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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医学技术人员应对方式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方法 :对 147例从事医学实验技术工作的人员应用焦虑、抑郁

自评量表、应对方式量表进行测量 ,进行组间对比分析。结果 :医学技术人员焦虑、抑郁分低于全国常模且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副主任技师抑郁分高于主管技师、技师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焦虑分有高于主管技师、技师的趋势 ;求助分低于主管技师、

技师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自责分有高于技师但低于主管技师的趋势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相关且有显

著性意义。结论 :副主任技师焦虑、抑郁水平最高 ,其次是主管技师、技师 ;应对方式对医学技术人员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 ,提

高求助和减少自责能够减轻医学技术人员焦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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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cop 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of medical scientists.

M ethods: Cop ing Style Questionnaire were adm inistered to 147 medical scientists with different titles. Results The

anxiety, dep ression scores of scientists a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norm and the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dep ression score of associate chief technicia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ny other titles; its seeking help

score is lower than that of any other titles and the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anxiety

and dep ression level of associate chief technician is the highest, the followings are technician - in - charge and

technician; Cop ing style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edical scientists, increasing seeking help and decreasing

self - blame is helpful to release the anxiety and dep ression of medical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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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关于医学技术人员应对方式与身心健康的关

系研究未见报道。国内外文献多报道医师、护士、医学

生等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 [ 1 ]
,结果表明其产

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工作竞争激烈、家庭负

担重等。本研究对象为从事基础医学科学研究的技术

人员 ,面临职称晋升、家庭负担重的压力 ,产生了一些

心理问题。有研究发现 ,个体如缺乏良好的应对方式 ,

则心理损害的危险性大为提高 [ 2 ]。因此 ,本文试图探

讨医学技术人员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为进一

步运用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研究样本为解放军总医院和军事医

学科学院从事医学实验技术工作的人群共 147例 ,副

主任技师 27例、主管技师 79例、技师 41例 ;其中 ,男

63例 ,女 82例 ; 20～35岁 94例 , 36～60岁 51例 ,平均

年龄 34. 60岁 ;大专和学士 113例 ,硕士 30例 ,博士 3

例 ;已婚 24例 ,未婚 117例 ,离异 6例。

1. 2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 3 ] ( SAS)、抑郁自评量

表 [ 4 ] ( SDS)、应对方式量表 ( CPS) [ 5 ]。统一下发书面

指导语 ,于 2006年 9月 - 2007年 2月发放调查问卷

210例 ,收回问卷 172例 ,有效问卷 147例。

1. 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13统计软件 ,单因素采用

t检验和方差分析 ,多因素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　结　果

2. 1　医学技术人员总体焦虑、抑郁和按职称分组的焦

虑、抑郁和应对方式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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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医学技术人员焦虑、抑郁和应对方式 (χ2 ±s)

人员 焦虑 抑郁 求助

技术人员 30. 45 ±6. 653 3 37. 63 ±8. 483 3 2. 99 ±0. 52 (147)

全国常模 [ 6 ] 34 ±6 42 ±11 /

副主任技师 31. 57 ±6. 63 41. 82 ±7. 33 2. 76 ±0. 53

主管技师 30. 62 ±6. 75 37. 22 ±8. 43 2. 99 ±0. 513 3

技师 29. 38 ±6. 49 35. 65 ±8. 583 3 3. 15 ±0. 503 3

　3 P < 0. 05, 3 3 P < 0. 01, /#本组无全国常模对比

2. 2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医学技术人员应对方式与焦

虑、抑郁相关且有显著性意义 (表 2、表 3)。

表 2　各种应对方式与焦虑关系的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进入回归方

程的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标准回归系数 (β) t P

解决问题 - 3. 24 0. 67 - 0. 35 - 4. 83 0. 000

退避 3. 32 1. 23 0. 24 2. 69 0. 008

幻想 2. 54 1. 02 0. 22 2. 48 0. 014

表 3　各种应对方式与抑郁关系的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进入回归方

程的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标准回归系数 (β) t P

解决问题 - 5. 35 0. 83 - 0. 45 - 6. 47 0. 000

自责 3. 30 0. 88 0. 25 3. 74 0. 000

求助 2. 76 1. 11 - 0. 17 - 2. 49 0. 01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医学技术人员焦虑、抑郁水平显

著低于全国常模 ,说明医学技术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整体上好于一般人群 ,与国内研究结果一致 [ 7 ]
,这可

能与医学人员本身重视心理问题并注意防范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 ,副主任技师抑郁分高于主管技

师、技师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焦虑分有高于主管技

师、技师的趋势 ;求助分低于主管技师、技师且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自责分有高于技师但低于主管技师的趋

势。提示副主任技师较少使用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而

较多使用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并出现较高水平的焦虑

和抑郁。本文认为 ,副主任技师作为副高职称的“资

深”技术员 ,为单位配合科研人员的技术骨干 ,但其知

识结构逐渐老化、自身精力逐渐下降、家庭负担逐渐加

重 ,当面临与技师、主管技师等年轻技术员竞争的压力

时 ,不愿求助他人并使用自责的应对方式 ,导致出现较

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而随着年龄和资历的降低 ,主

管技师、技师的焦虑、抑郁水平逐渐降低 ,而作为积极

应对方式之一的求助水平增高 ,这也是技师作为初级

职称 ,其初入工作领域要学习许多新知识而必需的应

对方式 ,因此其焦虑、抑郁水平最低。综合以上研究得

出结论 ,副主任技师为技术系列中焦虑、抑郁水平最高

的职称 ,其次是主管技师、技师 ,影响医学技术人员身

心健康最重要的积极应对方式是求助 ,消极应对方式

是自责。

为验证技术人员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本

文对它们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发现他们的应对方式与

焦虑、抑郁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对

焦虑、抑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积极应对方式对焦虑、

抑郁具有反向预测作用且均有显著性意义。

本文研究提示 ,以求助为主的积极应对方式有助

于应对医学技术人员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自责作为消

极应对方式则不利于情绪的调节。因此 ,医学技术人

员心理教育和疏导的对象应偏重高、中级技术职务。

建议管理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注重技术人员的情绪

管理 ,适当开展团体心理干预活动 ,增加技术人员对外

交流沟通的机会 ,从而减少其焦虑和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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