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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索医学类考研人群神经衰弱患病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对影响因素

作
!

# 检验和
YA

4

C@9C3

回归分析&结果
!

根据纳入%排除指标!筛查阳性共
7+

例!占调查人数的
6"6%'

!高于一般人群的值#考研

信心%压力%调节能力%人际状况%看书的持续时间%睡眠情况%营养膳食等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考研此类高

强度的脑力活动可能是造成考研人群神经衰弱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压力大小及面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和调节方面&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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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是神经症中很常见的一种症状!以精神易兴奋又

易疲劳为特征!并伴有情绪)肌肉)睡眠等方面的异常表现%

!

&

$

现在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但国内及东方医学仍较重视!考

研作为应激性生活事件!给学生造成压力是不可避免的*适度

的心理压力会引起大脑皮层适度唤醒)学习效率提高*而过度

的心理压力会导致大脑皮层过度唤醒)学习效率下降!严重的

可导致心理损害或疾病发生%

#,7

&

$了解在考研这个高危人群中

神经衰弱的患病情况及探索其危险因素!对以后有针对性地开

展健康教育)精神卫生方面的预防及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并且对其他行业高强度用脑人群的预防和治疗也可以起到参

考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取随机整群的方法!从川渝地区
*

所医学

院校中抽取
!

所!将该院校考完研不久的学生共
*(6

名作为调

查对象$

""#

!

方法
!

按戴士敏的方法!根据神经衰弱的临床诊断标准!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

&

*查阅国内外书籍)文

献!自行设计问卷!设计时考虑了适合性)有效性)可行性三原

则*避免了专业化提问及直接提问敏感性问题!也注意了问题

选项间的连续性*明确了排除标准"将
\IE

4

自评焦虑量表

(

?Q?

#)

\IE

4

自评抑郁量表(

?/?

#作为排除易与神经衰弱相混

淆的焦虑和抑郁的量表!并设有选项将因其他重大疾病而导致

的神经衰弱和考研前就曾患有神经衰弱的学生排除在外!量表

不能准确排除的学生由临床医师进行鉴别诊断*问卷设计好

后!进行了预调查!预调查神经衰弱阳性率为
+"*'

!根据总体

率估计样本含量公式为%

+

&

"

R

.

#

"

'

#

#

(

!b

#

#

$

#

!

R

为估算样本!

"

为

检验水准!

#

为总体率!

$

为容许误差*当
"

为
("(&

!

#

为
("(+*

!

$

为
("(#

*则
.

("(&

'

#

)!"%+

!求出
()7%%"7

!取
*((

$问卷考评"

(

!

#信度$

%

重测信度 (间隔
*

周#

;)("%*%

(

#

%

("(&

#*

&

>JAED:3H_@QB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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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b!

!b

(

J

#

+

J

( #

#

!

R

为调查项目数!

J

#

C

为第
C

个调查项目得分的方差!

J

# 为总得分的方差*求得
"

)

("+(7

$(

#

#效度$

%

内容效度!经过专家评价!认为符合调查

的目的和要求*

&

结构效度"因子分析
W-X)("+7(

!

S:JBB899

的球形度检验
#

%

("((!

!因子分析有
7

个成分特征值大于
!

!

累积概率为
+#'

!其结果与最初的构思相符!符合设计的要

求$(

7

#可接受性评价"问卷简洁易填!内容为被测者所熟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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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填写说明及专业词汇的解释!问卷回收率
!(('

!有效回

收率
!(('

!平均填卷时间
!(2CE

$根据预调查的情况!修正

问卷$正式调查中的质量控制"(

!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

#

#在填卷前!统一对问卷进行了讲解$总发放问卷
*!(

份!回

收
*(6

份!有效回收问卷
*(&

份$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C/:9:7"#

创建数据库!双录入数

据$采用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方法有简单描述

性的分析)单因素的
#

# 检验)多因素的二分类
YA

4

C@9C3

回归分

析!检验水准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基本资料统计描述
!

本次调查显示考研人群的本科成绩

都比较好!平均分
$(

分以上的占
%&"('

*而备考时间方面!有

的比较仓促!备考不足
7

个月的考生有
!$"&'

*该人群中感觉

压力较大的占
**"('

*考生连续)不间断看书的时间较长!有

$7"+'

的人会一直看书
7H

以上!中间很少让大脑休息$本次

调查的考生
%%"&'

未曾患过严重的躯体疾病*但在体育锻炼

这方面!有接近
%("('

的人很少锻炼$

#"#

!

单因素分析
!

在
*(&

名被调查者中筛查出
7+

名阳性患

者!占
6"6%'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考研的压力)自我的调

节能力)周围人际状况)学习时间的增加量)每天坐着看书持续

时间)睡眠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而性别)

性格)基础成绩)家庭结构)生活费用)考研信心)营养膳食及体

育锻炼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神经衰弱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因素 未患病 患病
!

#

#

考研压力
#*"$66

%

("((!

!

很大
!& +

!

较大
!(# ##

!

适中
!&6 +

!

没压力
&7 #

调节能力
#*"&$!

%

("((!

续表
!

!!

神经衰弱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因素 未患病 患病
!

#

#

!

不需要调节!自身状态好
!(% &

!

调节效果不错
!66 !+

!

调节效果一般
#& !#

!

回避压力
+ 7

人际状况
*+"*#7

%

("((!

!

更注重人际和谐
&( 7

!

跟人相处和平常一样
#+& #!

!

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7 !#

看书时间增加量
%"(#& ("((%

!

增加很多
!%* #6

!

有一定的增加
!!% 6

!

与平常差不多
!& (

每天连续看书最长时间
6"7$* ("(77

!&

*H !&# #+

!

7

!%

*H $% +

!

#

!%

7H $# 7

!%

#H #& !

睡眠情况
!("*(7 ("((&

!

良好
!%( !!

!

一般
!#% #7

!

差
% #

#"!

!

多因素
YA

4

C@9C3

回归分析
!

将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
YA,

4

C@9C3

回归分析!并对多分类资料进行哑变量赋值!得出回避考

研压力)人际关系紧张)持续看书时间过长是引起神经衰弱症

状的危险因素$见表
#

$

表
#

!!

神经衰弱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YA

4

C@9C3

回归分析

因素 项目
M ]:B5

!

#

#

值
$% %&'!"

考研压力
!!"%&6 ("((6

调节能力 不需要调节!自身状态不错
!*"$!! ("((#

回避压力!得过且过
#"&$% +"$!! ("(!( !7"!6$ !"6$*

!

%#"6($

人际关系 人际和谐
!6"6%# ("(((

人际紧张
#"+*( *"($6 ("(*7 !*"(!7 7"((6

!

+&"#6+

持续看书时间
&

*H #"*6$ *"76# ("(7+ !#"(#$ !"($+

!

!7*"**#

常量
b&"+(6 !#"$*# ("((( ("((*

!

!

讨
!!

论

根据以往的文献报道!神经衰弱人群大多数病例发病于

!+

!

*(

岁!从事脑力劳动者占多数!患病率为
&"*'

%

$

&

$本次

调查的考研人群正是上述人群中的一个高危人群!考研人群的

患病率为
6"6%'

!高于一般人群的患病率$这一方面说明考

研高强度用脑活动可能是神经衰弱的重要危险因素!另一方面

提示该群体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减少疾患的发生$

此次调查的考研人群主要是医学类学生!因为相比而言医

学类学生考研负担较重!考试科目多)内容广!且需要短时间强

记的知识点也多$因此这次调查的人群对医学人群具有代表

性!对考研人群有典型意义$但在性别方面!女生要偏多一些!

因为此次调查仅涉及医学类院校!此类院校本身女生偏多!而

理工科院校则不同!这是本次调查不足的地方!准备在后续研

究中补上$此次调查中女生与男生相比!在考研信心和体育锻

炼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女生都不及男生!因

此在此方面的健康教育)心理辅导应该对女生要有针对性$

调查结果显示在考研压力)自我调节能力)人际关系状况)

持续看书时间)睡眠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涉及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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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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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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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压力情况和面对压力的调节两个方面*但关于平常认为很重

要的一项调节措施体育锻炼反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究其原因发现考研人群本身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很少!很

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接近
%('

!因此导致该项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关于学习环境方面也类似!由于大家选的学习环境都比

较安静!所以该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多因素
YA

4

C@9C3

回归分析发现!逃避压力)人际关系紧张)

持续看书时间过长是导致神经衰弱的危险因素*从中可以看

出!面临压力时是否能正确对待压力以及是否能有效调节是导

致患神经衰弱的重要影响因素$而
$%

的
%&'!"

较大!是由

于答案选择的波动性较大导致的$

建议"(

!

#学校加大关注考研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为其提供

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女生在考研信心方面较男生

显得不自信!应对其进行更多的激励性的心理辅导$考研学生

面对压力应认清压力!安排好考研过程中的时间!保持积极心

态以及选取适当的目标!量力而为$(

#

#考研学生在自我调节

方面!应寻找良好的学习环境!加强自我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不可学习到深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看书的持续

时间也不可太长!持续
#H

以内较好!即可保证学习的连续性!

又可以做到调节休息*注意营养膳食!加强体育锻炼!尤其是女

生更应加强体育锻炼!做到学习和身体健康的兼顾$科学地调

控情绪!从容不迫地处理在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

6

&

$同学间应增加交流沟通!互帮互助!尤其是考研同

伴间的相互帮助显得更加重要$最后应对患病进行积极治疗!

其中以心理疏导)药物)运动)针灸等综合治疗效果较好!国外

也有行水浴治疗效果良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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