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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我校护理专业男女学生心理状态。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对我校 158名护理专业专科学生进行

评定, 与全国常模及男女生比较。结果: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比率为 51.3% ～ 9.5%, 有心理障碍的学生比率为 8.2% ～ 1.

9%。男女学生与全国青年常模比较,除恐怖因子有差异外 (P<0.01), 其余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结论:学校要加强心

理健康咨询, 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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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专业学生作为一特殊的群体, 由于其未来

职业的特殊性,其心理健康状况历来被人们所关注 。

作为护理专业男女学生不仅要具有知识与能力的素

质培养,更要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其心理健康状

况,对将来工作的影响至关重要。目前对护理专业

男女学生的心理状态研究不多,尤其对男学生的研

究更少 。本调查采取症状自评量表对护理专业男女

学生心理状态进行调查, 旨在了解护理专业这个特

殊群体男女学生的心理状态。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2005年 12月,对我校在校的护理专业

学生进行了一次心理状态的随机抽样调查, 共发放

问卷 158份, 收回问卷 158份, 问卷回收率 100%。

其中男生 53名,女生 105名;年龄 18 ～ 25岁 。

1.2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统一指导语, 分别

对随机抽出的护校学生进行集体施测 。

1.2.1　症状自评量表设计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 1]

5级评分 ( 分别为没有 、较轻 、中等 、偏

重 、严重 ),以阳性项目数和各因子分衡量心理健康

水平, 并以因子分≥2作为各因子的阳性判断标准,

得分越高,问题越严重,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因子分

≥3为较严重的心理障碍。并与全国青年常模比

较
[ 2]
。

1.2.2　背景资料调查表设计　包括一般人口学资

料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 , 经数量化处理后, 参加

统计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

2　结果

　　被测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 51.3% ～ 9.5%, 依

次为强迫 、人际敏感 、偏执 、抑郁 、敌对 、精神病性 、焦

虑 、恐怖 、躯体化;有明显的心理障碍学生比率为 1.

9% ～ 8.2%, 依次为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敌对 、偏

执 、焦虑 、恐怖 、精神病性 (见表 1)。学生症状自评

量总分及各因子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均无明显不同

(P>0.05) (见表 2)。男女学生的症状自评量表结

果相比,除恐怖因子差异有显著性之外 (P<0.01),

其余各因子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见表 3) 。

表 1　学生症状自评量表阳性因子分布 (n=158)

各因子 阳性数 (其中≥3的人数 ) 阳性率 (%)

躯体化 15( 0 ) 9.5 ( 0.0)

强迫 81( 13 ) 51.3 ( 8.2)

人际关系 67( 8 ) 42.4 ( 5.1)

抑郁 52( 7 ) 32.9 ( 4.4)

焦虑 31( 4 ) 19.6 ( 2.5)

敌对 38( 5 ) 24.1 ( 3.2)

恐怖 29( 3 ) 18.4 ( 1.9)

偏执 55( 5 ) 34.8 ( 3.2)

精神病性 34( 3 ) 21.5 ( 1.9)

表 2　学生症状自评量表结果与全国青年常模比较

项目 男护生 (n=53) 常模 t P

总均分 1.72±0.45 1.44±0.43 0.62 >0.05

阴性项目数 49.73±18.00 65.08±18.33 0.85 >0.05

阳性项目数 40.27±18.00 24.92±18.41 0.85 >0.05

阳性项目均分 2.51±0.42 2.60±0.59 0.21 >0.05

躯体化 1.42±0.42 1.37±0.48 0.12 >0.05

强迫 2.04±0.42 1.62±0.58 1.00 >0.05

人际关系 1.93±0.60 1.65±0.51 0.47 >0.05

抑郁 1.78±0.57 1.50±.59 0.49 >0.05

焦虑 1.69±0.56 1.39±0.43 0.54 >0.05

敌对 1.68±0.54 1.48±0.56 0.37 >0.05

恐怖 1.55±0.54 1.23±0.41 0.59 <0.01

偏执 1.80±0.55 1.43±0.57 0.67 >0.05

精神病性 1.64±0.53 1.29±0.42 0.6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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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症状自评量表各项目男女学生比较

项目 男生 (n=53) 女生 (n=105) t P

总均分 1.66±0.38 1.75±0.48 1.19 >0.05

阴性项目数 52.68±17.81 48.25±17.99 1.47 >0.05

阳性项目数 37.32±17.81 41.75±17.99 1.47 >0.05

阳性项目均分 2.50±0.41 2.52±0.42 0.28 >0.05

躯体化 1.38±0.33 1.44±0.45 0.86 >0.05

强迫 1.97±0.62 2.08±0.61 0.01 >0.05

人际关系 1.83±0.59 1.97±0.60 1.39 >0.05

抑郁 1.69±0.54 1.82±0.59 1.33 >0.05

焦虑 1.59±0.47 1.75±0.59 1.72 >0.05

敌对 1.67±0.54 1.69±0.55 0.22 >0.05

恐怖 1.39±0.40 1.64±0.57 2.86 <0.01

偏执 1.87±0.52 1.76±0.57 1.18 >0.05

精神病性 1.62±0.40 1.65±0.59 0.33 >0.05

3　讨论

　　我校护理专业学生的心理问题较多, 其发生率

较高, 这可能与目前学习的压力和竞争有关,从本文

可以看出某些问题表现超过了 50%, 但与全国常模

相比较无任何差异, 说明这些护生的心理问题并不

严重, 仅为一般问题, 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只要通过自身或他人的帮助及一般的心理或健康咨

询即可得到解决 。他们中有 1.9% ～ 8.2%存在较

为严重的心理障碍,提示学校设置心理健康咨询专

门机构和专职人员的重要性 。

当今医疗卫生行业对护士的需求量逐年增长,

尤其男护士的需求量更大, 主要是精神病医院及医

院急诊科 、泌尿科 、骨科 、手术室等均存在这样的需

求。本研究可以看出男女学生除恐怖因子有不同

外, 其余均无明显不同, 这点说明了某些男生更适合

在这些科室工作。现在的医疗卫生学校培养的或在

读的护理专业的学生比例很少,尤其男学生更少,大

中型城市男护士都非常紧缺, 护士职业教育与需求

之间存在缺口 。男性接受护理教育比例偏低 。对于

为患者护理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尴尬,急诊 、手术过程

中的体力要求,人们却没想得太多 。男性和女性之

间有许多可相互弥补之处, 男女性同时从事护理工

作可以扬长避短, 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收到较好

的护理效果。

学生的心态对于其他方面素质的形成会产生深

刻的影响,因此学校要加强心理健康咨询,提高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 为现代医疗卫生发展培养出优秀

的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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