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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负性情绪状况。方法 采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量表)
对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儿科专业180名学生进行负性情绪调查,分析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及疫情期间是否长期居家3个方面对

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的影响。结果 男生与女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医学生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长期居家医学生焦虑维度得分明显低于未长期居家医学生(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长期居家有

助于缓解医学生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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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
 

in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
2019)

 

epidemic.Methods Depression-Anxiety-Stress
 

scale
 

(DASS-21)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
 

in
 

180
 

senior
 

students
 

of
 

Pediatric
 

Medicine
 

Department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Infects
 

of
 

gender,whether
 

only-child
 

and
 

whether
 

stay
 

at
 

home
 

during
 

epidemic
 

on
 

the
 

negative
 

emotion
 

were
 

analyzed.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s
 

between
 

stude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of
 

only-child
 

or
 

not,
 

while
 

the
 

anxiety
 

score
 

of
 

home-stay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tudents
 

that
 

not
 

home-stay
 

during
 

the
 

epidemic(P<0.05).Conclusion During
 

the
 

COVID-
19

 

epidemic,home-stay
 

measure
 

might
 

be
 

helpful
 

to
 

alleviate
 

the
 

anxiety
 

in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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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性情绪又称负面情绪,是焦虑、紧张、悲伤、痛
苦等情绪的统称。研究发现,不同的情绪极性具有不

同的影响,人类对负性情绪更为敏感[1-2]。压力、焦虑

及抑郁是负性情绪最为常见的3个维度,所产生的不

积极的情绪体验可能造成身体不适,影响工作和生

活,严重时还可引起明显的身心伤害。负性情绪对人

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一直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

问题,普遍认为任何特定人群都有可能产生负性情

绪,不仅影响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也影响疾病的恢

复,因此应重视负性情绪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积极

消除负性情绪[3-7]。医学生作为特殊群体,一方面专

业课程学习任务重、临床实习繁忙,另一方面处于精

神高度集中、医患关系紧张等现实中。在角色转变过

程中,医学生所面临的压力事件往往比同龄青年更

多、更强烈,因此更易产生焦虑、抑郁及痛苦等负性情

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广大医护人员为守护人民健康无私奉

献,承受了体力和心理的极大压力。此时,医学生的

心理状况如何,是否存在明显的负性情绪? 这是需要

关注的问题。针对医学生开展特殊时期负性情绪相

关调查,不仅有利于掌握其心理健康水平,更能为培

养更多能够胜任临床实际工作的合格医生奠定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儿科专业高

年级本科学生180人。
1.2 方法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用修订的精简

版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量表)对纳入的研究

对象进行调查。该量表共21个项目,主要考察个体

对抑郁、焦虑、压力的体验程度;从不符合到最符合采

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负性情绪越严重[8]。向研

究对象发放问卷,由其自行填写后回收问卷;筛选问

卷,剔除填写有疏漏和(或)连续出现20个以上相同

选项的无效问卷;对有效问卷进行反向计分项目整

理,录入有效数据。分析不同人口学变量特征研究对

象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得分差异。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学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数

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
2 结  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及研究对象人口学变量分布特征

 共发放问卷180份,收回问卷173份,问卷回收率

96.1%。剔除无效问卷2份,剩余有效问卷171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0%。研究对象人口学变量分

布特征见表1。
2.2 不同人口学变量特征医学生负性情绪及其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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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异分析 男生和女生负性情绪及其各个维度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独生子女与非独生

子女医学生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长期居家学生焦虑维度得分明显低

于非长期居家学生(t=-2.045,P<0.05),负性情绪

得分及其他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新冠疫情

期间医学生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差异分析见表2。
表1  研究对象人口学变量分布特征

人口学因素 类别 例数(n) 比例(%)

性别 男 53 30.99

女 118 69.01

独生子女 是 72 42.11

否 99 57.89

长期居家 是 165 96.49

否 6 3.51

表2  新冠疫情期间医学生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

   差异分析(x±s)

项目 n 负性情绪 压力 焦虑 抑郁

性别

 男 53 13.60±8.93 5.70±3.62 3.89±2.70 4.02±3.59

 女 11811.81±10.335.11±4.19 3.46±3.01 3.24±3.79

t - 1.10 0.89 0.87 1.27

P - 0.274 0.38 0.38 0.21

独生子女

 是 7213.72±11.205.81±4.59 3.85±3.12 4.07±4.33

 否 99 11.37±8.81 4.92±3.52 3.40±2.85 3.05±3.19

t - 1.53 1.37 0.97 1.69

P - 0.13 0.17 0.34 0.93

长期居家

 是 16512.11±9.79 5.21±3.99 3.50±2.90 3.40±3.71

 否 6 19.33±12.117.67±4.32 6.00±4.00 5.67±4.18

t - -1.76 -1.48 -2.05 -1.47

P - 0.08 0.14 0.04 0.15

  注:-表示此项无数据。

3 讨  论

  负性情绪是人类对环境的心理反应之一,在面对

困难、失落与挫折时,个体往往会出现压力、沮丧、痛
苦、焦虑等情绪反应。短期存在的负性情绪不会对人

体产生明显影响,比如短期或适当程度的压力,不但

不会引起机体不适,反而还可能带来前进或奋斗的动

力,有利于克服困难。然而,如果负性情绪长期存在,
则会明显影响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从而危害身

心健康。DASS-21量表包括压力、焦虑及抑郁3个维

度,用以共同评估个体心理状况。由于医学专业的特

殊性,医学生在学习、实习及生活等方面面临更多的

压力,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而且临床实习

任务繁重、医患关系紧张,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

性情绪。针对医学生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医学生存在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更易产生学习倦怠感[7-8]。医

学生心理障碍发生率高于全国青年平均水平,与非医

学生比较,医学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但心理压力水

平低于非医学专业学生[9]。处于实习阶段的医学生

受到学业繁重和临床实习忙碌的双重影响,负性情绪

状况更值得关注[10]。在面对负性情绪时,医学生良好

的个体心理韧性和积极的社会支持,对缓解压力、积
极应对和提升幸福感十分重要[11-12]。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医护人员作为抗击疫情的

主力军奋战在一线,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素质和过硬

的身体素质,对心理素质也有着极高的要求。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多数医学生被要求长期居家,无法参与

临床工作,仅少数学生仍坚持留守在临床实习岗位。
虽然未返回实习岗位的学生无法深入临床,但对严峻

的疫情和一线医护人员的高强度工作感同身受,在产

生自豪感的同时,也难免产生负性情绪。如何顺利渡

过这一难关对医学生的心理素质是极大的挑战。本

研究对医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负性情绪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男生与女生、独生

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医学生的负性情绪及其各维度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长期居家与非长期

居家医学生压力和抑郁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长期居家医学生焦虑维度得分低于未

长期居家医学生(P<0.05),提示疫情期间居家和家

人陪伴可有效避免焦虑情绪的产生,对改善负性情绪

有积极作用。
负性情绪是医学生在学习、生活和临床实习中需

要密切关注的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并缓解负性情绪有

利于其快乐学习、幸福生活和适应临床工作。本研究

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负性情绪状况,为
如何对医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心理辅导提供了理论

依据,有利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更好地了解学

生心理状况,保护学生,培养更多合格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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