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4卷·第 9期·2021 年 9月 10.12345/yzlcyxzz.v4i9.8673

最近世界各地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

流行之中，已造成数亿人感染及数百万人死亡。新冠疫情对

人类生命构成的威胁不仅包括病毒性肺炎及其并发症，还包

括了因防疫管理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在目前的

COVID-19大流行期间，许多医学院校推迟了定期教学活动，

线上教学代替了既往的面授课堂，这种教学状态的改变对医

科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据报道，这个时

期内的医学生可能存在高度的焦虑和抑郁，对医学生的认知

和学习产生有害影响；还有一项全国性跨学科的大学生横断

面调研显示，45%的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34.9%处于急

性压力状态下。因此，新冠疫情背景下在读医学生的压力知

觉问题是疫情常态化管理中各医学院校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

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为此，我们进行了中外数据库的文献

调研，总结了当前新冠疫情环境下在校医学生压力知觉现状

的研究进展，为下一步各院校具体的育人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和方法借鉴。

“压力”（stress）概念是心理学家 HansSelye从物理学

概念引入的心理名词，最初解释为“个体受到环境中的刺激

所引起的一种非特异性反应”，这种非特异性反应即压力知

觉（ ess）。Cohen与 Kamarck总结前人的经验，

对压力给出新的定义：“在认知层面个体对外部事件给自身

造成的压力值的评估，也就是个体行为受客观存在压力的作

用而产生的认知与评估 [1]。”研究者应结合自身实际，提出

具体的“压力知觉”定义。

目前适用范围最广的量表是 Cohen等编制的《压力知觉

量表》（PSS）。2003年经过中国杨延忠教授的汉化之后，

形成了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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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其信度和效度均达到统计学合格标准。除此之外，李虹

等编制了《大学生压力量表》（SSCS），采取个人烦恼、学

业及生活三个维度，重点区分了被试者的压力来源。目前为

止关于量表的选择并没有特殊的倾向，也意味着现存的普适

性量表并不能完整地契合疫情常态化管理背景下医学生压力

知觉研究的所有需求。这种系统性的缺陷可能是导致各相似

主题研究存在较大异质性的原因之一。

本科医学生压力知觉现状的研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

为集中的研究类型。这类研究大多是横断面研究，参与者常

被定义为医科大学生。然而，由于各国医科大学的培养模式

存在较大的差异，“医科大学生”的定义尚无统一结论。即

使如此，各国各地采取的研究方案依然具备较强的借鉴意义。

例如，采取自我管理的调查问卷（18项）和著名的凯斯勒 10

份心理痛苦问卷（10项）收集与压力知觉有关的参数，最终

通过男女对比、不同年级对比指出性别差异、年级不同对压

力知觉的影响。

中国的研究者也曾进行类似的工作：2020年中国陕西省

1278名本科学生填写了感知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抑郁症

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同样得出了性别对压力感知有

影响的初步结论。这一类问卷为基础的研究在疫情的背景之

下也可在线完成，除性别差异可作为创新的立足点外，使用

药物、社交媒体等应对压力的方式及记忆困难、注意力问题、

睡眠时长等压力产生的具体影响也可以作为创新点的产生之

源。有趣的潜在影响因素还包括每天发生的 COVID-19病例

/死亡病例、卫生 /政府当局根据科学建议制定的战略、自

我 /家庭成员有生病风险和 COVID-19大流行后家庭收入下

降等。

多维度的对照方法也应当成为这类横断面研究的范例：

本科生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对照组进行比较，更切实地说明

COVID-19大流行开始后医科大学生与年轻人相比的心理健

康差异，疫情不同时间点的同一测量也可作为对照。此外，

在线学习模式的具体形式也可以是压力产生的根源：医科大

学生中存在许多细分的专业，如口腔、公卫和临床医学等，

可成为压力知觉的影响因素之一。疫情常态化的管理，如每

日防疫新闻、对剩余口罩数量的焦虑等，也可借助二元逻辑

回归取得显著的预测因素及预测的方向。

医学规培生承担的工作任务已接近一线医生水准，生活

待遇又往往与学生相差无几，因此该阶段可能具备与其他阶

段明显差异的压力知觉。其他国家对此阶段的研究一般笼统

地集中在住院医师的群体中，如美国旧金山的一项横断面研

究表明住院医师更关注亲人的健康而非自己感染 COVID-19

的风险，比实习生具备更高的焦虑水平。据印度的研究显示，

因疫情封锁后规培阶段的学生表现出类似美国的压力知觉，

同样更加关注家庭成员的安危。中国规培阶段定义明确且往

往与专业型硕士重合，所以研究样本的可及性较高，易于产

生大样本研究。2020年中国山东省规培生的研究显示：超半

数学员处于高压力知觉条件下且工资水平与压力知觉负相关，

该结论也是下一步其他各省研究的参考点。

类似的研究不多，但存在一种巧妙的分析方法：使用其

中一张量表的问题当做潜在影响因素与另一张量表得分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这种方法并非完美的研究设计，甚至

统计学上也存在瑕疵，但不失为一种补救数据的选择。

医学研究生群体的研究相对有限，主要采取的研究流程

是问卷发放与填写（自拟一般情况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等）、

单因素结合卡方分析（正常与异常）寻找统计学差异、在单

因素分析阳性结果基础上逻辑斯蒂逐步回归分析确定危险因

素及其影响程度、方向。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的调研发现，研

究生群体希望得到心理调适方法的指导，压力可能主要来自

就业、学习和经济状况等三方面 [3]。

论文基于中外数据库的检索获取了 COVID-19背景下医

学生压力知觉现状的研究。目前，由于各国医生培养模式不

同及量表、统计方法的差异，医学生疫情背景下的压力知觉

现状具有较大的异质性，但研究方法具备相似性，研究结论

具备拓展研究价值，利于下一步研究的开展和各高校育人工

作的优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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