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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习生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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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当前医学实习生的心理健康情况，为提高临床实习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

量表（ＳＣＬ９０）对２３２名来本院临床实习的医学生（观察组）进行调查，分析总体及不同性别（男性、女性）的各因子

得分和心理问题检出率，选取未进行过临床实习的２５０例医学生作对比（对照组）。结果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ＳＣＬ

９０总分分别为（１４７．４６±１２．３５）分和（１４２．５２±１７．０９）分，且在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观察组的 “抑郁”“焦虑”和“偏执”心理问题检出率和ＳＣＬ９０总分异常率均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临

床实习医学生中，女性的“人际敏感”“抑郁”和“焦虑”得分和心理问题检出率均高于男性（犘＜０．０５），其余因子及总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临床实习对医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情况的影响较少，但对女性实习生有

一定的影响，导致其人际敏感、抑郁和焦虑，应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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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

起步阶段［１］。在此阶段，医学生由于自身因素及所处环境等方

面发生变化，易引发心理障碍，影响心理健康［２］。及时解决实

习中的各种心理问题，使医学生处于最佳心理状态，对提高临

床实习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３］。因此，本研究分析来本院

实习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到重庆市巴南区

人民医院临床实习的２３２名学生（观察组），其中男９６例，女

１３６例；年龄２１～２７岁，平均（２４．３±３．８）岁；实习时间为（６．７

±０．７）个月；来源情况：重庆医科大学８６例，重庆市护士学校

７２例，重庆市药学高等专科学校７４例。纳入标准：（１）首次至

医院进行临床实习；（２）实习时间在３个月以上；（３）问卷收回

且有效。排除中途退出的实习者。同时选取未进行的临床实

习２５０例医学生作对比（对照组），其中男１１９例，女１３１例；年

龄２１～２６岁，平均（２４．８±２．７）岁。两组的一般资料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调查两组的心

理健康情况。本次调查由各个临床小组组长统一指导组员填

写问卷，每位调查者均以无记名的形式独立填写问卷。由调查

者收集问卷并计算各因子得分和总分。ＳＣＬ９０量表主要分为

１０个因子
［４］：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

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共包含９０条，每条采用５级评

分，分值为１～５分，分值越高，则症状越明显。心理问题检

出［５］：ＳＣＬ９０总分大于或等于１６０分或单项因子均分大于或

等于３分。

１．３　评价指标　分析两组总体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和总

分、观察组男、女性间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和总分及心理问

题检出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分析数据，ＳＣＬ９０各

因子和总分分均以“狓±狊”表示并行组间狋检验，各因子心理问

题检出率及总分异常率均以“率”表示并行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及总分情况　对照组和观察

组的ＳＣＬ９０总分分别为（１４７．４６±１２．３５）分和（１４２．５２±

１７．０９）分；两组在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上均无统计学差

异（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的心理问题检出情况　对照组有２３例（９．２０％）总

分异常，观察组有４５例（１９．４０％）总分异常，观察组的 “抑郁”

“焦虑”和“偏执”心理问题检出率和ＳＣＬ９０总分异常率均高

于对照组（犘＜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临床实习生不同性别间的ＳＣＬ９０评分情况　男性ＳＣＬ

９０总分为（１４１．８０±１４．５７）分，女性为（１４７．４８±１８．３５）分；女

性的“人际敏感”“抑郁”和“焦虑”得分均高于男性（犘＜０．０５），

其余因子及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２．４　临床实习生不同性别间的心理问题检出情况　男性有

１８例（１８．７５％）总分异常，女性有２７例（１９．８５％）总分异常；

女性 “人际敏感”“抑郁”和“焦虑”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均高于男

性（犘＜０．０５），其余各因子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及总分异常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表１　两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及总分情况（狓±狊，分）

组别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对照组 １．４８±０．６３１．４５±０．４７１．７３±０．５９１．８２±０．５４１．３６±０．６３１．６１±０．４７１．３７±０．５９１．４５±０．５４１．７９±０．５９１．２５±０．５４

观察组 １．３２±０．５２１．６１±０．５５１．５９±０．３６１．６７±０．７０１．４４±０．５２１．５４±０．３９１．３０±０．６１１．５１±０．４８１．７６±０．５６１．３７±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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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心理问题检出率情况［狀（％）］

组别 狀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对照组２５０ １２（４．８０） １０（４．００） １８（７．２０） ２１（８．４０） ８（３．２０） ５（２．００） １５（６．００） ６（２．４０） １４（５．６０） ７（２．８０）

观察组２３２ １４（６．０３） ８（３．４５） ２２（９．４８） ３６（１５．５２）ａ ４２（１８．１０）ａ ９（３．８８） １３（５．６０） ２７（１１．６４）ａ １１（４．７４） ５（２．１６）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犘＜０．０５。

表３　临床实习生不同性别间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及总分情况（分，狓±狊）

组别 狀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男性 ９６ １．４１±０．４６１．５８±０．５５１．４７±０．２５１．５３±０．４１１．３５±０．５２１．５７±０．４３１．３３±０．５２１．５７±０．５５１．７１±０．５３１．３５±０．３２

女性 １３６１．３５±０．５３１．６３±０．５５１．７９±０．３７ａ１．８４±０．７３ａ１．６２±０．６８ａ１．４９±０．３５１．２７±０．５３１．４６±０．６１１．８２±０．４６１．３８±０．３９

　　注：与男性相比，ａ犘＜０．０５。

表４　两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心理问题检出率情况［狀（％）］

组别 ｎ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男 ９６ ６（６．２５） ４（４．１７） ６（６．２５） １１（１１．４６） １３（１３．５４） ４（４．１７） ６（６．２５） １４（１４．５８） ５（５．２１） ３（３．１３）

女 １３６ ８（５．８８） ４（２．９４） １６（１１．７６）ａ ２５（１８．３８）ａ ２９（２１．３２）ａ ５（３．６８） ７（５．１５） １３（９．５６） ６（４．４１） ２（１．４７）

　　注：与男性相比，ａ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医疗教育改革的深入，给医学生的能力培养带来了挑战。

新的医学模式日臻完善是２１世纪医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６］；同

时在医学教育标准国际化的形式和我国的卫生国情下，对医学

生的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推进医疗教育的改革，并在建

立健全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加强和健全医疗人才培养体系［７８］。

如何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是医学院校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培养的关键阶段，可促进其将理论知识应用

到临床，是成为合格医疗工作者的必经阶段。近年来，医学临

床实习现状不尽人意，因此需加强临床实习质量［９］。大多数实

习生由于环境改变，易产生多种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心理健

康，同时也是导致临床实习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１０］。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总体的心理健康状态与对照组无差

异，主要表现为两组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和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提示临床实习对医学生总体的心理健康影响较小。但观察

组的 “抑郁”“焦虑”和“偏执”心理问题检出率和ＳＣＬ９０总分

异常率均高于对照组，表明部分学生的某些因子出现心理问

题，可能原因是其对学校到医院环境的改变、来自临床工作中

的压力不适应，与患者密切接触，操作技术增多也是导致医学

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原因［１１］。因此需提高必要的心理咨询

或干预，帮助其尽快适应环境和角色转变。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女性的“人际敏感”“抑郁”和“焦虑”得

分和问题检出率均高于男性，表明临床实习对女性实习生的心

理健康影响较大，可能原因是不同性别的就业态度不同，且临

床实习中的压力来源也不同［１２１３］。因此需加强对女性实习生

的心理疏导，必要时可给予相应的药物干预。

综上所述，临床实习对医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情况的影响较

少，但对女性实习生有一定的影响，导致其人际敏感、抑郁和焦

虑，应针对性的进行心理疏导，减少其对临床实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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