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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生心理特征的调查研究 
杨玉赫  韩璐  白宇  吕国旭  冷德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目的 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医学生心理特征现状，为加强突发卫生事件下的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通
过调查问卷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牡丹江医学院、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5 所医学院校 500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测查。结果 根据症状自评量表，其中 22.53%的同
学出现躯体化不适的症状，7.44%的同学出现人际关系敏感、人际交往困难的情况，14.48%的同学出现情绪抑郁倾向，13.28%的同学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根据 SAS 评分量表，422 人无焦虑症状，轻度焦虑 37 人，中度焦虑 29 人，重度焦虑
9 人。结论 医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易出现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特征，针对医学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心理
健康辅导应作为医学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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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

“要有序推进学校复学复课，压实学校主体责任，确保师生身心健
康”[1]。在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与病毒近距离接触的人们极
易出现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疑病等疫情相关负性
情绪[2]。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怖性、突发性以及破坏性，强
烈冲击着医学生们的情感，容易造成心理不适，引发绝望等情绪。
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医学生心理特征现状能够为加强疫情
之下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来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牡丹江医学院、黑龙江护理高
等专科学校共 5 所医学院校 500 名在校学生参与问卷调查，问卷共
发出 503 份，共收回 497 分，回收率达 98.81%。 

1.2  方法 
采用 SCL-90 进行学生个体心理症状自测表调查，以了解学生

个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有无存在心身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并
分别计算各因子的相应得分。同时此次调查还采用 SAS 调查了解并
诊断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下医学生的焦虑心情以及抗焦虑水平。量
表定性为 4 等级，分别为“没有/很少时间”、“很少时间”、“相当多
时间”、“绝大部分/全部时间”，对应评分为 1、2、3、4。其中总评
分＜50 分可认定为无焦虑情绪，总评分＞50 分且＜60 认定为轻度
焦虑，总评分＞60 分且＜70 认定为中度焦虑，总评分＞70 分可认
定为重度焦虑。 

1.1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 n（%）表示，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各因子产生情况 
根据 SCL-90 心理症状自测量表中的信息反馈情况，一部分同

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有情绪波动。其中 22.53%的同学出现
躯体化不适的症状；7.44%的同学出现人际关系敏感、人际交往困
难的情况；14.48%的同学出现情绪抑郁倾向；13.28%的同学面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 

表 1.症状自评量表（SCL-90）各因子产生情况 
影响因子 人数 比例 

躯体化 112 22.53% 
强迫症状 3 0.60% 

人际关系敏感 37 7.44% 
抑郁 72 14.48% 
焦虑 66 13.28% 
敌对 1 0.20% 
恐怖 5 1.01% 
偏执 6 1.21% 

精神病性 0 0 
2.2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中的 SAS 评分量表中，平均得分为（43.25±0.6）

分，422 人（84.9%）无焦虑症状，SAS 均分为（39.63±4.79）；其
中 75 人（15.1%）有焦虑症状，其中轻度焦虑 37 人（7.4%），SAS
均分为（53.97±2.52）；中度焦虑 29 人（5.8%），SAS 均分为（64.20
±3.22）；重度焦虑 9 人（1.8%），SAS 均分为（74.15±4.12）。根据
统计结果，量表信度的α系数达到了 0.836，KMO 抽样适当性参数
0.953，结果表明量表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表 2.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情况 
状况分类 人数 SAD 评分 

无焦虑症状 422 39.63±4.79 
轻度焦虑 37 53.97±2.52 
中度焦虑 29 64.20±3.22 
重度焦虑 9 74.15±4.12 

3  讨论 
根据症状自评量表，其中 22.53%的同学出现躯体化不适的症

状；7.44%的同学出现人际关系敏感、人际交往困难的情况；14.48%
的同学出现情绪抑郁倾向；13.28%的同学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
生焦虑不安的情绪。根据 SAS 评分量表，422 人无焦虑症状，轻度
焦虑 37 人，中度焦虑 29 人，重度焦虑 9 人。本次调查显示，医学
生作为未来的一线医护工作者，其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易
产生更多的思维考量以及思考方向，相较于普通学生更容易产生相
应的不良心理特征。因此医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发生后的心理行为变化值得学校的高度重视[3]。 

此次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对于医学院校既是一次心理健康教育
的机会也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连锁反应的一次挑战。首先，
应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学校应适时适度适地对学生进行挫折
教育、人际情感教育等，以增强学生的心理弹性，使其有更好的心
理素质应对突发危机事件[4]。后续医学院校还应完善突发公共危机
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健康教育，传授学生突发危机事件正确有效的
应对方式，适时开展个体或团体心理辅导，积极预防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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