间功能影响运动表现的

形式及其机制袁 将运动员日间功能逐步纳入测量范

围袁提升测量结果对竞技表现的解释力度遥 另外袁在
干预方法上袁ASSQ 仅提供了睡眠教育尧 睡眠监控尧
医疗干预等笼统的手段袁并未充分利用除了 SDS 和

睡眠类型以外的大量项目提供的信息遥 在未来的研

究中袁可以结合 ASSQ 中用于补充的项目袁细化干预

手段袁形成适合运动员群体的综合干预模式[24]遥

中文版 ASSQ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袁 能够用

谈晨皓, 等. 中文版运动员睡眠筛查问卷的修订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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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动员睡眠评估与研究遥 问卷结构与原问卷基本

一致袁仅在个别条目上可能存在文化差异遥问卷的筛

查效果可靠袁能够反映运动员的睡眠问题袁可用于运

动员的日常睡眠监控和筛查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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