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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实习医师心理健康与情绪智力的关系。 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情绪智力量表(EIS)对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实习医师进行调查。 结果:实习医师与国内正常成人常模在敌对、焦虑、精神病性、恐怖、偏执、强
迫症状、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化、抑郁评分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1)。 不同性别的实习医师 SCL-90 各因子

评分中,男性敌对、精神病性、偏执、躯体化评分均高于女性(P<0. 01),女性焦虑、恐怖、人际关系敏感化、抑郁评分均高于男性

(P<0. 01)。 不同性别的实习医师情绪智力各因子评分中,女性情绪知觉、自我情绪管理、情绪利用、他人情绪管理评分均高于

男性(P<0. 05)。 实习医师心理健康与情绪智力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他人情绪管理与敌对、偏执、抑郁因子均呈负

相关(P<0. 05)。 以 SCL-90 评分作为因变量,实习压力作为自变量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P<0. 01)。 结

论:实习医师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且存在性别差异,实习压力是影响实习医师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心理健康;情绪智力;症状自评量表;情绪智力量表

[中图分类号]R395. 6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808 / j. cnki. issn1003-7705. 2020. 10. 057

　 　 大学生的健康状况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其心理健

康受网络媒体、多元价值观[1] 、问题应付方式[2] 和家庭社会

环境[3] 等因素影响。 实习医师进入医院实习后,学习环境

和角色定位发生了改变,不仅需要在短时间内适应医院的

工作方式、生活习惯,更要将在学校学习的医学理论知识运

用到临床上去,建立临床思维,学会医患沟通。 同时,还将

面临考研、就业、情感等诸多困惑与压力,容易影响其心理

健康。 情绪智力是觉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并利用这

些信息指导个人思维和行动的一种能力,其对个人的成功

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4] 。 本文就实习医师的情绪智

力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旨在为医疗管理者

加强实习医师情绪智力培训和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8 月甘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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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师应重视上述影响因素,并积极加以预防及干预,密切

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才能改善或消除其抑郁症状,进而更

好地促进患者康复,使其早日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 　 林蓓蕾,张振香,陈颖,等 . 社区脑卒中患者抑郁、ADL 和生活

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J] .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3,16

(3):7-9.

[2] 　 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 . 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

要点[J]. 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

[3]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 .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

3)[M]. 3 版 .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87-89.

[4] 　 王海燕,李宝成,侯书敏 . 急性脑卒中后抑郁相关因素的调查

研究[J]. 河北医学,2010,16(3):345-346.

[5] 　 张庆臣,徐长忠,梅又雪,等 . 脑血管意外伴抑郁症状群的各

因素分析[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93,19(2):73.

[6] 　 肖韩艳,张本卓,袁春华 . 脑卒中后抑郁 854
 

例临床分析及其相关

因素的研究[J]. 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11,32(4):32-33.

[7] 　 王娟,李志伟,余雨 . 脑卒中后抑郁的相关因素研究[ J] . 重

庆医学,2014,43(24):3165-3167.

[8] 　 胡媚,李磊,李满连,等 . 脑卒中后抑郁的相关因素分析[ J],

中国医学创新,2013,10(32):145-146.

[9] 　 WHYTE
 

EM,MULSANT
 

BH. Post
 

stroke
 

depression:epidemiolo-

gy,pathophysiology, and
 

biological
 

treatment [ J] . Biological
 

psy-

chiatry,2002,52(3):253-264.

(收稿日期:2020-01-16)

·031·
第 36 卷第 10 期

2020 年 10 月 HUN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 36　 No. 10

Oct. 2020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实习医师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调查问

卷 290 份,回收调查问卷 250 份,问卷回收率为 86. 21%,剔
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214 份,有效率为 85. 60%。 其

中男性 50
 

例(23. 36%),女性 164
 

例(76. 64%)。
1. 2　 研究内容 　 本研究所采用的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包含了反映心理健康的 9 个因子,分别为:敌对、
焦虑、精神病性、恐怖、偏执、强迫症状、躯体化、人际关系敏

感化、抑郁。 该量表的每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制:无,计

1 分;很轻,计 2 分;中度,计 3 分;偏重,计 4 分;严重,计

5 分[5] 。 情绪智力量表( EIS)是由 Schutte 等开发的自陈式

量表,是情绪智力理论的代表量表之一[6-7] 。 中文版由华南

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王才康教授翻译。 内容包括情绪知觉、
自我情绪管理、情绪利用、他人情绪管理。 量表采取 Likert

 

5 级评分法,每个条目分别赋值 1~ 5 分。 很不符合,计 1 分;
较不符合,计 2 分;有时符合,有时又不符合,计 3 分;较符

合,计 4 分;很符合,计 5 分[8] 。
1. 3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由研究者统一发放,
使用统一指导语向实习医师解释研究目的、问卷填写注意

事项,并当场收回。
1. 4　 人员培训　 调查实施前对所有调查人员进行培训,要
求其能明确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掌握调查设计的原则、方法

和注意事项。 调查人员当场发放调查问卷,向实习医师说

明调查目的、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
1. 5　 质量控制　 对调查问卷设计、调查人员的培训、调查实

施、资料整理、数据输入等环节均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
1. 6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9. 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 t 检验。 相关

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以 P< 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SCL-90 各因子评分　 实习医师与国内正常成人常模

在敌对、焦虑、精神病性、恐怖、偏执、强迫症状、躯体化、人
际关系敏感化、抑郁各因子评分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 01)。 (见表 1)
表 1　 SCL-90 各因子评分(x±s,分)

因子
实习医师
(n= 214)

全国常模
(n= 1388) t 值 P 值

敌对 1. 54±0. 37 1. 48±0. 56 8. 254 0. 00
焦虑 1. 60±0. 29 1. 39±0. 43 1. 702 0. 00

精神病性 1. 43±0. 15 1. 29±0. 42 1. 533 0. 00
恐怖 1. 50±0. 18 1. 23±0. 41 3. 784 0. 00
偏执 1. 56±0. 16 1. 43±0. 57 3. 352 0. 00

强迫症状 1. 92±0. 21 1. 62±0. 58 1. 516 0. 00
躯体化 1. 53±0. 19 1. 37±0. 48 1. 076 0. 00

人际关系敏感化 1. 78±0. 19 1. 65±0. 51 1. 947 0. 00
抑郁 1. 69±0. 27 1. 50±0. 59 3. 615 0. 00

2. 2　 不同性别 SCL-90 各因子评分　 男性敌对、精神病性、

偏执、躯体化评分均高于女性(P<0. 01),女性焦虑、恐怖、人
际关系敏感化、抑郁评分均高于男性(P<0. 01)。 (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 SCL-90 各因子评分比较(x±s,分
 

)

因子 性别 评分 t 值 P 值

敌对 男 1. 63±0. 32 -2. 714 0. 00
女 1. 52±0. 38

焦虑 男 1. 53±0. 25 　 4. 130 0. 00
女 1. 62±0. 31

精神病性 男 1. 58±0. 16 -1. 981 0. 00
女 1. 42±0. 16

恐怖 男 1. 40±0. 11 　 4. 206 0. 00
女 1. 53±0. 23

偏执 男 1. 54±0. 20 -5. 314 0. 00
女 1. 43±0. 16

强迫症状 男 1. 92±0. 20 -1. 867 0. 97
女 1. 92±0. 22

躯体化 男 1. 67±0. 19 -1. 235 0. 00
女 1. 51±0. 20

人际关系敏感化 男 1. 64±0. 15 　 2. 591 0. 00
女 1. 75±0. 20

抑郁 男 1. 65±0. 27 1. 025 0. 00
女 1. 76±0. 28

2. 3　 不同性别 EIS 各因子评分　 女性情绪知觉、自我情绪

管理、情绪利用、他人情绪管理评分均高于男性(P<0. 01)。
(见表 3)

表 3　 不同性别 EIS 各因子评分比较(x±s,分
 

)

因子 性别 评分 t 值 P 值

情绪知觉 男 3. 17±0. 33 -1. 627 0. 00
女 3. 84±0. 40

自我情绪管理 男 3. 02±0. 31 -1. 344 0. 00
女 3. 62±0. 40

情绪利用 男 3. 24±0. 19 -1. 046 0. 00
女 3. 92±0. 32

他人情绪管理 男 3. 10±0. 15 -1. 236 0. 00
女 3. 97±0. 27

2. 4　 心理健康与情绪智力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他人情

绪管理与敌对、偏执、抑郁因子分均呈负相关(P< 0. 05)。
(见表 4)
2. 5　 心理健康与情绪智力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选取性别、
继续从事、恋爱状态、家庭所在地、对医学兴趣、实习态度、
实习压力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 SCL- 90 评分(总分≥160
分和总分<160 分)作为因变量,选取向前步进(似然比)为

回归方法,进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以
SCL-90 评分(Y = 1,总分≥160 分;Y = 0,总分<160 分)作为

因变量,实习压力作为自变量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有

统计学意义(P< 0. 05)。 其余变量均未进入最后的回归方

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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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心理健康与情绪智力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r)

因子 情绪知觉 自我情绪管理 情绪利用 他人情绪管理

敌对 -0. 069 -0. 084 -0. 114 -0. 136
焦虑 -0. 063 -0. 116 -0. 066 -0. 111

精神病性 -0. 073 -0. 079 -0. 095 -0. 097
恐怖 　 0. 025 -0. 018 　 0. 010 -0. 021
偏执 -0. 110 -0. 130 -0. 114 -0. 162

强迫症状 　 0. 020 -0. 028 　 0. 034 -0. 025
躯体化 -0. 051 -0. 125 -0. 055 -0. 072

人际关系敏感化 　 0. 004 　 0. 007 　 0. 009 -0. 010
抑郁 -0. 072 -0. 119 -0. 097 -0. 144

表 5　 心理健康与情绪智力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2 值
 

P 值 OR 值
 

95. 0%
 

CI
性别 -0. 058 0. 375 0. 024 0. 877 0. 943 0. 452~ 1. 968

继续从事 -0. 203 0. 423 0. 230 0. 632 0. 816 0. 356~ 1. 871
恋爱状态 -0. 253 0. 326 0. 602 0. 438 0. 776 0. 410~ 1. 472

家庭所在地 -0. 229 0. 234 0. 964 0. 326 0. 795 0. 503~ 1. 257
对医学兴趣 　 0. 162 0. 318 0. 261 0. 609 1. 176 0. 631~ 2. 193
实习态度 　 0. 280 0. 293 0. 918 0. 338 1. 323 0. 746~ 2. 348
实习压力 　 0. 511 0. 194 6. 925 0. 009∗ 1. 666 1. 139~ 2. 437

　 　 注:∗表示在 0. 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　 讨　 　 论

　 　 症状自评量表是评估不同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工

具,具有简便、灵活、计分简单、症状内容丰富等优点[9] ,是
目前我国应用最多的心理健康自评量表之一[10] 。 研究发现

高情绪智力者常有更高的压力反应,高情绪智力者存在更

高的心理适应问题和更高的沮丧水平[11] 。 本研究结果提

示,实习医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评分均较国内常模高,说明实

习医师面临众多的压力,心理健康状态不佳,且心理健康水

平存在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的实习医师各因子评分,男性

在敌对、精神病性、偏执、躯体化方面均高于女性。 这可能

与男性实习医师承担了更多繁重的工作任务有关。 身体和

心理的双重压力使得男性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

中,严重危害他们的心理健康。 女性实习医师在焦虑、恐
怖、人际关系敏感化、抑郁评分均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

的性格更加细腻,细心有关。 另外,本研究结果提示,不同

性别的实习医师情绪智力各因子评分女性在情绪知觉、自
我情绪管理、情绪利用、他人情绪管理方面均高于男性,这
可能与女性性格愿意与人交流,增加了与他人、社会接触的

机会,锻炼了人际交往技能,更能有效利用情绪解决问题,
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情绪智力是应对环境需求和压力的能力,情绪智力高

的个体更能成功地应对环境需求和压力[12] 。 在本研究中,
实习医师情绪智力量表各因子与 SCL - 90 量表各因子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他人情绪管理与 SCL- 90 中

敌对、偏执、抑郁因子均呈负相关,这与罗榛等[13] 研究一致。
本研究实习医师心理健康与情绪智力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提示,实习压力是心理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 因此,实习医

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实习计划,调适压力。 同

时,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不断提高自己的情绪智力和心理

健康水平。
良好的心理状态是高质量完成临床实习的必要条件,

为此,要确保实习医师能取得良好的实习效果,关注实习医

师心理健康,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努力提升实习医师的心

理健康水平就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作为医院教学管理者

应重视和加强实习医师对负性情绪的认识,正确指导实习

医师对负性情绪的调控,保持心理健康与情绪的稳定,把情

绪智力教育作为实习医师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根据实习医师情绪知觉、自我情绪管理、情绪利

用、他人情绪管理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其心理健康状

况。 本研究将继续对实习医师有关情绪智力如何影响心理

健康水平进一步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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