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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儿童冲动行为与睡眠障碍的关系& 方法&在长沙市 E 个行政辖区随机抽取 ! >D? 名

? !̀#岁儿童'对受试儿童的家长进行睡眠状况和C3443--冲动量表问卷调查& 结果&! >D? 例儿童中睡眠障碍总发

生率为 D!7%S'男性为 DE7"S'较女性的 #:7DS明显增高$3e$7$!%& 睡眠障碍组注意因子*运动因子*缺少计划

因子得分及冲动量表总分均明显高于非睡眠障碍组$3e$7$!%#睡眠障碍组白天嗜睡率为 DE7%S'较非睡眠障碍

组的 #"7>S增高显著$3e$7$!%& 注意因子*运动因子及缺少计划因子得分随着睡眠障碍评分等级的升高而呈现

上升趋势'睡眠障碍评分升至 E 级时'各因子得分均达最高水平& 经常打鼾组各因子得分均高于从不打鼾组及偶

尔打鼾组$3e$7$!%& 结论&儿童冲动行为与睡眠障碍相关'对临床表现较高冲动水平的儿童'有必要关注其睡眠

状况&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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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基本保证'学龄期儿童

的睡眠时间约占每天的 "$S& 然而'近年陆续报道

显示儿童睡眠障碍$R6..0 2)R,42.4' UJ%的发生率较

高& 随着睡眠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观察到儿童心

理行为问题与 UJ相关'国内尚未见较大样本的调

查& 本次研究旨在探讨儿童冲动行为与 UJ的

关系&

$F对象与方法

$7$F对象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长沙市 E 个行

政辖区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 ? !̀# 岁学龄期

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每个区随机抽取小学 # 个'每

所小学随机抽查 ! ?̀ 年级班各 ! 个#调查对象均为

非寄宿制儿童#获有效问卷 ! >D? 份'回收率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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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调查方法

!7#7!&睡眠调查问卷&&参考国际睡眠障碍分类

$I'UJ%

!!"及中国城市儿童睡眠状况流行病学调查

方案!#"而设计& 由家长根据儿童最近 !# 个月的情

况回答'在未患疾病时睡眠中是否出现打鼾*喉头哽

噎*呼吸暂停*辗转不安*用口呼吸*多汗*肢体抽动*

磨牙*说梦话*梦游*夜间尿床*轻微刺激即惊醒*不

明原因觉醒或憋醒*尖叫哭喊*白天睡得多夜间清

醒*入睡过早甚至傍晚入睡等 !? 项表现'按从未有

过*偶尔*! D̀ 次=周*" È 次=周* cE 次=周'分 E

个等级填写#以睡眠症状出现的频度由低到高分别

计 !'#'D'"'E 分'总分数为 UJ评分#设出现上述任

一症状
!

! D̀ 次=周为阳性'列入 UJ组&

!7#7#&行为调查问卷&&采用 C3443--冲动量表

$C3443--I/0Y6R)[.*.RRUW36.!!-( [.4R),/' CIUF!!%中

国修订版本!D"

' 由家长填写& 量表共 D$ 个条目'归

纳为注意因子$3--.*-),*36)/0Y6R)[.*.RR%*运动因子

$/,-,4)/0Y6R)[.*.RR%及缺少计划因子$*,*F063**)*P

)/0Y6R)[.*.RR%#采用 ! "̀ 四级评分法'! 分(几乎

不=从不## 分(偶尔#D 分(经常#" 分(几乎总是=总

是#其中 !! 项$!'>':'%'!$'!#'!D'!E'#$'#%'D$%为

反向记分& 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冲动水平越高&

白天嗜睡指坐车时间e!E /)*或上课时睡着&

!7#7D&质量控制&&对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统一

进行岗前培训'统一问卷及调查方法#在知情同意的

基础上'采用一人一卷'对儿童家长进行现场调查&

对有缺陷的问卷及时予以追补修正#剔除有心肝肺

肾慢性疾病*甲状腺功能障碍*脑炎*癫
#

*精神病等

病史的样本#所有问卷经专业人员复核'统一录入&

!7#7"&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b标准差$LbI%表示'用>检

验#方差分析组内两两比较用JY**.--法或 U8O法#

3e$7$E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数据用 T̂.66和

U1UU!!7E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F结果

!7$F一般情况

调查的 ! >D? 例儿童中'男 :>:$E$7?S%例'女

:E:$"%7"S%例'年龄 ? !̀# 岁& UJ组年龄 :7: b

!7: 岁*非 UJ组 %7# b!7: 岁'前者年龄较小'两组

比较
!

#

m"7E"E' 3e$7$!'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母

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及家庭类型两组差

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K!FWR组与非WR组IZW得分及白天嗜睡发生率

比较

UJ总发生率为 D!7%S$EE"=! >D?%'其中男发

生率为 DE7"S $D!!=:>:%'高于女 #:7DS $#"D=

:E:%'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UJ组注意因子*运动因

子*缺少计划因子得分及CIU总分均明显高于非 UJ

组#UJ组白天嗜睡率为 DE7%S'较非 UJ组 #"7>S

高'二者差异有显著性$表 !%&

表 $FWR组与非WR组IZW得分及白天嗜睡发生率比较

例数
男

例$S%

女

例$S%

注意因子

$LbI%

运动因子

$LbI%

缺少计划因子

$LbI%

CIU总分

$LbI%

白天嗜睡

例$S%

非 UJ组 ! !:# E?> $?"7?% ?!E $>!7>% !:7"! bD7E" #D7$: b"7:E #>7E" bE7$# ?:7%E b!!7E! #%# $#"7>%

UJ组 EE" D!! $DE7"% #"D $#:7D%

!%7?: bD7"%

3

#"7?> bE7!D

3

#%7$? b"7>>

3

>D7D" b!!7#D

3

!%% $DE7%%

3

&&3(与非 UJ组比较'均3e$7$!

!KGFWR评分及打鼾频率与IZW得分比较

UJ评分 !? >̀? 分'其中 DE >̀? 分组的人数每

组为 $ "̀ 人#将 UJ评分按 !? !̀>*!: !̀%*#$ `

#!*## #̀"*

!

#E 分而分别设为 ! È 等级#注意因

子*运动因子及缺少计划因子得分均随着 UJ评分

等级的升高而呈现上升趋势'UJ评分升至 E 级时'

各因子得分均达最高水平#第 E 级与其他等级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经常打鼾组三因子得分均高于

从不打鼾组及偶尔打鼾组'二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从不打鼾组与偶尔打鼾组比较'运动因子得分显著

增高'注意因子和缺少计划因子得分未见明显差异

$表 #%&

&&表 !F打鼾频率及WR评分与IZW得分比较
$LbI%

例数 注意因子 运动因子 缺少计划因子

性别

&男 :>: !%7D% bD7?# #"7$# bE7$" #:7!! bE7$$

&女 :E: !:7## bD7"# #D7!" b"7%$ #>7%D b"7%%

打鼾频率

&从未有过 %%$ !:7E! bD7?$

#D7$? bE7$>

Z

#>7E: bE7!?

&偶尔 ?">

!%7$# bD7"%

Z

#"7!$ b"7>:

Z

#:7D> b"7?"

Z

&经常 %% #$7"? bD7DD #E7E: b"7># D$7!> b"7:?

UJ评分

&一级 #%E

!>7>" bD7?$

3

##7#? bE7!:

3

#?7?? bE7"%

3

&二级 D%>

!:7#? bD7E$

3

##7:" bE7$#

3

#>7"D b"7%>

3

&三级 D?:

!:7E" bD7D!

3

#D7!% b"7""

3

#:7$$ b"7?$

3

&四级 DEE

!%7D% bD7E$

Z

#"7#: b"7%:

3

#:7E> b"7%!

&五级 D#! #$7!" bD7E# #E7D? b"7:# #%7"D b"7?E

&&3(两两比较均为各组 UJ评分与 UJ评分五级组比较'3e$7$!#

Z(为相邻两组间比较'3e$7$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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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讨论

UJ指在睡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影响睡眠的异

常表现'儿童 UJ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

!

睡眠失

调'指各种因素导致的睡眠量*质或时序的变化'如

入睡困难*频繁夜醒*发作性睡病等#

"

异态睡眠'指

睡眠中出现的异常发作性事件'如梦游*梦呓*夜惊

等#

#

病态睡眠'指由躯体*精神疾病诱发的睡眠障

碍等& UJ在儿童中较常见'国外报道 #$S #̀ES的

儿童存在各种类型的睡眠障碍!E"

#国内报道儿童睡眠

障碍在长春市为 #:7!S

!?"

*成都地区为 D>7%S

!>"

*上

海地区的为 ">7$S

!:"

'本次调查长沙市儿童发生率

为 D!7%S'较国外高'国内尚属中下水平&

冲动是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兴奋性反应'通常

指缺乏考虑*草率地进行一些不恰当或冒险的行为'

多与环境不相称并常导致令人不快的结果& 冲动行

为往往带有破坏性和威胁自身安全'妨碍儿童认知*

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 CIU是C3443--为了定义个体

的冲动行为而编制的量表'数十年来显示了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 调查采用的父母 C3443--评定量表'为

李飞等!D"近年翻译修订的中国儿童版本& 关于儿

童冲动行为的研究国内少有报道&

UJ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已引起广泛的关注'

国外报道较多#我国儿童 UJ的研究开展不久'检索

到的相关资料较少&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 UJ组儿童

冲动水平及白天嗜睡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非 UJ

组'与国外有关报道一致!%'!$"

& 高 UJ评分组CIU得

分较高'提示睡眠障碍较重的儿童'出现行为问题的

风险较大& 冲动水平与打鼾的频度相关'随着打鼾

的频繁'注意因子*运动因子及缺少计划因子得分呈

增高的趋势'经常打鼾组高于从不打鼾组及偶尔打

鼾组'显示打鼾与行为问题相关联'与文献报道相

似!!!"

& 打鼾表明上呼吸道存在阻塞因素'是睡眠呼

吸暂停或障碍的一个重要表现& UJ儿童的行为问

题'可能因缺氧和睡眠片段化改变了大脑前皮层神

经化学物质的传递而引起!!#"

& 有动物实验结果表

明'间断性的低氧会影响脑功能!!D"

&

j4RW()-_等!!!"的追踪调查发现习惯性打鼾的儿

童'在打鼾终止后'注意缺陷*多动冲动*白天嗜睡等

症状的发生率随之下降& 临床观察显示'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患儿在行腺样体和扁桃体切除术后'行

为问题和认知能力得以改善!!" !̀:"

&

UJ组冲动水平远较非 UJ组较高'提示儿童 UJ

与冲动行为具有相关性#儿童 UJ是可以治疗和预

防的'因而'对临床表现较高冲动水平的儿童'有必

要关注其睡眠状况& 积极诊治儿童 UJ'可能对改

善*纠正儿童行为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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