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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医学生动物实验心理变化及对策 

——以海南医学院为例 

王志龙  徐振源  陈运码  唐可  曾玉* 

(海南医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99) 
 

摘要：  有研究认为很多病毒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作为与实验动物密切接触的医学生，在进行动物实验时，心理难免会有一些和疫情前不

一样。医学生作为医疗前线的预备人员，其心理健康状况是医学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本研究采用问卷形式，对本校参与动物实验的医学生进

行疫情前后做动物实验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学生能以良好的心态进行动物实验的相关内容，但仍有部分学生受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动

物实验存在明显负面情绪，这体现了在医学教育中心理教育的不足。学校作为教育主战场，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帮助解决此类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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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变种所引发的全球性的疫情，其持续时间

之长，影响范围之广，让整个世界的经济齿轮转速放缓。对于国内，

本次疫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对感染者

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并对社会中的其他人群产生了不同程

度心理上的影响[1]。医学生，作为医疗前线的预备人员，其心理健

康非常值得关注[2]。本研究以海南医学院为例，探求疫情对医学生

做动物实验的心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1 对象与方法 

2021 年 6 月到 7 月，通过问卷星平台，采用自行设计的“关于

医学生做动物实验的心理调查量表”对我校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包括性别、专业、对动物实验的看法，以及对一些时事热点的

分析等。问卷由学生单独匿名填写。共收集问卷 465 份，其中有效

问卷 45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6.99％。其中 225 名男生（49.89%），

226 名女生（50.11%）。 

2 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7%（30 名）的医学生因过度关注疫情

相关负面信息，导致心理失衡，意志消沉，93%（421 名）的医学

生受疫情影响不大，心理状况健康。在所有的调查问卷中有 32.7%

（205 名）的医学生受疫情影响对动物实验存在焦虑心理。 

首先从医学生对开展动物实验的兴趣方面，心理焦虑的同学选

择不感兴趣（21 名，10.2%）或有点兴趣（113 名，55.1%）的比率

相较于无影响的同学（不感兴趣：32 名；有点兴趣：221 名）明显

较高。 

通过对有兴趣开展动物实验的同学的进一步调查了解到，81%

（344 名）的同学表示没有影响，仅有接近 10%（有点降低：35 名；

明显降低：7 名）的同学表示兴趣有所下降，并且在这 10%中有接

近七成的是心理焦虑的同学；相对的仅有 8.75%（37 名）的同学表

示在疫情发生后，他们对动物实验的兴趣不减反升；同时也有 1.65%

（7 名）的同学表示，疫情使他们对动物实验的兴趣明显降低。 

针对实验过程中是否会存在负面情绪的调查统计显示，有

17.42%（81 名）的同学表示存在一定的负面情绪，针对负面情绪

增长的调查显示，无影响的比例小于焦虑，但在负面情绪增长方面

他们的所占的百分比却比焦虑人数多了 4.4%（有影响：13 名，6.3 

%；无影响：8 名，1.9%）。可以看出无论是动物实验中存在负面情

绪的调查还是在负面情绪的增加与缓解的调查中，心理焦虑的同学

的表现相比其他同学都比较消极。 

在动物实验开始前老师进行示教或让同学提前进行线上的模

拟实验无疑是缓解焦虑的好方法，然而在调查中仅有 16.6%（有点

效果：22 名；非常有效果：12 名，）的心理焦虑的同学表示有明确

的缓解的效果，剩下 5.9%（12 名）的同学表示效果不明显甚至毫

无效果。而无影响的同学有 13.8%（有点效果：38 名；非常有效果：

20 名）表示有明显的缓解效果，仅有 1.7%（7 名）的同学表示毫

无效果。所以在经过科学合理地引导之后，同学的负面情绪可以得

到一定的缓解。 

对动物实验的恐惧是很多医学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但这是一

个合格的医学生必须克服的困难。在调查中，心理焦虑的同学（非

常恐惧：9 名；有点恐惧：77 名）比无影响的同学（非常恐惧：5

名；有点恐惧：125 名）的比例多出 10%。这表明心理焦虑的同学

对有关“动物”的字眼更加敏感，更易产生恐惧心理。  

产生恐惧的原因有很多，调查发现，心理焦虑的同学有 29.3%

（60 名）的人不了解 3R 原则（“3R”原则：Reduction（减少）、

Replacement（替代）、Refinement（优化）, 即尽量采用其他手段代

替实验动物，尽量减少实验动物用量，设法改良动物实验方法以减

少动物疼痛和不安[3]。），比无影响的同学（112 名，26.3%）高约 3%；

对处死动物而产生负面情绪方面，有接近 50%的心理焦虑同学（99

名）受到困扰，比无影响的同学（171 名，41.6%）高约 8%；当谈

及实验中对动物造成额外伤害会不会愧疚时，心理焦虑的同学有

89.8%（有一点：115 名；很有愧疚感：69 名）的人表示愧疚，比

无影响的同学（有一点：244 名；很有愧疚感：124 名）高约 2.3%，

其中 33.7%（69 名）的人表示非常愧疚，比无影响的同学（124 名，

29.5%）高约 4.2%；在最后的动物实验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调查中，

91%（423 名）的人保持中立，仅有 17 人（3.66%）认为动物实验

不应该存在，其中有 6 人是心理焦虑的同学。在有 72.47%（337 名）

的人在了解 3R 原则的情况下，91%(423 名)的人表示动物实验虽然

残忍，但是必要的。医学生对动物实验的消极心理主要源自于害怕

被动物伤害、对动物的怜爱以及道德上的自责。但受近年疫情的影

响，对于实验动物身上带有传染性致病微生物的关注比例明显升

高，达到近 54%。在受调查的医学生中，有 7%的学生因疫情原因

对动物实验的开展表现为消极的态度。 

3 讨论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心理状况基本保持健康稳定，

但也有部分学生存在焦虑、恐惧、浮躁等负面情绪。存在轻度的焦

虑等负面情绪属正常心理状况，对抗击疫情有所帮助。可有小部分

同学心理状态达到临界危险线，这已足够让我们的关注医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4]。究其原因，本文归结为以下两点：合作需求无法满

足和 SCARF 需求的基本缺失。合作需求，即在疫情期间被长时间

的封闭导致的心理恐慌，与身边的人沟通减少，长时间的人际疏离

会引发的孤独感，乃至肝胆秦越,从而产生心理和行为偏差[5]。SC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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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即大卫·洛克提出的 SCARF 模型 [6]。该需求缺失表现在五个

方面：一是地位，不想被看低、冷落，需要自己的某种角色地位彰

显自己的存在感，这是善与人交、力争上游的大学生的特点;二是确

定性，他们会通过很多途径去关注何时才能开学、疫情何时结束等

未来目标的明确答案，从而获得确定感，但又被社会舆论所欺骗，

迷茫、焦虑感更甚;三是自主性，即可以自由出行，高效完成任务，

有更多的自由可以支配，却被疫情防控所束缚;四是关联性，他们也

想尽快恢复自己的社会网络，满足被人喜爱和接纳的需要;五是公平

性，很多尚处青年早期的大学生对事物的思考往往停留在表面，不

理解国家的防疫调控政策，认为自己的自由被限制。如此必然会产

生愤怒、埋怨的情绪，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平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的表现[7]。再加之传播不实信息的媒体对医学生的负面引导，他们

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 

4 对策 

医学院校是培养医学生的重要场所，动物实验是医学生学习的

必须操作，无论是医药研究还是临床应用上，离开了动物实验，就

都没有了它们的发展[8]。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医学生们的动物实验心

理建设，我们初步探讨出以下几点措施： 

4.1 夯实防疫基础设施，健全实验室安全制度，使学生有底 

建设高校防疫文化需要通过建设完善防疫基础设施，营造疫情

防控的物质环境，使大学生能在对防疫设施的所见、所感和切身实

践中体会潜在的防疫文化，强化自觉防疫意识。设立防疫宣传栏在

食堂或者厕所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较为显眼处，让防疫成为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检测与消杀是疫情防控的主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防疫

习惯、激发大学生自觉防疫意识的重要环节，应配备完善的配套设

施。对于实验室的进出以及实验动物的取用要有严格的管理。进出

实验室要认真做好信息登记、测温、接待、收发等工作，师生员工

要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合格者方可进入实验室[9]。拒绝使用没有相

关证件的企业或者高校所生产的实验动物，购置的实验材料要进行

消毒才可进入实验室，生产、饲养、运输实验动物以及对实验动物

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也得做好防疫工作，同时也得注意避免动物源

性微生物伤害[10]。只有在生活中没有了疫情的困扰，学生没了被感

染的忧虑，就能有底。 

4.2 宣传动物实验必要性，减少学生对其的负面情绪，使学生

想做 

动物实验在不少学生看来很残忍，他们不想看见小动物在或被

解剖或被注射毒物后的惨状，虽有这样的心理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大有裨益，但现代医药研究想要突破，就需要动物实验作为纽

带来整合基础与临床，医学院学生想要能够在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涯

中做出一番作为，动物实验不可或缺，这是以小恶行大善；除了怜

悯之心，也有学生不想做动物实验的原因还有怕被实验动物的利爪

和尖牙伤害，害怕实验中出现不可控的出血，这些问题需要学生对

于动物实验更加了解[11]，学校可以在线上线下开展各类有关实验动

物的主题活动，如关于实验操作或 3R 原则的主题宣讲活动、征文

活动，使医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深入了解动物实验，还能通过社交平

台讲解实验动物以及动物福利，创建类似百科全书的实验动物数据

库。当医学生熟悉了动物实验的操作技巧，知晓了动物实验现阶段

的必要性，明确了目标，自然想要来做动物实验。 

4.3 调整学生心理状态，树立学生对中国抗疫自信，使学生敢

做 

不少学生缺乏对于中国防疫的自信，认为疫情结束遥遥无期，

甚至以此也产生了焦虑和恐惧的心理。学校可以通过开设心理咨询

热线，邀请在抗疫前线工作的前辈来校谈谈自己的工作心得及前景

展望，还可以让学生亲身去体验志愿者的工作，从线上线下着手引

导学生积极应对疫情。在调整学生心理状态这点上，我校有着天独

厚的优势：海南省与大陆隔海相望，疫情虽有波及，但整体处于低

风险地区，少有社区感染和聚集性感染，有也基本上都是输入病例，

能够很快控制在较小范围内，死亡病例较少。学校完全可以从内外

两方面双管齐下，树立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自信，使学生敢于做动物

实验。 

综上所述，在疫情前后，医学生对待做动物实验的态度还是有

着较大的区别，出现了带有过多负面情绪的学生，及时给予正确引

导，采取正确的教育措施，学生定可以摆脱心理困扰，在将来为祖

国的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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