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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测量上海 某医科院校女学生疲劳状况 , 分析疲劳的影响因素 。 方法 ? 随机抽取上海某医科院校 1 5 0 名女学生 , 完成问

卷调査及专业仪器 测量 》
采用 E

p
i D a t a  3 . 1 软件录入数据 , 用 S P S S 2 2 .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主要应用描述性分析 、
, 检验

( 单因

素
) 、

L o
g i

s t
i

c 回归 ( 多因 素 ) 和配对 ( 检验 等分析方法 。 结果 ? 问卷调査 中 的主观 自评疲劳率 为 5 6 . 0 %
; 仪 器测量结果显 示 , 4 7 . 3 %

的学生处于不 同程 度的紧张状态 ,
5 6 . 0 % 的学生处于不同程度的疲劳状态 , 与问卷 自评结 果一致 。 白天发 困 、 痛经 、 压力 、

抑郁 、 多

盐食物对疲劳 有显著影响 ( 均 户< 〇 .〇 5
)

。 进
一
步的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 抑郁 (

〇 / ?

=
〇 . 2 9 3

,  9 5 % C / 0 . 】 1 8
~

0 . 7 2 9
)

、 压力 (
< 9及 =

0 . 3 2 1 ,

9 5 % C 7 0 . 1 1 1
? 0 . 9 2 9

)
, 痛经 (

( 9片=
0 . 1 0 7

,  9 5 % C V 〇 . 〇 1 3
?

0 . 8 7 1
) 是疲劳的影响因素 。 结论 . 该校女学 生处 于疲劳状 态的情况较为普遍 ,

建议学生应关注抑郁 、 压力与痛经等因素的影响 , 并通过适 当体育锻炼 、 练瑜伽等方法缓解疲劳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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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学生是一个特殊 的群体 , 面临着学业 、 科研 、

1

就业等诸多压力 。 有研究
m
显示 , 在学生群体 中 , 疲劳发

生率普遍超过 5 0 %
, 在医科院校中甚至达到 7 8 . 5 %

, 且呈现 1 . 丨 对象

出 上升趋势 , 女性疲劳率髙 丁
-

男性。 长期的慢性疲劳容 易选取 上海 市 某高 校在校 女学 生 1 5 0 名 , 其 中 本科学

引 起慢性疲劳综 合 征 (
c h or n i c  f a ti g u e  s

y
n d or m e ,  C F S

) 
| 2

'生 1 0 名 (
6 . 7

°
/ 。 ) , 硕 士 生 1 3 1名 (

8 7 . 3 %
) , 博 士生

9
名

继而 严重 影响健康 。 因此 , 医科院校 中 女学生的疲劳状况 ( 6 . 0 % ) 。 其中 1 0 0 人 自愿参与仪器检测 , 最后纳入与问卷

值得关注 , 研究 其疲劳的影响 因素也具有重 要意义 。 本研 基本信息相对应且仪器检测有效的数据 9
1 份 。

究对上海某医科院校女学生的疲劳状 况进行评估 , 并对其

影响因素进行了 初步分析 。 1 . 2 调查方法

1 . 2 . 1 问卷调査 引 用 日 本相关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 ,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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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疲劳现状 (
包括疲劳的原因 、 持续时间 、 对 日 常生 引起 , 其余均表示由不明原因引起 。 对于疲劳持续的时间 ,

活的影响等 ) 、 疲劳的影响因素 ( 包括睡眠 、 运动 、 饮食 、 大 多 数人疲劳持续时 间在 1 年以内 , 其 中 5 1 人
(

3 4 . 0 %
)

疾病 、
压 力 、 抑郁等 ) , 其中抑郁测量采用抑郁 自 评量表 表示持续几天 , 持续 1

~
 2 周人数为 丨 9 人

(
丨 2 . 7 %

) , 持续

(
s e l f

-

r a t
i n g 

d e p r e s s i o n  s c a l e
,S D S

)
。 根据定性资料现况调 3 

~
 4 周和 1~

 2 月的人数均为 1 3 人 (
8 . 7 %

)
; 疲劳时间持

査的 样本 量计算 公式 ,
”= 2 X 1

—
0 / '

, 取 9 5 %  C / 时 , 续超过 1 年的人数为 2 0 人 (
1 3 . 3 %

) ( 表 1 ) 。

o t

=
0 . 0 5

, M Z a

=
1 . 9 6

, 允许误差 d =
0 .

1 5 p ,
则 《 =

 1 7 8
(

1

-

表 1 疲劳状况 自评结果
P ) /

/
?
。 查 阅 相关文献 资料显 示 ,

大学生疲 劳率在 5 0 % 左 T a b 丨
S e l f -

a s s e s s m e n ;  r e s u l
t

s  of
r

 f a t i

g u ed 姑雜麟发轉相聰高 , 隨嫌劳胜疲劳 自评项 目人数 , ”
( % >

率取 5 5 % , 计算得到样本量约 为 丨 5 0 人 。现在是否感到疲劳

1 . 2 . 2 仪器检测 采用 日 本村 田制造有限 公司生产的生是 8 4  (
5 6 〇

)

命体征传感器 (
型号 : V M 3 0 2 ) , 对学生的神经机能数据否 6 6

 (

4 4 〇
)

进行采集 , 具体数据包括交感神经活性指标 (
L F

) 、 副交最近 1 年是否感觉疲劳

感神经活性指标 (
H F

) 、 自 律神经活动量 (
C C V T P

) 等 ,是 5 4
 (

3 6 . 0
)

用干了解学生疲劳情况 。否 1 2
(

8 . 0
>

是否影响 日常生活强度

1 . 3 数据结果评价指标否 7 6
 (

5 0 . 7
)

1 . 3 . 1 S D S S D S 总粗分的正常上限为 4 1 分 , 分值越低工作效率下降⑴偏 )

状态越好 。
标准分为总粗分乘以 1 . 2 5 后所得的整数部分 ,有时请假休息1

(

〇
.

7
)

抑郁截断值 为 5 3 分 。 轻度抑郁为 5 3 
~
 6 2 分

, 中 度抑郁缺失 1 2
(

8 . 〇
)

为 6 3
~
 7 2 分 , 重度抑郁为 > 7 2 分 。休息- 晚疲劳能否消除

1 . 3 . 2 仪器数据评价指标 H F 数值越高即可判断副交感? 1 1 8
(

7 8  6
)

神经越活跃而 易产生疲劳 ,
L F 数值越 高即可判断 交感神 S 2 〇

(
1 3 4

)

经越活跃 。 C C V T P 值用 于对比储存在仪 器中 的各个年龄缺央 ^ ' 2
(

8 〇
)

的 中央值 , 计算出神经机能年龄 , 以此评价 自律神经 # 1

能 , 判断测量者是否处于疲劳状态 。 1 2 9
 _

确定病因 9
(

6 . 0
)

缺失 1 2
(

8 . 0
)

1 . 4 统计学方法
疲劳持续时 间

采用 E p i D a t a 3 . 1 软件录入数据 ,
经 检査 与整理 , 用

儿大 5 1 (
3 4

.

0
)

S P S S  2 2 .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主要采用 / 检验和配周1 9 { 1 2  7 )

对 ? 检验 ,
尸< 0 . 0 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3  (

8 . 7
)

1

~
2 个 月 1 3

(
8 . 7

)

2 结果 3
?

4 个 月 4
(

2 . 7
)

5 
~
 1 1个 月8

(
5 . 4

)

2 . 1 问 卷疲劳状况 自 评结果 1
~

 2
年1 3

 (

8 . 6
)

在获 得有 效测 量数 据的 1 5 0 名女学生 中
, 有 8 4 人 3

~
4 年 4

(
2 . 7

)

( 5 6 . 0 %
) 当 时感觉疲劳 , 剩下的学生 中 有 5 4 人

(
3 6 . 0 %

)年 2
(

1 . 3
>

最近 1 年左右 感觉到疲劳 , 仅有 1 2 人 (
8 . 0 %

) 未感觉到 i G U U1

 (

〇 . 7
)

疲劳 。 对于疲劳 ,
7 6 人

(
5 0 . 7 % ) 认为 不影响 日 常生活强缺失 2 2

(

1 4 . 7
)

̂

度 ;
6 1 人 (

4〇 . 6 %
) 认为对 日 常生活有一定影响 , 降低了工 注 : 缺失部分中 ,

1 2 人没有感觉到疲劳 , 未填写相关问题 。

作效率或工作量
。 大多数人感觉到 的疲劳是暂时性的 ,

1 1 8

人
(

7 8 . 6 %
) 认为休息

一
晚上便可消除疲劳 、 恢复状态 ,

2 0 2 . 2 疲劳影响因素分析

人
(

1 3 . 4 %
)
认为休息一晚也不能消除疲劳 、 恢复状态 。 另 2 . 2 . 1 睡眠对疲劳的影响 选取睡眠 质量相关的问题与

夕
卜 ,
关 于感觉疲劳的原因 ,

9 人 (
6 . 0 %

) 是 由 干确定病 因 目 前的疲劳状态进行 ; ^ 检验 。 结果显示 , 白天发困对疲劳

i ^ ,

) J O U R N A L O F  S H A N G H A I  J I A O  T O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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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有影响 (
/

^
〇 . 〇〇

) ; 白 天有不同程度发困情况的学生 , 响 (尸
=
〇 . 〇〇 ) , 感觉到有压力 的学 生比没有压力 的学生疲

疲劳率更髙 。 而 7 h 睡眠
、 无法人睡 、 无故醒来 、

醒太早 劳率髙 ( 表 4
) 。

等因素对疲劳状况无影响 (
P > 〇 . 〇 5

) ( 表 2
) 。表 4 影响疲劳状况的压力因素分析

T a b  4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i n fl u e n c i n e  f a c t o r  o f
 s

t r e
s s  f o r

 f a t i g u e

表 2 影响疲劳状况的 睡眠因素分析一
T a b  2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i n fl u e n c i n g



f a c t o r  o f  s l e e p i n g


f o r f a t i g u e@
前是否感觉到疲劳

/

特征 h, 值尸值
目 前是否感觉到疲劳 / ?是否

m i值尸 值
是否压力程度

睡眠时长压力非常大 1 4 3 1 1 . 2 1 0 . 0 0

<  7 h 1 2 1 1 0 . 2 0 0 . 8 2有一些压力6 3 4 8

> 7 h 7 2 5 4没有压 力 6
1 5

无法入睡的情况

没有 2 5 2 3 1 3 9° - 5 1 2 . 2 . 4 抑郁与疲劳 采用 S D S 对女大学生的抑郁状况进

有时＊ 5 3 4 1行评价 , 并与 目前疲劳状况进行 / 检验 。 结果显示 , 在参

S常有 6 2与问 卷调查的 1 5 0 名学生中 , 获取 有效抑郁量表 1 4 8 份 ,

A S S S S tt B ＊对学生抑郁程度进行分类 , 其 中 1 1 1 (
7 5 . 0 %

)
人为 正常

没有 4 5 4 2 3 7 3 0 1 5水平 ,
2 9(

1 9 . 6 % ) 人有轻度抑郁症状 ,
6 ( 4 .

1
%

)
人为中

3 5 2 4度抑郁 ,
2 (

1 . 4 % ) 人为重 度抑郁者
。 / 检验结果为抑郁

4°对疲劳情况有影响 ( P = 〇 . 〇 l
) ( 表 5

) 。

醒太早的情况

& 胃 2 8 3 0 3 . 8 0〇 . 1 5表 5 影响疲劳状况的抑郁因 素分析
T a b  5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i n f l u e n c i n g


f a c t o r  o f


d e p
r e s s i o n  f o r  fa t i g u e

有时有 5 3 3 6

, n目 前是否感觉到疲劳 M
经常有 3 0特征合计 / ? (

〇
/ 〇

) /
2

值 P 值

是否
白天发 困的情况

没有 3 5 1 9 . 1 0 . 0 0

樹有 3 7 4 9正常 5 4 5 7
1 1 1 (

7 5 '°
) 9 ' 9 3 0 0 1

经常有 4 4 1 2轻度抑郁 2 27 2 9 (
1 9 . 6

)

中度抑郁5 1 6
(

4 . 1

)

2 . 2 . 2 月 经对疲劳的影响 对月 经周期和痛经情况与 目前 2° 2
(

1 4
)

的疲劳状态进行 r 检验 。 结果显示 , 月经周期对疲劳没有

影响 (
P

=
l

. 0 0
) , 痛经对疲劳有影响 〇 0 . 0 0

) , 即痛经严重 2 . 2 . 5 生活 习惯对疲劳的影响 选取饮食 、 运动相关问题

的学生与痛经不严重的学生疲劳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 。

与疲劳状况进行 / 检验 。 结果显示 , 吃早饭 、 秦欢油腻食

物 . 喝咖啡 、 喝茶 、 饮酒 、 吸烟 、 每周运动 、 毎天 步行等
表 3 影响疲劳状况的 月 经因 素分析, n

T a b  3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i n fl u e n c i n g 
f a c t o r  o f  m e n s t r u a t i o n  f o r

 f a t
i

g u e对疲劳状况无影响
(

/ ^ O . 0 5
 ) , 薄 坎 多 盐 食物对疲

?

状况

叫以感觉到疲劳 /”有影响
(

P
=

0 . 0 3
> ( 丧 6

)
。

特征 /

?
’

值尸 偯
-

1

-<

>

<  h ; ; ;

丨 响的 匁状 况的
'

丨
i V i d 愤 分 务

丨

I

■ 了 丁 ? l
a h  6 \

i u i

l

\ s i s
〇 l  t h e  i n

l l
u c n c m

g 
l

a c t o r  o l  l i

l o t v l c  t o r t a l m i i c

月 S 用期足古止常

正常 7 0 5 5 0 . 0 0
l 

. 0 0目 前楚否感觉到疲劳 / / i

特征厂 值尸 值
不正常 丨 4丨

丨是 否

痛经是否严重是否吃早饭

严重丨 3 I 8 . 5 1 0 . 0 0是 7 4 6 2 1 . 0 6 0 . 3 0

不严重 7 1 6 5否 9 4

軎欢 多盐食物

2 . 2 . 3 压 力对疲劳影响 对感觉到 的压 力 程度 与 目前的是 2 5 1 0 4 5 80 0 3

疲劳状况进行 / 检验 。 结 果显示 ,
压力对疲劳有 显著影 5 5 8 5 6

h t t

p :

/ / x u e b a o . s h s m u . e d u . c n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医学版 )
,

2 0 1 6 ,  3 6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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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6
) 2 . 4 仪器测定结果分析

特征目前是否感觉到疲劳 / ? y 值 ? 值 2 . 4 . 1 自律神经机能年龄与实际年龄 采用 日本专业仪器

＊否对其中 9
1 名学生的机能年龄进行检测 , 并与实际年龄进行

配对 f 检验 ( 表 8
) 。 结果显示 , 机能年龄与实际年龄均值

是 9 50 A 6°
- 5 0存在显著差异 (

户
=
〇 . 〇〇

) , 机能年龄平均值为 2 9 . 4
, 髙于实

7 4 6 1际年龄平均值 2 4 . 9
; 机能年龄 中位数为 3 2 . 0

, 远髙于实际

年龄中位数 2 4 . 7
; 5 6 . 0 % 的人机能年龄高于实际年龄 , 处于

^ 1 〇 1 〇° - 3 1° - 5 8不同程度的疲劳状态 , 说明女学生疲劳现象较为普遍 。

几乎不喝 7 3 5 6

是否暍茶表 8 机能年龄与实际年龄对比分析
T a b  8  C o m p a r a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o f  f u n c t i o n a l  a g e  a n d  r e a l  a g e

是 6 9 1 . 6 7 0 . 2 0

几乎不喝 7 7 5 7年龄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中位数/ 值 /
> 值

是否饮酒实际年龄 2 4 .

9 ± 1 . 8 3 2 . 0 1 9 . 0 2 4 . 7- 5 . 1 8 0 . 0 0

是 2 52 6 1 . 5 3 0 . 2 2机能年龄 2 9 . 4 ± 8 . 8 4 3 . 0 2 0 . 0 3 2 . 0

否 5 9 4 0

＊否吸烟 2 . 4 . 2 自 律神经 平衡状 态分析 L F / H F 即 为平衡状态 ,

＊° 8 4 1 2 8 a 4 4用 于衡量 测试者的神 经紧张程度 。 平衡状态标准值 为
否 8 4 6 5 0 . 8

?
2 . 0

,
< 0 . 8 即 判定处于休息状态 ,

> 2 . 0 即可判定
＊ S i

i ? ! , W f S
1处于轻微紧张状态 ,

>  5 . 0 即处于过度紧张状态 。 经统计
2 h a ± 2 〇 2 3 4 '

1 5〇 U分析 ,
3 3 . 0 % 的学生处于轻微 紧张状态 ,

1 4 . 3 % 的学生处
2 h a rtM1 7于过度紧张状态 ,

处于正常神经状态及休息状态的人数比
2 9 2 6例为 5 2 . 7 %

。 ( 图 1
)

每天步行时间

3 0 m i n
以上 6 1 4 6 1 . 8 3 0 . 4 3

1 〇 

■

3 0  m i n 以 内2 0 2 0 1 4
-
 .

几乎没有 2 0 | 
1 2

-
.
 ?

S 1 0
-

霭 8
- ? /

I 
6

. ?.■ ?

2 . 3 影响疲劳状况的多因 素分析降 4.

.

. ?

经 / 检验 ’ 白天发 困 ' 痛经 、 压力 、 抑郁 、 喜欢多盐

食物等因素对疲劳状况有影响 。 将以上 因素纳入以是否疲% ^ 

~ ~
4 0 6 0

'~
i〇 r〇〇

劳为 因变量的 L o g i s t i c 回 归 方程进行多 因素分析 。 结果显

示 ,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有压力 、 痛经和抑郁 , 且均是 &
疲劳的危险因素 , 即压 力越大 、 痛经越严重 、 有抑郁症状

的学生更易感觉疲劳 ( 表 7
) 。

3 讨论
表 7 影响疲劳状况的 L o

g
i s t i c 回 归分 析

T a b 7  L o g i s
t

i c  r e g r e s s i o n  a n a . y s . s  o f M u e n c n g 

f a c t o r s  f o r
 f a t

.

g u e目前针对疲劳的评价尚未有统一的标准
。 早期研究主

影响 因素A 值 S E P 值 0及值 9 5 %
 C f要采取主观类评价 。 近年来越来越 多 的研究者将生理信

M 发 困 -
0 - 5 2 9 0 . 7 8 1 0 . 4 9 8 0 . 5 8 9 0 . 1 2 7 

-
 2 . 7 2 3号作为慢性疲劳的评价指标 , 具体有 脑 电信号 、 心 电信

痛经严重 -謂
丨识 丨 0 . 0 3 7 0 . 1 0 7 0 . 0 1 3 

-
 0 . 8 7 1号 、 肌信号 、 脉波信号等 ,

这些科学的指标逐渐使疲劳可

感到压力 -
1 . 1 3 7 0  5 4 3 _ 0  3 2 1 0 . 1 U ? 0  9 2 9视化 。 当人体处于疲劳状态时 , 这些可视化的生理信号会

-
1 . 2 2 6 0 . 4 6 4 0 . 0 0 8 0 . 2 9 3 0

.

U 8 
-  0

.

7 2 9出现变化 , 呈现出特定的规律 , 反之通过对这些变化信号
- 0

.

7 3 6 0 . 4 5 6 0 . 1 0 7 0 . 4 7 9 0 . 1 9 6 
-

1 . 1 7 1

提取 ,
可以判断人体疲劳状况 。 本研究采用 日 本专业仪

; # ;  J O U R N A L O F  S H A N G H A I  J I A O 
T O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M E D I C A L  S C E N C E

)V o
l . 3 6  N o . l  1 N o v

. 2 0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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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对疲劳进行判定 , 该仪器结合 了心率变异性 (
h e a rt  r a t e通常来说 , 女性具有更敏感和细腻的心理 , 特别是女大学

v a ri a b i l i t y ,
H R V

) 和脉波图 谱 , 综 合两者的波形信号得 生往往面临着学业 、 恋爱 、 就业等各方压力
,
易处于焦

到最终的疲劳可视化结果 。 其中 H R V 表示人体逐次心跳 虑 、 抑郁等状态 , 因此测量女性疲劳更有针对性 。

间期存在的微小变异 , 反映 了 自主神经系统交感神经活性本研究发现 , 白天发困 、 痛经 、 压力 、 抑郁 、 喜欢多

与副交感神经活性及其平衡协调的关系 , 被认为与疲劳相 盐食物等因素对疲劳有影响 ,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抑郁

关 。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处于平衡状态 , 人的心情会轻 因素 。 结果显示 ,
3 5 % 的女大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松愉快 , 处于平和的状态  >
而交感神经相对活跃的人 , 身 状 , 与崔庆霞等人

[
9

1

研究结果类似 ; 在 L o g i s t i c 回 归分析

体总觉得疲劳 , 焦虑 , 易怒和缺乏安全感 。 杨渝书等
W
指 中 ,

抑郁也为疲劳 的危 险因素 , 由 此可见抑郁与疲劳具

出 当 人体疲劳时 ,
H R V 频域指标中的 L F 明 显上升 、

H F有一定关联性 。 另外 , 在饮食方面 , 喜欢多盐食物也是疲

明显下降 、 平衡性指标 L F / H F 明显上升 ,
可以利用这些指 劳的相关因素 : 国 内多 篇研究表明 , 摄入过 多盐会增加中

标对被试者疲劳程度进行量化评估 。 另有研究
1

5
1

将疲劳型 风 、 心血管等疾病的风险
" °

1

, 但少有研究关注多盐食物与

人群与健康人群进行了对比 , 发现前者 L F 与 L F / H F 均增 疲劳的关系 。
痛经作为女性疲劳独特的影响 因素 ,

可能造

高 , 由此可以判定疲劳人群的副交感神经兴奋受到抑制 , 成了 男女疲劳发生率的差异 。 除 了本研究 中探索的疲劳影

交感神经相对活跃 。 脉搏信号虽然非常接近周期性的确定 响因素 , 还有专业 、 就业 、 经济压力 、 体育锻炼 、 恋爱等

性信号 , 但也会随着人体的不同生理状态 因素发生细微的 多种因素 。 就专业而言 , 医学专业疲劳率较高 , 有研究显

改变 , 其脉搏波形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 。 因此可以对脉波 示超过 7 0 %
1 "

'

1 3 1

。

信号进行处理和分析 , 匹配人体疲劳状态下的脉搏振幅 、本研究仅选取了一所高校作为抽样对象 , 总样本量偏

搏动频率等特征 ,
从而推断出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 。 国 内 少 , 不一定能充分代表整个上海医科院校女学生群体 。 在

有学者
m
将脉搏信号用于疲劳驾驶的检测 , 研究所得脉 具体的抽样过程 中 ,

没有考虑学生的专业 、 年级等因素 ,

搏信号具有较好的重复性与稳定性 , 与心率变异性指标结 也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 。 在后续的研究调査 中 , 将扩大

果一致 , 可以作为疲劳驾驶判定的特征 向量 。 综上所述 , 样本量 , 按 照不同年级 、 专业进行抽样 , 排除这些因素的

本研究所用仪器测定的数据具有
一定的科学可靠性 。影响 。

问 卷调查结果中 , 学生主观 自 评的疲 劳率为 5 6 . 0 %
;综上所述 , 本研究对上海某医科院校女学生的疲劳现

仪器测量结果显示 ,

4 7 . 3 % 的学生处于不同程度的紧张状 状进行 了测量 , 结果显示 5 6 % 的女学生处于不同程度的

态 ,

5 6 . 0 % 的学生处于不同程度的疲劳状态 , 与问 卷结果 疲劳状态 , 医科院校女学生疲劳状况较为普遍 。 应积极关

一
致 。 本次研究结果略高于吴六国 等人

1 2 )

的研究 。 本次研 注抑郁 、 压力 、 痛经等可能的疲劳影响因素 , 同时通过练

究测试对象为女性大学生 , 是因为对于疲劳的发生率 , 不 瑜伽 、 适当体育锻炼等方法促进副交感神经的活动 , 保持

同性别有着显著差异 ,

一般来说女性要显著髙于男性
W

。正常的平衡状态 , 缓解疲劳状态
n 4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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