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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这类事件往往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

等心理疾病，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负担。因此，尽

早发现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确定高风险群体成

为当务之急。自身心理素质较差及高校疫情防控管

理严格共同导致当前大学生群体心理问题严重［1］，

其中，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医学生群体心理问题更

为凸显［2］，容易出现焦虑感、歧视感、疑病感、崩溃

感四大类情绪波动［3-4］。医学生是未来的健康服务

提供者，了解其心理状态并及时提供干预，对于医

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及社会公众的健康福祉具有

重要意义。心理健康是健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在健康状态下，个体可以实现自我，应对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有能力对所在的社会做出

贡献［5］。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会中可获得、可利用

的条件和资源的综合，包括客观实际的、主观体验

的以及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是影响心理

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3］。对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

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提高社会支持的角

度有针对性地改善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现有研究

多在常态下开展，且研究对象多为患者、医护人

员、社会公众，缺少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群体

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本研究拟以

医学生为目标人群，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

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为提升医学生群体

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新的干预靶点。

二、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22年3月，江苏各地出现散发新冠肺炎疫情，

高校管控措施加强，可能对在校生社会支持及心理

健康产生较大影响，故选取2022年3月21日至4月
2日，南京、徐州、连云港三所医学院校的在校学生，

使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开展线上问卷调研，共发放

并回收问卷502份，其中有效问卷463份，有效问卷

占比92.23%。

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心理健康及社会支持的
相关性研究

杨 帆，王思义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6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水平均受到严重影响。厘清二者

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及时发现高风险人群、提前开展干预。笔者使用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和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实证调研，揭示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支持对医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机

制，发现护理专业、大四年级、家庭经济水平差是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且社会支持水平与心理

健康状况显著正相关。建议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排查，针对不同风险人群构

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并探索新型社会支持系统，通过提高社会支持水平促进医学生心理健

康的正向发展。

关键词：医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2）04-381-007
doi：10.7655/NYDXBSS20220411

医学人文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JX107160020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9SJA0295）
收稿日期：2022-05-27
作者简介：杨帆（1987—），女，河南平顶山人，讲师，研究方向为药物经济学、药物政策、个体行为与偏好，通信作者，yang⁃

fan512@njmu.edu.cn。

·· 381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4期 总第111期
2022年8月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根据研究主题，以“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医

学生”等为主题词，使用中国知网、万方、PubMed等
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整理国内外心理健康及社会

支持测量的权威问卷，结合疫情影响下心理健康的

相关研究，筛选并确定适合本研究的量表及所需研

究变量。

2. 问卷调查法

运用权威量表制作问卷，借助“问卷星”等平台

开展网络调查。主要内容有：①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年级、专业等；②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

情况，包括焦虑和抑郁情况；③社会支持状况。

3. 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5.0 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和相关分析。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确定影响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的主要人口

统计学因素，采用相关性分析初步确定社会支持与

心理健康的关系，进一步使用分层Logistic回归确定

主要因素和社会支持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三）调研工具

1. 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

本研究使用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Kessler10，
简称K10）测量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该量表由密歇

根大学的Kessler和Mroczek编制，能有效筛查焦虑和

抑郁。量表共10个条目，内容为过去4周中经历的焦

虑和压力水平等非特异性心理健康相关症状的发生

频率，分为五个等级：所有时间、大部分时间、有些时

候、偶尔、几乎没有，属于5分李克特量表。根据总分

值将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分为四个等级：10~15分为良

好，16~21分为一般，22~29分为较差，30~50分为

差。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好，相应评分越低。K10题
目精简，没有反向评分项目，不容易出现偏差，适合临

床及普通人群的大规模心理健康调查［6］。

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本研究选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简称 SSRS）测量医学生社会支持水平，

该量表由肖水源等以国外量表为基础编制，共10个
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

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客观支持也称实

际社会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

团体关系的直接存在和参与，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主观支持也称领悟社会支持，包括个体在社会中受

尊重、被支持、被理解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

度，与个体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社会支持利用度反

映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

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个体社会支持水

平越高，相应评分越高。SSRS根据我国国情编制而

成，题量适宜便于调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

为国内社会支持研究的测评工具［7］。

（四）问卷调研的质量控制

问卷设置必答题，剔除填写时间≤50秒、填写时

间为50~70秒且答案矛盾、重复性严重的问卷数据。

三、结 果

（一）人口统计学特征

参与调研的医学生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医学生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n=463）
类别

性别

年龄（岁）

专业

年级

生源地

是否为独生子女

家庭经济水平

所在市的新冠肺炎疫情情况

男
女

17~＜20
20~＜23
≥23
临床医学类
护理学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其他医学类
医学相关专业（非医学类）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其他

城镇
农村

是
否

好
中
差

有确诊患者
无确诊患者

人数

095
368
109
326
028
153
070
034
147
059
125
096
176
044
012
010
276
187
242
221
049
352
062
322
141

比例（%）

20.5
79.5
23.5
70.4
06.0
33.0
15.1
07.3
31.7
12.7
27.0
20.7
38.0
09.5
02.6
02.2
59.6
40.4
52.3
47.7
10.6
76.0
13.4
69.5
30.5

（二）信效度分析

1. 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K10）
（1）信度分析

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在0.8以
上可认为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K10总量表α值
为0.937，其中焦虑因子α值为0.857，抑郁因子α值为

0.908。该量表整体与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均大

于0.8，K10具有良好的信度。

（2）效度分析

本样本KMO值为 0.939，Bartlett近似卡方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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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36.315（df=45，P<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前期

研究表明，使用焦虑和抑郁两个相互独立的二阶双

因子模型最为理想［8］。因此，本研究中K10量表未

做任何修改，将其打包为焦虑（第 2、3、5、6题）和抑

郁（第 1、4、7、8、9、10题）两个因子。本研究两个分

量表和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40和 0.976，表
明量表内容效度较高，而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42，低于其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

的结构效度较高［7］。

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1）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在 0.6~0.8，代表内部一致性较

好，本研究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

0.752，表明修改后的SSRS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

好的信度。

（2）效度分析

为更贴合医学生身份，本研究对量表进行了一

部分改编：第4题中“同事”改为“同学”，第6、7题中

的“A.配偶”“B.其他家人”“E.同事”“F.工作单位”分

别改为“A.配偶或恋人”“B.家人（父母、兄弟姐妹

等）”“E.同学”“F.学校”，对改编后的量表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df＝3.121，GFI＝0.959，
CFI＝0.923，NFI＝0.892，IFI＝0.924，RMSEA＝0.068，
所有的拟合指标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表明改编

后的SSRS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三）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心理健康的分布情况为：良好（均值 11.71分，占比

27.0%）、一般（均值 19.20分，占比 35.2%）、较差（均

值 24.84 分，占比 27.4%）、差（均值 33.37 分，占比

10.4%），心理健康总分均值20.20分，处于一般和较

差水平的临界值。以K10分值21分为临界值，将被

调研对象分为心理健康状态好（≤21分）和心理健康

状况差（>21分）两组，其中“心理健康状况差”组占

37.8%。

根据单因素分析，年级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心

理健康各维度得分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部分

变量（专业、家庭经济水平）对心理健康得分和各心

理健康等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对于专业变

量，护理专业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均值均为最高，

对于家庭经济水平变量，随着经济水平由好到差，

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均值由低到高；性别、年龄、生

源地、所在地疫情情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无统计学

意义。为进一步分析和验证心理健康状况的危险

性因素，选择影响心理健康的重点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心理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分别赋值为：0=
心理健康状况好、1=心理健康状况差，纳入单因素

分析中P值较小（P<0.2）的变量（专业、年级、是否为独

生女子、家庭经济情况）作为自变量，对医学生心理健

康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 回归分析。霍斯默－莱梅

肖检验结果为：P=0.868>0.05，二元Logistic模型与观

测值拟合良好。如表2所示，护理学专业、大四年级、

家庭经济水平差的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差的可能性更

高，是影响医学生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P<0.05）。

类别
专业

年级

是否为独生子女

家庭经济水平

临床医学类
护理学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其他医学类
医学相关专业（非医学类）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其他

是
否

好
中
差

β值

-0.628
-0.851
-0.192
-0.119

-0.233
-0.264
-1.286
-0.614
-1.293

-0.090

-0.640
-0.887

标准差

0.310
0.472
0.252
0.331

0.298
0.260
0.381
0.638
0.696

0.201

0.369
0.443

P值

0.043
0.072
0.447
0.719

0.434
0.310
0.001
0.336
0.063

0.653

0.082
0.045

OR值

1.000
1.874
0.427
1.211
1.126

1.000
1.263
1.302
3.618
1.848
3.645

1.000
1.095

1.000
1.897
2.429

95%CI

1.020~3.443
0.169~1.078
0.740~1.984
0.588~2.157

0.704~2.265
0.782~2.167
1.716~7.630
0.529~6.457
0.932~14.254

0.738~1.624

0.921~3.907
1.020~5.785

表2 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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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单因素分析可知，性别、年龄、年级、家庭经

济水平都对医学生社会支持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专

业、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所在地疫情情况对社会

支持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3）。值得注意的

是，性别、年龄、年级三个因素对社会支持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客观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

持总分，对“主观社会支持”均无显著影响。

类别

性别

年龄（岁）

专业

年级

生源地

是否为独生子女

家庭经济水平

所在市疫情情况

男
女

17~＜20
20~＜23
≥23
临床医学
护理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其他医学
医学相关专业（非医学）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其他

城镇
农村

是
否

好
中
差

有确诊患者
无确诊患者

人
数

095
368
109
326
028
153
070
034
147
059
125
096
176
044
012
010
276
187
242
221
049
352
062
322
141

社会支持总分
（分，x ± s）

33.49±8.774
35.52±6.975
37.24±7.689
34.34±7.110
35.61±8.364
35.45±6.944
35.19±7.843
33.53±6.383
35.54±8.080
33.92±6.864
37.26±7.850
35.07±7.311
33.94±6.519
33.89±7.570
36.25±9.983
32.80±9.004
35.34±7.703
34.74±6.972
35.07±7.675
35.14±7.136
39.73±8.779
34.76±6.900
33.39±7.799
34.83±7.328
35.72±7.598

t值
-2.082

6.444

0.974

3.552

0.855

-0.095

12.161

-1.181

P值

0.039

0.002

0.422

0.004

0.393

0.924

<0.001

0.238

表3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社会支持总分的单因素分析

另外，医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是家

人、朋友、同学，其次为亲戚、配偶或恋人、学校，来

源于官方和非官方组织的社会支持较少。其中从

家人处获得的物质和情感支持都较多，从配偶或恋

人、朋友、亲戚、同学处获得的情感支持多于物质支

持，而从学校处获得的物质支持多于情感支持。

（四）相关性分析

1. 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4，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水平呈正

相关，心理健康总分及两个子维度“焦虑”和“抑郁”

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三个子维度“主观社会支

持”“客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之间

均呈现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各维度分数越高，心

理健康各维度分数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抑

郁”维度与社会支持总分及三个子维度相关系数最

高；心理健康症状与“主观社会支持”维度相关程度

最低，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的客观支持和

社会支持利用度对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比主

观支持更高。

2. 不同心理健康状态组的社会支持水平比较

根据表 5，“心理健康状况好”组的医学生各维

度社会支持水平均显著高于“心理健康状况差”组，

进一步证明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水平呈显著

正相关。

3.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

析

为深入探索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对两

者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

构建两个模型进行分层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护理专业、大四和家庭经济水平差是心理

健康状况的独立影响因素，因此模型一纳入专业、

年级和家庭经济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二纳入社

会支持总分作为自变量。如表 6显示，两个模型都

通过了F检验（P<0.05），模型二的R2差值具有统计

学意义，在回归中纳入社会支持总分作为自变量后

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增加了4.5%，模型二能够解释

总变异的7.9%，表明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

线性相关。

维度

焦虑

抑郁

心理健康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

焦虑

1
-0.842**

-0.940**

-0.115**

-0.177**

-0.138**

-0.181**

抑郁

1
-0.976**

-0.172**

-0.201**

-0.227**

-0.250**

心理健康

1
-0.156**

-0.199**

-0.199**

-0.232**

主观支持

1
0.376**

0.307**

0.856**

客观支持

1
0.368**

0.747**

支持利用度

1
0.606**

社会支持

1

表4 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P<0.05，**P<0.01。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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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控制变量
专业

年级
家庭经济水平

自变量
社会支持总分

R2

R2差值
F值

临床医学类（参照组）
护理学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其他医学类
医学相关专业（非医学类）

模型一
β1

0
2.539

-1.707
0.704
1.718
0.507
1.064

0.034*

2.660*

SE

1.030*

1.330*

0.814*

1.075*

0.287*

0.674*

P值

0.014
0.200
0.387
0.111
0.078
0.115

模型二
β2

0
2.383

-2.063
0.719
1.369
0.338
0.456

-0.210
0.079***

0.045***

5.569***

SE

1.008***

1.303***

0.795***

1.053***

0.282***

0.671***

0.044***

P值

0.018
0.114
0.367
0.194
0.232
0.498

<0.001

表6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分层回归分析

*P＜0.05，**P＜0.01，***P＜0.001。

四、讨 论

（一）组织开展全面的心理健康排查及重点人

群心理健康干预

研究结果表明，疫情下医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总

分均值较高，接近一般和较差水平的临界值，与

相关研究一致［9-10］。因此，医学院校应高度重视医

学生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水平，改变疫情下医学

生缺乏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不理想的状况，科学干

预以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全校范围心理测试普查

调研，掌握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初步确定需

重点关注的学生名单，并做好隐私保护工作。另

外，研究结果表明，专业为护理学类、年级为大四、

家庭经济水平差对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

响，与常模研究的结果一致［11］，对这些心理问题凸

显的重点医学生群体应给予更多关注。在全校层

面开展面向全体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

通过科学的方式保持良好的心态，舒缓疫情给学

习、生活、就业造成的压力。在个体层面，组织专业

且经验丰富的教师成立疫情相关心理问题咨询中

心，针对重点人群给予必要的帮助，疏解疫情带来

的心理压力。对于疫情前已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

应持续关注，尤其是家中因疫情出现变故的学生，

应及时向学院报告，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前提下给予

必要的关心和慰问。

（二）构建以学校、家庭为核心的医学生社会支

持工作网

社会支持对个人心理健康起到了积极的调节

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心理健康，反之则会

损害心理健康［12］。本研究发现，疫情下医学生社会

支持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心理健康总分

及两个子维度“焦虑”和“抑郁”得分，与社会支持总

分及三个子维度“主观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

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之间均呈现显著负相

关。且分层回归中，纳入社会支持总分作为自变

量后，模型对心理健康的解释能力增加，表明良好的

社会支持能够提升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另外，心理

健康水平与“客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相

关性较强，与部分常态下研究结果存在差异［13］。可能

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封校管理、物流受

限等原因影响物资的获取，校内社会支持资源有

限，客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的作用愈发凸显。

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基

础上［14］，因此在关注个体情感体验的同时，更要明

确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

对抵御疫情冲击的重要意义。来源分析显示，家长

和学校是医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学校和

家长应形成合力，共同努力构建以学校和家庭为核

心的医学生社会支持工作网，在心理健康教育层面

做到信息共享与交流。学生家长应与辅导员保持

组别

心理健康状况好

心理健康状况差

t值
P值

人数

288
175

主观支持

20.15±4.565
18.67±4.469

3.390
＜0.01

客观支持

8.52±3.255
7.47±2.708

3.739
＜0.01

支持利用度

7.63±2.058
7.01±1.693

3.512
＜0.01

总分

36.29±7.583
33.15±6.706

4.509
＜0.01

表5 不同心理健康状况组的社会支持水平比较 （分，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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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沟通交流学生的家庭情况和身心健康状况，

帮助辅导员建立一生一档；同时，辅导员也要及时

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期间的心理健康动态和学习

生活状态。对于过往有较为严重心理疾患的学生，

积极引导学生及家长与专业机构联络，实现预防为

主，治疗为辅，进一步建立学校、家庭和专业机构协

同的社会支持工作网络［15］。

（三）依托新型社会支持系统提升医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医学

生的“主观社会支持”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网络

社交是当下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新模式，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有重要影响［16］，尤其是网上情感交流满足了

大学生大部分的主观社会支持需要，而互联网社交

工具的使用具有低门槛、个体差异小的特征，因而

个体变量对主观社会支持影响较小。这一结果体

现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型社会支持系统在医学

生心理健康中的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阶段，不能

举行大规模的聚集性文化活动，但网络平台作为交

流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不仅是大学生获得信

息的工具，还是其获取情感支持和归属感的重要空

间。需要重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作

用，有效利用新型社会支持渠道，使其成为大学生

现实社会支持的有效补充，切实提升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可以立足于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需求，兼

顾合理使用网络的时间和方法，利用网络新媒体拓

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渠道，开拓线上校园文化网络

阵地。例如，开展线上健身打卡活动，提升学生身

体素质的同时也充实生活，摆脱消极情绪；开展校

园摄影或征文大赛，征集学生拍摄美景或描写生活

的图文资料，寻求生活情致并缓解心理压力；借助

网络课程平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开设心理健

康专栏，积极引导学生以正确的心态应对突发事

件。诸如此类的校园文化网络活动，能够帮助学生

在轻松愉悦的文化活动中，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提

升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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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relation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and social support of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YANG Fan，WANG Siyi

School of Health Policy，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The pandemic of COVID ⁃ 19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di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support of medical students. However，the mechanism of medical students’mental health affected by social support
during the pandemic is still unclear. In the present study，Kessler10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were employed
to conduct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support of medical students from 3 medical school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from nursing discipline，senior year and low⁃income families were found to have
higher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ing a mental problem. Medical students’mental healt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under the pandemic. Therefore，a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program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nd a mental health network are recommended to build to find out population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and
imply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risk level. New social support systems should be explored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medical students.

Key words：medical students；mental health；social support；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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