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局部地区
疫情散发对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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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学生在局部地区疫情散发时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其对疫情散
发的心理应激反应，为改善和促进医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有效策略与依据。方法 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某医科大学
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医学生进行心理状况评估，采用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筛选心理健康
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 1 174人，SCL-90总分为（108.92±12.60）分，低于国内成人常模（P<0.001），其中因子得分≥
2分者占比前三的因子分别是精神病性、偏执及恐怖。女生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0.05）；预防医学专业学
生强迫症状及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于其他专业医学生（P<0.05）；每天线上学习时长＞6小时的学生焦虑因子得分比每
天线上学习时长 3～6小时和＜3小时的学生高（P<0.05）。结论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局部地区疫情散发时医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总体较好；女生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于男生，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强迫因子及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于其他
专业医学生，每天线上学习时间越长的学生焦虑因子得分越高。人们仍需对疫情引起重视，学校可通过主题教育引导等方
法，使学生掌握全面、正确的防护知识，精准疏导，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关键词：疫情；医学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1246（2022）23-0129-03

Vol．40 2022 No．23卫生职业教育调查报告

基金项目：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2019 年立项项目（202010313081Y）

新冠肺炎疫情自 2019 年底暴发以来，目前局部地区疫情
呈散发状态，疫情防控仍不能掉以轻心。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人们的心理问题也与疫情防控同样重要[1]。大学生正处于多
种情感因素交互复杂的特殊时期，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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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护生与实际岗位的距离，提升护生的岗位认知，让护生通
过临床见习、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自身职业素
养，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积极作用，使护生将个人理想与大医
精诚、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等理念相结合，坚定其从事一线医疗
工作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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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会出现一系列消极反应，心理问题和
心理疾病可能由此而生[2]。医学生作为未来卫生保健工作队伍
的成员，是构成卫生保健系统重要的一部分，其身心健康状况
尤为重要[3]。疫情期间，为控制病毒蔓延，学校以线上教学为主，
改变了学生常规学习方式，使其心理状态发生变化[4]。区域性疫
情散发使医学生群体面临更严格的流动性管理和持续性线上
学习，若不及时进行有效干预，很容易对其心理造成影响。因
此，及时了解医学生群体心理状况，促进医学生心理健康至关重
要。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将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局部地区疫情散发时，出现疫情地区医学院校的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探讨分析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为改
善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有效策略与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某医科大学的
学生为调查对象，对校内年级进行分层，向大一至大四各年
级学生分别发放一定数量的问卷，学生自愿填写。共发放问卷
1 250份，回收有效问卷 1 174份，有效回收率为 93.92%。
1.2 研究工具

选用 SCL-90评价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SCL-90是心理卫
生研究和临床工作中广泛应用的心理健康评定工具，包括躯体
化（12 项）、强迫症状（10 项）、人际关系敏感（9 项）、抑郁（13
项）、焦虑（10 项）、敌对（6项）、恐怖（7项）、偏执（6项）、精神病
性（10 项）、其他（7项）10个因子、90个自评项目。每个项目均
采用 5 级评分法，总分 90～450分，得分越低，表明心理健康状
况越好[5]。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1.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描述，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比较不
同因素对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对各因子得分进行分
析，显著性水平为 0.05，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医学生 SCL-90得分情况

根据 SCL-90阳性筛查标准，参与测试的医学生中总分＞
160分的 11人，阳性项目数超过 43 项的 4人，共 15人，占总人
数的 1.28%。医学生 SCL-90得分情况见表 1。其中，因子得分≥
2分者占比前三的因子分别是：精神病性、偏执及恐怖。研究对

象除恐怖因子得分外，各因子得分、总分及阳性项目数均显著
低于国内成人常模（P＜0.001）。

2.2 不同性别医学生 SCL-90得分的差异分析
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医学生因子得分的差异

（见表 2）。SCL-90 总分及其各因子得分中，只有人际关系敏感
因子得分在性别上有显著性差异，且女生得分高于男生
（P=0.015），说明女生对人际关系更敏感。

2.3 不同专业医学生 SCL-90得分的差异分析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比较不同专业医学生

SCL-90各因子得分的差异，结果见表 3。不同专业医学生强迫
症状及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事
后检验结果显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强迫症状及人际关系敏感
因子得分高于其他专业学生，中医学专业学生强迫症状因子得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均分

表 2 不同性别医学生 SCL-90得分比较（x±s，分）
因子 女

1.16±0.18
1.34±0.26
1.23±0.24
1.23±0.23
1.22±0.23
1.17±0.25
1.24±0.29
1.22±0.29
1.20±0.31
1.11±0.20
1.22±0.14

t
0.792
0.323
2.446
0.21

-1.136
0.179
0.476
1.412
0.796
0.971
0.836

P
0.429
0.747
0.015
0.833
0.256
0.858
0.634
0.158
0.426
0.332
0.403

1.15±0.18
1.33±0.24
1.19±0.23
1.23±0.20
1.24±0.23
1.17±0.25
1.23±0.27
1.20±0.28
1.19±0.31
1.10±0.20
1.21±0.14

男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分
总均分
阳性项目数（个）
阴性项目数（个）

表 1 医学生 SCL-90得分情况（x±s，分）
因子 t

-39.84
-38.76
-62.79
-43.19
-24.19
-42.88
0.935
-25.74
-10.91

-
-57.02
-56.04
-101.37
101.37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50
＜0.001
＜0.001

-
＜0.001
＜0.001
＜0.001
＜0.001

因子得分≥2分者[n（%）]
7（0.60）
16（1.36）
18（1.53）
8（0.68）
12（1.02）
23（1.96）
30（2.56）
33（2.81）
43（3.66）
10（0.85）

-
-
-
-

得分
1.16±0.18
1.34±0.25
1.21±0.24
1.23±0.21
1.23±0.22
1.17±0.25
1.24±0.28
1.21±0.29
1.19±0.31
1.10±0.20

108.92±12.60
1.21±0.14
8.61±5.51
81.39±5.51

1.37±0.48
1.62±0.58
1.65±0.51
1.59±0.59
1.39±0.43
1.48±0.56
1.23±0.41
1.43±0.57
1.29±0.42

-
129.96±38.76
1.44±0.43
24.92±18.41
65.08±18.33

国内常模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均分

因子 事后检验
-

2＞1/3/4/5/7/8，6＞1
2＞1/3/4/5/7/8

-
-
-
-
-
-
-
-

表 3 不同专业医学生 SCL-90得分比较（x±s，分）
F

1.023
2.299*
3.248*
1.394
0.904
0.681
1.189
1.017
1.147
1.166
1.878

药学专业（8）
1.14±0.13
1.34±0.21
1.19±0.22
1.22±0.18
1.22±0.19
1.17±0.20
1.23±0.27
1.22±0.27
1.20±0.33
1.10±0.17
1.20±0.09

护理学专业（7）
1.16±0.16
1.32±0.28
1.22±0.24
1.22±0.20
1.22±0.22
1.19±0.28
1.20±0.25
1.22±0.28
1.13±0.20
1.11±0.23
1.20±0.14

中医学专业（6）
1.19±0.30
1.39±0.33
1.24±0.29
1.26±0.27
1.26±0.29
1.19±0.31
1.21±0.31
1.25±0.34
1.21±0.28
1.11±0.27
1.24±0.23

1.17±0.15
1.32±0.22
1.18±0.20
1.20±0.14
1.27±0.26
1.12±0.18
1.21±0.25
1.25±0.30
1.22±0.36
1.07±0.12
1.21±0.09

口腔医学专业（5）
1.14±0.15
1.33±0.22
1.19±0.21
1.22±0.18
1.23±0.22
1.17±0.24
1.24±0.27
1.19±0.25
1.19±0.30
1.09±0.19
1.20±0.09

临床医学专业（3）预防医学专业（2）
1.18±0.22
1.40±0.27
1.29±0.30
1.27±0.26
1.21±0.22
1.18±0.27
1.29±0.31
1.23±0.34
1.23±0.35
1.13±0.22
1.25±0.18

基础医学专业（1）
1.16±0.20
1.31±0.27
1.20±0.24
1.23±0.27
1.22±0.23
1.17±0.26
1.23±0.29
1.20±0.30
1.18±0.29
1.11±0.20
1.20±0.17

1.16±0.19
1.34±0.24
1.20±0.24
1.20±0.17
1.24±0.23
1.15±0.23
1.26±0.27
1.26±0.32
1.19±0.34
1.12±0.23
1.21±0.14

医学技术专业（4）

注：*P＜0.05；序号表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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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显著高于基础医学专业学生。
2.4 不同每天线上学习时长医学生 SCL-90得分的差异分析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事后检验比较不同线上学习时长
医学生 SCL-90各因子得分的差异，结果见表 4。不同线上学习
时长医学生的焦虑因子得分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每
天线上学习时长＞6 小时的学生焦虑因子得分高于每天线上学
习时长 3～6 小时和＜3小时的学生。说明医学生每天线上学习
时间越长，焦虑程度越严重。

3 讨论
3.1 局部疫情散发时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精神病
性、偏执及恐怖因子得分较高

调查显示，参与测试的医学生 SCL-90各因子得分、总分及
阳性项目数（除恐怖因子外）均显著低于国内成人常模，说明医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因子得分≥2分者占比前三的
因子是精神病性、偏执及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较高的情况
在大学生中比较常见，学业、社交、人际关系、就业等都会给学
生带来很大心理压力；偏执则可能是学生对自己的角色认知模
糊、定位不清楚、思想不够成熟、情绪不稳定而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恐怖因子得分较高很可能与个人成长和生活的环境息息
相关，在当下社会，父母对孩子过于偏爱宠溺，从而使孩子的独
立自主性较弱，不敢尝试独自完成或者独自经历一些事，这也
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心理问题可能会引
发一些极端事件，需要得到广泛关注。
3.2 女生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调查显示，参与测试的医学生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得分
中，只有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在性别上有显著性差异，且女
生得分高于男生（P＜0.05），说明女生对人际关系更敏感。由于
专业的特殊性，女生的情绪体验可能更为敏感，其消极的情绪
问题可能更突出，这与相关研究一致[3]，说明女医学生的心理问
题更应该被重视。
3.3 不同专业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差异

不同专业医学生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中，强迫症状

及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预防医学
专业学生强迫症状及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于其他专业学
生，中医学专业学生强迫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基础医学专业学
生。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社会各界均承受着心理冲击，医学生学
习任务繁重，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则面临更大的挑战，相对于其
他专业医学生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3.4 每天线上学习时间越长的学生焦虑因子得分越高

线上学习时长会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每天学习时长＞6 小时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学习时长 3～6
小时和＜3小时的学生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学习
时间越长越容易无效学习，贪多、浅尝辄止、以知识量作为衡量
标准，会使学生忽略对知识更深层次的理解，且长时间盯着电
脑屏幕会导致视疲劳、精神萎靡，进而使学生处于越学习越焦
虑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
3.5 面对部分地区疫情的卷土重来，人们仍需引起重视

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分析结果显示，医学生存在的心
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精神病性、偏执及恐怖几方面，这几类心理
问题涉及的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压力、人际关系及独立自主成
长等方面内容。因此，学校可以开展一对一心理辅导、心理健康
教育推文、团体心理辅导等活动，保证活动效果，让心理健康教
育更有针对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存有一定的心理问题，与性别、
专业、学习时长、学习方式等有关。因此，需要帮助医学生正确
对待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对医学生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鼓励医学生加强体育锻炼，灵活调整学习时长及活
动时间，做到劳逸结合，让所有人都动起来，让所有人都可以在
高效率的学习之余得到有效的锻炼，保障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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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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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均分

表 4 不同每天线上学习时长医学生 SCL-90得分比较（x±s，分）
因子 ＞6 小时（3）

1.15±0.16
1.34±0.22
1.20±0.21
1.22±0.17
1.26±0.23
1.18±0.25
1.23±0.26
1.20±0.27
1.17±0.26
1.09±0.19
1.21±0.09

F
0.557
0.634
1.108
0.933
3.203*
0.384
0.176
0.467
1.481
2.185
0.142

事后检验
-
-
-
-

3＞1
-
-
-
-
-
-

＜3小时（1）
1.17±0.22
1.35±0.32
1.19±0.24
1.25±0.33
1.19±0.23
1.18±0.31
1.24±0.30
1.23±0.33
1.18±0.29
1.08±0.20
1.21±0.21

注：*P＜0.05；序号表示学习时长

1.16±0.18
1.33±0.25
1.22±0.25
1.22±0.21
1.23±0.22
1.16±0.24
1.24±0.28
1.21±0.29
1.20±0.32
1.11±0.20
1.21±0.14

3～6 小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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