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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现状解析及对策探讨

———以成都市大学生为例

周晓婷，谷仕艳，刘婷婷，袁　萍，张遵真

（四川大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学生的网络社交活动频度和广度不断拓展，面临的网络信息安全隐患也随

之增加。本文以成都市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学生基本信息、网络信息安全意识、防

护行为及需求等。结果发现：被调查对象网络信息安全意识薄弱，个人网络信息防护行为欠缺；高校大学生

信息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女大学生在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防护行为上不如男大学生；他们期望高校设置专职

教师和课程进行网络信息安全教育。提示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的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信息安

全意识、增强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减少网络信息安全事故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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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的主要用户
群［１］，他们通过网络进行丰富多彩的信息活

动，在这些活动中大学生在网络上获取和使用

信息，同时在交流、寻找、使用信息过程中又

生成、创造新的信息［２－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 《２０１３年中国网民信
息安全状况研究报告》显示［４］，有 ７４１％的
网民在过去半年内遇到过网络信息安全事件，

总人数达４３８亿，其中更不乏在校大学生［５］。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１日山东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因
遭遇电话诈骗，情绪激动昏厥抢救无效离世；

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８日临沂临沭县的大二学生宋振
宁也因遭遇电话诈骗不幸离世。诸如此类大学

生网络信息不安全事故的频发引起了社会广泛

关注。因此，亟待掌握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

全现况及高校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存在的问

题。在已有文献检索中不乏大学生安全相关的

文章，但多为传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调

查分析［６］，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较少。能够检

索到的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相关文献大多是文

字性的经验之谈［７］，问卷调查相对较少；再

有，之前文章中问卷调查的样本量不多，有的

甚至仅调查了几十人［８］。据此，项目组对成都

市 ３所高校 １１００名大学生进行了网络信息安
全意识、防范能力、需求以及安全事故发生情

况的调查，全方位了解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状

况，分析在校大学生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为

大学生本身、学校及政府在信息安全防护和教

育方面提供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校址在成都市的四川大学、成

都中医药大学和成都医学院为调查对象，按随机

方便的原则，整群抽取２５个班级的学生为调查对
象。这种方式便于调查员统一向被调查对象讲解

问卷填写方式，并在短时间获取足够数量的高质

量问卷。

（二）研究方法

项目采用自制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法获取信

息。问卷调查员由制定问卷的研究员专门培训，

由研究者和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实

施问卷调查，调查员进行统一说明后，要求学生

客观真实填写每一个问题，问卷当场发放，当场

收回，保证问卷有效率。问卷调查实施时间为

２０１６年３—６月。
（三）研究内容

调查问卷是通过采用自制问卷了解高校大学

生网络信息的安全情况，分析在校大学生网络信

息安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问卷包括基本信息

部分 （学校、性别、年级、专业），高校学生网

络信息安全意识部分、网络信息安全保护行为现

状以及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需求等。

（四）统计方法

问卷回收后，分类整理并录入制作好的 Ｅｐｉ
ｄａｔａ软件中，之后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数据处理。处
理时进行错误校对，反复确认数据录入准确度，

最后进行构成比和率等的计算和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１００份，回收 １０９２
份，回收率 ９９３％。在回收的问卷中，有 ２８份
由于最后一页的问题漏答和首页基本信息漏填造

成问卷回答不完整；有２５份问卷中出现了多个单
项选择题目，选择了多项答案而造成错填；有２
份问卷因明显逻辑错误不参与统计；最后纳入统

计的有效问卷为 １０３７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为９４３％。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１。本次调查中因为
有医学专业，故囊括大一至大五共五个年级；另

外调查表根据原国家教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１９９３年７月颁布）的划分标准进行专
业分类，将哲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学、

历史学、艺术分为文科；将理学、工学、农学、

管理学、医学归为理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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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信息安全意识

调查显示，不知道电脑只要联网，电脑里

的内容是被监控或有泄漏的危险的大学生占

３６６％；甚至还有２１％大学生不相信电脑只要
联网，电脑里的内容是被监控或有泄漏的危险。

面对通讯软件账号或密码被盗用后，７８６％的
大学生立刻冻结账号或修改密码；只有 １９６％
的大学生会立刻转告亲人朋友自己的账号已被

盗；只有１１％的大学生会选择立刻报警；仍然
有０７％的大学生不作任何处理。收到传销、邪
教等非法组织发送的消息，或遇到传销组织游

说，５２５％的大学生不予理睬；３６５％的大学
生立刻删掉信息，或逃离现场；３５％的大学生
保留信息或电话录音，并与他人分享；０８％的
大学生与对方继续交流互动，只有６７％的大学
生立刻报警。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年级　　　　　　　　　　　 　　　性别　　　 　　　　专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女 男 文科 理工科

人数／人 ２５８ ２８４ ３０４ １３１ ６０ ７２０ ３１７ ３２９ ７０８
比率／％ ２４９ ２７４ ２９３ １２６ ５７ ６９４ ３０６ ３１７ ６８３

（三）网络信息安全防范

对于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大学生有主动使用

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电脑病毒习惯的有 ４９１％，
４３８％偶尔会使用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电脑病毒；
４１％从不使用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电脑病毒；
３０％没有安装杀毒软件；注册新的网站或安装软
件前，只有１４０％的大学生会仔细阅读隐私保护
条款和责任条款，３７８％偶尔会阅读隐私保护条
款和责任条款，高达４７９％从来不会阅读隐私保
护条款和责任条款；在线支付方式 （如微信、支

付宝、银联在线等）种类上，使用１种在线支付
方式的学生只有６５％；不在线支付，都是货到
付款的大学生几乎为０％，反而使用两种及两种
以上的在线支付方式的高达９３５％；在选择两种
及两种以上在线支付方式 （如微信、支付宝、银

联在线等）的大学生中，设置了相同或部分相同

支付密码的学生占比高达８６８％，只有１３２％设
置完全不同的支付密码。

（四）网络信息不安全事故状况

在高校学习期间，大学生遭遇过安全事故的

调查中发现发生概率较高的前五位均与网络信息

相关，ＱＱ账号、支付宝或网银密码被盗用排在
首位，发生概率高达３８１％，之后依次为３４２％
电话诈骗；２８５％财物被盗；２７４％接到邪教组
织打来的电话、发送的邮件或短信等；１９２％传
销组织的信息和游说 ；１０１％交通事故；１０％其
他贷款短信、地震以及非法小广告；８５％打架斗
殴 ；４３％自残或自杀；４１％房屋火灾；３７％

抢劫勒索；阐述未曾遭遇的仅占２３１％。
（五）网络信息安全需求

调查显示，高达８３２％的大学生希望接受学
校安排的专业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培训；８５３％的
大学生希望学校设置专职网络信息安全教育老师

（表２）；７９４％的大学生希望学校设置网络信息
安全内容的课程 （见图１）。

表２　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需求

内容
比率／％

很希望 希望 无所谓 不希望

安排网络信息

安全教育培训
３３２ ５００ １４８ ２０

设置专职网络

信息安全教师
３３４ ５１９ １１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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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别、专业及年级在网络信息安全意

识和防护行为的差异

本次调查显示，对于电脑只要联网，电脑里

的内容是被监控、或有泄漏的危险的问题中，男

大学生选择知道的占比较女大学生高；通讯软件

账号或密码被盗用以及收到传销、邪教等非法组

织发送的消息，或遇到传销组织游说时，男大学

生选择立刻报警的占比仍较女大学生高。然而，

通讯软件账号或密码被盗用时，选择不做任何处

理的男大学生占比反而比女大学生高。进行统计

分析时发现男女大学生在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行

为方面有统计学差异 （表３）。

表３　男女大学生在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行为上的差异

项目 电脑只要联网，电脑里的内容是被监控、或有泄漏的危险

知道 不知道 不相信 合计／人 Χ２值 Ｐ值

女生／人 ４１９ ２９０ １１ ７２０

男生／人 ２１６ ９０ １１ ３１７ １５９５ ＜００５

合计／人 ６３５ ３８０ ２２ １０３７

通讯软件账号或密码被盗用的问题

项目
立刻冻结账号

或修改密码

立刻

报警

立刻转告亲人朋友

自己的账号已被盗

不作任

何处理
合计／人 Χ２值 Ｐ值

女生／人 ５７６ ４ １３８ ２ ７２０

男生／人 ２４０ ７ ６５ ５ ３１７ １１８９ ０００８

合计／人 ８１６ １１ ２０３ ７ １０３７

收到传销、邪教等非法组织发送的消息或遇到传销组织游说

项目
立刻删掉信息，

或逃离现场

保留信息或电

话录音，并与

他人分享

与对方继续

交流互动

立刻

报警

不与

理睬
合计／人 Χ２值 Ｐ值

女生／人 ２８０ ２２ ３８４ ２９ ５ ７２０

男生／人 ９７ １４ １６０ ４０ ６ ３１７ ３３９４ ＜００５

合计／人 ３７７ ３６ ５４４ ６９ １１ １０３７

　　注：α＝００５，而在年级和专业上进行统计学分析时，均无统计学差异。

三、讨论与建议

（一）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宣传，提高网络信

息安全意识

“意识决定行为”［９］，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意

识是保证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的第一步。本次

调查显示，大多数大学生普遍具有一定的网络

安全意识，但仍存在网络安全意识盲区。这一

结果与钟之华［１０］２０１３年对高等院校学生安全意
识现状的描述中大学生安全防范意识较差且对

潜在危险的辨识能力弱相似。但还有可能因为

本次调查中医学院校的纳入使得调查对象中女

大学生较多，因而得到了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

较差的结果；另外，大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遭

遇过的安全事故中财物被盗占比为 ２８５％，希
望学校设置人身财产安全内容课程的占比就高

达９１１％，提示大学生对财产安全有较高的安
全意识；反而 ＱＱ账号、支付宝或网银密码被盗
用 和 电 话 诈 骗 发 生 概 率 分 别 为 ３８１％ 和
３４２％，希望学校设置网络信息安全内容课程
的占比仅为７９４％，也凸显出了大学生网络信
息安全意识缺乏。

（二）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增强网络信

息安全防范能力

“防患大于未然”“能力决定一切”，对于大

学生网络信息安全，防范能力则是重中之重。

调查中也凸显出了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保护能

力的薄弱。其中，只有不足一半的学生有主动

７９第３期　　　　　　　　周晓婷，等：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现状解析及对策探讨



使用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电脑病毒的习惯。刘春

艳等［１１］２０１３年对江苏省某高校学生的网络安全
意识调查中也显示只有７７８％的大学生安装了
防护软件，但其是否使用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电

脑病毒不得而知，但与笔者的调查结果有潜在

的一致性。对于在线支付密码完全相同的学生

为６２４％，而刘春艳的调查中不会定期修改密
码的大学生也占６１６％，可能因为大学生中不
定期进行密码修改的学生恰好也会设置相同密

码，这说明这两个问题具有共性，可在进一步

的研究中合并，也可在问卷设置中将两个问题

放在不同的位置来检查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此外，大学生生活阅历少，对事物缺乏正确判

断，法制观念淡薄等，均是大学生网络信息安

全保护能力缺乏的原因。因此，必须有针对性

地增强网络信息安全防范能力。学生自身要做

到谨慎下载软件，不轻易在网络上留下自身信

息，设置网络密码尽量多样化，避免单一等。

（三）拒绝用死亡唤起全社会对 “网络信息

安全”的广泛关注

在高校学习期间遭遇过安全事故的调查中，

财务被盗没有预期的那么高，反而概率较高的

是网络信息相关的安全事故。白丽华［１２］在２０１１
年对网络犯罪的研究中也阐述了网络信息安全

事故呈现高发态势；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１３］的

数据监测更是显示，截至 ２０１５年底接到广大网
民举报的网络安全事件多达 ５４９３７起，处置网
络安全事件５２９５０起。本次调查反应出了网络
安全事故在高校中高发的现状，也提示：纵然

社会把高校学生当做祖国的未来、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后备军，并对他们寄予了厚望，但

实际上其身心并不成熟，面对复杂的社会往往

不能作出正确应对，尤其是纷繁冗杂的网络世

界，因此，大学生也是网络安全事故的高发群

体，值得关注。

近来，随着徐玉玉、宋振宁被骗身亡事件

的升温，又报道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日）广东准女
大学生被诈骗电话骗光学费，报到前夕投海自

尽，这一系列悲惨的网络信息不安全事故给网

络信息安全保护敲响了警钟。因此，社会广泛

关注电话诈骗，但事实上网络信息不安全事件

发生概率仍然很高［１１］。本次调查中大学生在读

期间未遭受过任何安全事故的仅占 ２３１％，遭

受过安全事故的高达 ７６９％，且排在前五位的
ＱＱ账号、支付宝或网银密码被盗用，电话诈
骗，邪教组织来电来信以及传销组织游说等，

均与网络信息不安全相关。显然本次调查不但

印证了电话诈骗的高发，也体现出了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１３］监测数据反映的整体网络信息的

不安全态势，提示高校及政府对网络信息安全

事件的关注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造成严重后果

才采取措施，而是应该举一反三，在面对电话

诈骗带来的血与泪的教训时，快速将关注扩展

到整个网络信息安全，从根源来杜绝网络信息

不安全事故。

（四）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教育，满足大学生

网络信息安全教育需求

马洛斯 “需求层次理论”中处于第二层的

安全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１４］，安全教育则是满

足人的安全需求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手段。本调

查中大学生希望学校安排专业的网络信息安全

教育培训及设置专职网络信息安全教育老师的

占比，分别为 ８３１％、８５３％；希望学校设置
网络信息安全内容课程的占比为 ７９４％。这充
分显示出大学生希望从高校获取网络信息安全

教育的迫切需求，以及对设置网络信息安全教

育课程和师资的需求，印证了韦庆辛［１５］在关于

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研究中高校应加强安全教育

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的结论，也凸显出高校在

网络信息安全教育师资和课程设置方面的漏洞。

因此，大学相关职能部门的实时教育是提

高大学生安全意识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大学

生网络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的重要手段。东南大

学在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 １００道安全知识题目
的测试［１６］，不及格重考，直到通过。这种简单

易行的方式对于增强大学生安全意识具有重要

作用，值得推崇。高校也可开设大学生网络信

息安全公共必修课程，开展网络信息安全案例

模拟活动，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同

时要求将考核分为试卷和实践两部分，并与毕

业证书挂钩，考试必须两部分都通过才可在毕

业时拿到双证书。通过将网络信息安全作为大

学生必考必过课程来培养大学生的网络信息安

全素养，提高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防范能力。

学校还可组织各类讲座、开展宣传活动等，提

高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另外，针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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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对大学生专项保护方面比较薄弱，政

府相关部门应加快网络信息安全立法进程，尽

快将网络信息安全列入法律法规［１７］，不但是对

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指导思想的延伸，也笃

实可通过学法、用法来实现对民众的网络信息

安全教育，由此提高大学生运用法律维护自身

权益的能力以及网络信息安全防范能力。

（五）提高女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做

网络信息安全行为的实践者

女大学生群体由于其特殊的生理、心理特

点，已成为校园安全问题的弱势群体［１８］，她们

的安全教育更需给予重点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调查中对男女生在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行

为上的问题进行统计分析时，也发现了男女大

学生在安全意识有统计学差异。女大学生知道

电脑只要联网，电脑里的内容是被监控、或有

泄漏的危险的较男生少；女大学生遭遇到通讯

软件账号或密码被盗用和收到传销、邪教等非

法组织发送的消息，或遇到传销组织游说时选

择立刻报警的占比均较男生低。

与朱倩倩等［１９］在２０１５年对河西学院女大学
生调查的结果相比，本调查显示女大学生在这

些方面的网络安全意识更差，这可能与本次调

查中选取了多个学校以及各个专业和年级的女

大学生，使得调查对象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全

面反映女大学生中在网络安全意识和行为方面

存在的问题。然而，通讯软件账号或密码被盗

用时选择不做任何处理的男生占比较女生反而

更高，这可能与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为１∶２３，
男生较少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专业上理工科

较多导致，尽管数据分析时专业上并没有统计

学差异。但 ＫａｒｌＰｅｌｔｚｅｒ［２０］等对横跨美洲、非洲、
亚洲１７个国家共１７所大学的非健康科学专业类
和健康学科专业类学生进行的健康风险知信行

研究结果显示：在健康风险一致的情况下，健

康科学类专业学生较非健康科学专业类学生有

较强的健康风险意识和信仰，提示我们需要关

注并进一步核实专业对网络安全意识和行为的

影响。

四、不足与展望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大学生信息安全

事故频繁发生；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意识薄弱、

个人网络信息防护行为能力欠缺，并期望高校

设置专职教师和课程开展网络信息安全教育；

此外，女大学生在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防护行

为上与男大学生相比较更差。因此，需要通过

学校、大学生和政府部门的一致努力才能有效

推进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

本研究选择四川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和

成都医学院三所高校作为调查学校，受问卷题

目容量和回答时间的限制，未能严格按照完全

随机抽样，而是采取方便整群抽样获取信息，

在调查对象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采

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在信度和效度上与公认

的量表 （类似于抑郁量表）相比不甚理想。虽

然本次问卷通过对题目和内容的调整和剔除，

问卷 的 效 度 （ＫＭＯ值 ０７３１）合 适，信 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值 ０７３４） 属 于 可 以 接 受 范
围［２１－２２］，但问卷信度效度仍不够理想，有可供

改善的空间。因此，尽管该调查不能非常准确

地反映出当前大学生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防

护行为以及需求的全部状况，但仍可为大学生

网络信息安全教育提供有益的指导。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吴媚老师、黄鹂老师，

成都中医药大学刘蜀坤老师，成都医学院刘新老

师在问卷收集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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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科技风，２０１６（１２）：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９２／ｊ．
ｃｎｋｉ．１６７１－７３４１．２０１６１２０６０．

［９］王树洪．浅谈在电子技能实训中培养学生的 “电感”

［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０（１９）：９３．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９３２４．２０１０．１９．０６８．

［１０］钟之华．高等院校学生安全意识现状成因及应对措
施 ［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３（１３）：１５３．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９３２４．２０１３．１３．１０８．

［１１］刘春艳，龚成，王慧芳．当代大学生网络信息安全
认知调查分析 ［Ｊ］．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１３（３２）：
２２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００７９．２０１３．
０３２．１０９．

［１２］白丽华．论网络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Ｄ］．北
京：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１１．

［１３］赵明．２０１５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Ｎ］．
中国计算机报，２０１６－０５－０９（０１６）．

［１４］丁兰芬．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高校教师管理中的
运用 ［Ｊ］．继续教育研究，２００３（２）：１０７．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４１５６．２００３．０２．０３７．

［１５］韦庆辛．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践
与探索 ［Ｊ］．中国安全科学学报，２００９，１９（２）：
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６５／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３０３３．
２００９．０２．００７．

［１６］中国教育报．东南大学开学第一考：新生入学 “防

骗”考试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９－０５）［２０１６－０９－
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ｓｉ．ｃｏｍ．ｃｎ／ｇｋｘｘ／ｙｘｚｓ／２０１６０９／
２０１６０９０５／１５５２９６０４１８．ｈｔｍｌ．

［１７］ＭｃｇｅｅＡＲ，ＣｏｕｔｉｅｒｅＭ，ＰａｌａｍａｒａＭ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ＢｅｌｌＬａｂｓ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１７（３）：７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ｂｌｔｊ．２１５５９．

［１８］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Ｍ，ＦａｎｔａｓｉａＨＣ，ＦｏｎｔｅｎｏｔＨＢ．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ｏｍｅ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
２０１５，４４（Ｓ１）： ２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１５５２ －
６９０９．１２６２５．

［１９］朱倩倩，彭晓娇，令继祖．当代女大学生安全意识
现状调查研究 ［Ｊ］．课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３３）：
２３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３０８９．２０１５．
３３．２３８．

［２０］ＰｅｌｔｚｅｒＫ，ＰｅｎｇｐｉｄＳ，ＹｕｎｇＴＫ，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ｎｅｆｉｔｂｅ
ｌｉｅｆ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Ｎｕｒｓ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１８（２）：１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ｎｈｓ．１２２４２．

［２１］马文军，潘波．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如何用 ＳＡＳ
软件分析 ［Ｊ］．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０，１７（６）：
３６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３６７４．２０００．
０６．０１７．

［２２］ＦｉｎｇｅｒＩＴ．ＡＧｅｒｍ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Ｃｌａｕｄｉｃａ
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Ｃ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
ｔｉｏｎ［Ｊ］．Ｖａｓａ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ｕｒＧｅｆａｓｓｋｒａｎｋｈｅｉｔｅｎ，２０１２，
４１（５）：３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４／０３０１－１５２６／ａ０００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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