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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应对方式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

沈峥嵘 , 陈龙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100101)

【摘要】目的 　探讨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为提高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帮助。方法 　

用症状自评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某国有企业集团所属医院的 198 名医务人员进行测查 , 用相关和多

元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医务人员消极应对方式与 SCL290 总分及除躯体化、焦虑、恐怖以外的

各因子均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数分别为 0115 , 0120 , 0114 , 0117 , 0115 , 0123 , 0117 ; 积极应对方式与强

迫、焦虑显著负相关 , 相关系数为 0114、0116 ; 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均进入回归模型 , 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141498 , 121902。结论 　应对方式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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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oping Style on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S H EN Zheng2rong , C H EN L on g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correlation of coping style with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 Methods 　

Stress levels and coping styles of 198 medical staff sampled f rom a state2owned corporation were evaluated with

SCL290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 SCSQ ) . Results 　The score of SCL290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passive coping except somatization , anxiety and hostility. The score of compulsion and anxiety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active coping. Passive coping and active coping were entered into regression

equation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was affected by coping styles.

Key words : Medical staff , Coping style , Mental health

　　应对是个体面对有压力的情境和事件时所采取

的认知和行为方式〔1〕。应对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应激

事件作用 , 包括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 , 调节与事

件有关的躯体或情感反应〔2〕。应对的方式多种多

样 , 但都有共同特点 , 即某些应对方式积极成分较

多 , 如寻求支持 , 力图改变 , 而有的则以消极成分

为主 , 如回避、发泄。因此 , 应对方式可以归结为

两类 , 一类是积极应对 , 反映了积极的一面 , 如尽

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 , 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

方法等 , 另一类是消极应对 , 反映了个体消极的一

面。不同的应对方式在不同的时间、情境 , 对不同

的个体 ,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3〕。应对与心理健康存

在着显著相关 , 是应激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机制〔4〕。

医疗工作是一种风险性的工作〔5〕 , 医务人员的心理

健康状况不仅关系到自身 , 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医疗

服务质量。我们对医务人员的应对方式、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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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 , 以便为医务人员采取正确

的应对方式 ,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帮助。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选取某国有企业集团所属医院的 198 名医务人

员作为研究对象 , 其中男性 76 人 , 女性 122 人 ;

年龄为 20～30 岁 (39 人) , 31～40 岁 (68 人) ,

41～50 岁 (65 人) , 51～60 岁 (26 人) 。

112 　方法

症状自评量表 ( SCL290)〔6〕: 用 1～5 级评分 ,

分别表示“从无”、“轻度”、“中度”、“偏重”、“严

重”5 个等级。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7〕: 包括 20 个条目 , 列出的

是在工作生活中经受到挫折、打击或遇到困难和不

解的问题时 , 可能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包括 : 通过

工作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 ; 与人交谈 , 倾诉内

心烦恼 ; 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 , 改变自己的想

法 ; 重新发现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 ; 不把问题看得

太严重 ; 坚持自己的立场 , 为自己想得到的斗争 ;

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 向亲威朋友或同

学寻求建议 ; 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或自己的一些问

题 ; 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情景的办法 ; 寻求业余

爱好 , 积极参加文体活动 ; 尽量克制自己的失望、

悔恨、悲伤和愤怒 ; 试图休息或休假 , 暂时把问题

(烦恼)抛开 ; 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

除烦恼 ; 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 , 唯一要做的便是等

待 ; 试图忘记整个事情 ; 依靠别人解决问题 ; 接受

现实 , 因为没有其他办法 ; 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

迹改变现状 ; 自己安慰自己等。其中前 12 个条目

属于积极应对维度 , 后 8 个条目属于消极应对维

度。条目分值为 0 , 1 , 2 , 3 , 共 4 个等级 , 分别

表示“不采取”、“偶尔采取”、“有时采取”、“经常

采取”。

1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15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 并采用 t

检验、相关和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果

211 　医务人员 SCL290 的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医务人员 SCL290 总分及躯体化、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

模〔8〕 , 差异有显著性 ; 强迫、人际关系和偏执因子

得分低于全国常模 , 差异有显著性 (表 1) 。

212 　医务人员应对方式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医务人员消极应对平均分为 1102 ±0155 , 低

于全国常模 (1159 ±0166)〔9〕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1) , 而积极应对平均分为 1185 ±0151 , 高于全

国常模 (1178 ±0152) , 差异有显著性 ( P < 0101) 。

表 1 　医务人员 SCL290 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 x ±s)

项目 医务人员 常模

躯体化 　1145 ±0148 3 3 　1137 ±0148

强迫 　1161 ±0153 3 3 　1162 ±0158

人际关系 　1151 ±0146 3 3 　1165 ±0161

抑郁 　1153 ±0154 3 3 　1150 ±0159

焦虑 　1142 ±0151 3 3 　1139 ±0143

敌对 　1150 ±0146 3 3 　1146 ±0155

恐怖 　1127 ±0142 3 3 　1123 ±0141

偏执 　1141 ±0143 3 3 　1143 ±0157

精神病性 　1134 ±0144 3 3 　1129 ±0142

SCL290总分 131113 ±38179 3 3 129196 ±38176

　　注 :经 t 检验 ,医务人员 (198 人) 与常模组 (1 388 人) 比
较 , 3 3 P < 0101。

213 　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的相关

分析

消极应对与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性、

偏执和精神病性显著正相关 , 与其他因子相关无显

著性 ; 积极应对与强迫、焦虑显著负相关 , 与其他

因子相关无显著性 (表 2) 。

表 2 　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相关分析 ( r值)

项目 消极应对 积极应对

躯体化 0110 - 0112

强迫 0115 3 - 0117 3

人际关系 0120 3 3 - 0109

抑郁 0114 3 - 0113

焦虑 0114 - 0116 3

敌对 0117 3 - 0114

恐怖 0112 - 0109

偏执 0115 3 - 0104

精神病性 0123 3 3 - 0102

SCL290 总分 0117 3 - 0113

　　注 : 经 相 关 分 析 , SCL290 与 应 对 方 式 的 相 关 ,
3 P < 0105 , 3 3 P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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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医务人员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

以应对方式为自变量 , SCL290 总分为应变

量 , 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结果显示 , 消极应

对与积极应对均进入回归方程 , 且β系数有显著

意义 (表 3) 。

表 3 　应对方式对 SCL290 总分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项目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值

消极应对 141498 51054 01204 21869 01005

积极应对 - 121902 51401 - 01170 - 21389 01018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 , 医务人员 SCL290 总分及躯体

化、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

高于全国常模 , 而强迫、人际关系和偏执因子得分

低于全国常模 , 这与已有的结果不一致〔9 ,10〕。在医

学模式由生物模式向“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

式转变的当今社会 , 医务人员在工作和学习中有较

好的专业优势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保健 , 应该较一

般人群更懂得重视心理健康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

健 , 促进心理健康。而该医院医务人员整体心理健

康水平一般 , 在 SCL290 总分及多个因子上得分甚

至不及普通人群 , 这个现象应引起管理者的注意。

医务人员消极应对平均分低于全国常模 , 而积

极应对平均分高于全国常模 , 说明医务人员在面对

应激事件时比一般人更多地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本研究发现 , 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与 SCL290 总

分及除躯体化、焦虑、恐怖以外的各因子得分均显

著正相关 , 这与已有的结果相似〔11〕 , 进一步证实

了心理健康水平低 ( SCL290 总分高) 与采取消极应

对方式有关 , 同时也说明消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显著。已有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表

明 , 凡采取主动积极的应对方式 , 如解决问题、求

助等方式有助于缓和应激对个体造成的不良影

响〔12〕。本研究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 ,

积极应对可能会加强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 而

消极应对可能会降低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因

此 , 医务人员在面对应激事件时 , 应采取主动积极

的应对方式 , 以保护自身的心理健康。

本研究还显示 , 相对于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

康所起的积极作用 , 消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

响更为显著 ( P < 0101) , 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13〕。

因此 , 医务人员应更加重视对消极应对方式的识别

与矫正 , 尽量避免消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

损害。

(编后语 : 职业紧张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作为职业危害

在我国正显得日益重要 , 本刊充分注意到此动向 , 曾发表

过这类论文。该文涉及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一定参

考意义 , 但其中不少指标与常模比较 , 在差别很小情况下

经统计学处理已有显著意义 , 而这些差别实际的生物学意

义有多大 , 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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