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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是我国医学生毕业后继

续教育的重点!在培训过程中!主要以临床实践在岗培训为主!

注重医德培养!强调三基训练!先.宽/后.专/!循序渐进!加强

临床实践!真正实现培养.知识宽#基础厚/的临床医师*

<

+

"

NEET

年起!四川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实施规培制度!越来越多的

医学毕业生需要在培训基地接受
Q

年的规培"虽然严格的培

训能够使医学生的临床知识#技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为成为

一名合格的临床医师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规培制度也加大了

学员考核的难度"现今规培学员的心理状况能否适应目前的

培训状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某国家基地

的规培学员进行调查!旨在了解其培训现状与心理健康状况的

关系!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培养出身心健康的合格

临床医师"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四川省某规培国家基地的全部培训学员

为研究对象!共计发放问卷
Q<E

份!收回有效问卷
NOO

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
OR+;LK

"

!+"

!

方法
!

通过查阅文献!自行设计,规培学员心理状况调查

表-!调查内容包括学员的一般情况#培训期间状况及心理健康

情况"心理健康情况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2"CMOE

%进行测评"

该量表包含
OE

个自我评定项目!分别反映心理健康的
O

个症

状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

怖#偏执及精神病性和
<

个其他因子"量表采用
L

级评分制

$

<

)

L

分%!得分越高表示精神症状越多#心理健康水平越差"

各因子得分大于或等于
N

分者!可考虑筛选阳性!需要进一步

检查"同时!将本次调查规培学员的各项因子得分与全国成人

常模比较*

NMQ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22<T+E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用
Ne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N 检验(不同培训状况对规培学员心理健康

的影响采用多因素
C5

.

-)*-8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dE+EL

!以

"

$

E+E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
!

调查学员中!男
<;;

人!女
<LL

人!平均年龄

$

NL+Te<+ON

%岁"其中!

NE<Q

级
R<

人$

NE+;K

%(

NE<;

级
<<E

人$

QR+TK

%(

NE<L

级
O<

人$

QE+;K

%(其他年级尚未结业学员

QP

人$

<N+;K

%"学员中已婚
R<

人$

NE+;K

%(未婚
NQT

人

$

PO+RK

%"学员的文化程度'本科为主占
PL+RK

!其次为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

NE+PK

%!专科仅占
Q+PK

"学员的培训身份主

要是行业人$

R;+LK

%!本院硕士占
NE+;K

!外院委培仅占

<L+<K

"

"+"

!

2"CMOE

因子阳性检出情况
!

被调查学员
NOO

人中!心理

健康问题总体检出率为
N;+PK

"

2"CMOE

各因子阳性症状检

出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强迫症
<EN

人$

Q;+<K

%!人际关系敏

感
RL

人 $

N<+PK

%!抑 郁 症
RL

人 $

N<+PK

%!敌 对
RL

人

$

N<+PK

%!焦虑
LQ

人$

<P+PK

%!偏执
L<

人$

<P+<K

%!躯体化
;R

人$

<L+;K

%!精神病性
;E

人$

<Q+;K

%!恐怖
QL

人$

<<+PK

%"

"+$

!

规培学员各
2"CMOE

因子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

规培学

员的躯体化#强迫症#抑郁#焦虑#恐怖及精神病性的因子得分

均高于国内成人正常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EL

%"其余
Q

个因子得分与全国常模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E+EL

%!见表
<

"

表
<

!!

规培学员与国内常模
2"CMOE

因子得分

!!!

比较!

NeA

(分"

因子
规培学员

$

!dNOO

%

全国成人常模

$

!d<QTT

%

< "

躯体化
<+;ReE+LT <+QPeE+;T N+LEL

$

E+EL

强迫症
<+PPeE+PE <+RNeE+LT Q+;LT

$

E+EL

人际关系敏感
<+RReE+RN <+RLeE+L< E+NR<

&

E+EL

抑郁
<+R<eE+RT <+LEeE+LO N+LOL

$

E+EL

焦虑
<+L<eE+RQ <+QOeE+;Q Q+<;E

$

E+EL

敌对
<+LLeE+RO <+;TeE+LR <+R;N

&

E+EL

恐怖
<+Q;eE+LO <+NQeE+;< Q+ERT

$

E+EL

偏执
<+;;eE+R; <+;QeE+LP E+NLE

&

E+EL

精神病性
<+;<eE+RE <+NOeE+;N Q+NTO

$

E+EL

"+#

!

不同培训状况的规培学员
2"CMOE

因子得分比较
!

结果

显示!培训期间工作时间长短及工作中有无成就感在各因子分

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EL

%"无执业医师证的规培

学员在人际关系敏感#恐怖和精神病性的因子分高于有执业医

师证的学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EL

%"对培训期间

收入不满意的学员在强迫症#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

的因子得分高于满意的学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EL

%"培训期间人际关系不好的学员在抑郁和精神病性的因

子分高于人际关系好的学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EL

%!见表
N

"

"+%

!

不同培训状况对规培学员心理健康的影响
!

以规培学员

培训期间有无执业医师证#培训工作时间#收入#有无成就感以

及人际关系为自变量!规培学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应变量进行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培训工作时间#收入及培训期间有无

成就感对学员的心理健康有影响!见表
Q

"

REEN

重庆医学
NE<P

年
L

月第
;R

卷第
<;

期



表
N

!!

不同培训状况的规培学员
2"CMOE

各因子得分比较!

NeA

(分"

培训状况 躯体化 强迫症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有无执业医师证

!

有
<+;;eE+LN <+PEeE+R; <+;LeE+L< <+L;eE+R< <+;LeE+LR <+;PeE+LR <+NReE+;T <+QReE+LP <+Q<eE+;O

!

无
<+;PeE+R< <+TNeE+P; <+RNeE+RO <+RPeE+PQ <+LReE+RT <+R<eE+PR <+;EeE+RR <+;OeE+RT <+;OeE+RT

!

< SE+QT; S<+;TT SN+NNT S<+RET S<+;LR S<+TLO SN+EPO S<+P;O SN+LOQ

!

" E+PE< E+<QT E+ENP E+<EO E+<;R E+ER; E+EQO E+ET< E+E<E

培训工作时间

!

过长
<+LQeE+RN <+TReE+P; <+R<eE+RT <+P<eE+P; <+LOeE+RT <+RReE+PP <+;EeE+RP <+L<eE+RO <+;TeE+RP

!

适中
<+QNeE+;R <+R<eE+LO <+;NeE+;P <+;<eE+L< <+QLeE+;P <+Q;eE+;L <+N<eE+QL <+NTeE+;P <+NPeE+;<

!

< Q+Q;R Q+<<; N+PRE Q+OR; Q+;RR ;+;ET Q+<RT Q+;<E Q+QR<

!

" E+EE< E+EEN E+EER E+EEE E+EE< E+EEE E+EEN E+EE< E+EE<

培训期间收入

!

满意
<+Q;eE+;O <+L;eE+;O <+QNeE+QL <+QQeE+LE <+NOeE+;E <+NReE+Q; <+<ReE+NR <+NLeE+QT <+NQeE+;R

!

一般
<+;QeE+LL <+PLeE+RP <+L;eE+RE <+LTeE+RL <+;OeE+RQ <+L;eE+PE <+QLeE+R< <+;QeE+R< <+;<eE+RQ

!

不满意
<+LReE+R; <+TOeE+PO <+R;eE+PN <+PLeE+PR <+RNeE+RT <+ROeE+PL <+QTeE+R; <+LQeE+PQ <+;ReE+R<

!

K N+LL; Q+PPQ Q+PRT L+PNR Q+PQQ L+RNT N+ENP N+ROT N+ETL

!

" E+ETE E+EN; E+EN; E+EE; E+ENL E+EE; E+<Q; E+ERO E+<NR

有无成就感

!

有
<+QReE+;T <+RLeE+LO <+;LeE+L< <+;ReE+LL <+QOeE+L< <+;<eE+LL <+NReE+;O <+QNeE+;O <+QNeE+;T

!

无
<+R<eE+RT <+OReE+T< <+ROeE+PL <+TQeE+TE <+RTeE+P; <+PReE+TQ <+;;eE+PE <+R<eE+PT <+L;eE+P;

!

< SQ+;T; SQ+R<N SQ+EEP S;+;<T SQ+R;T S;+EER SN+;N< SQ+RPO SN+OEO

!

" E+EE< E+EEE E+EEQ E+EEE E+EEE E+EEE E+E<R E+EEE E+EE;

人际关系

!

好
<+;PeE+RE <+PQeE+PE <+;OeE+RQ <+L;eE+RR <+;OeE+RQ <+L;eE+PQ <+QLeE+RQ <+;QeE+R; <+QTeE+R<

!

一般
<+;;eE+L; <+T;eE+RO <+RQeE+RE <+P<eE+PE <+LLeE+R; <+LPeE+R; <+Q<eE+LQ <+;ReE+R; <+;QeE+LP

!

不好
<+;ReE+LQ N+RLeE+R; N+<<eE+;P N+PPeE+<< <+PLeE+N< <+LOeE+<N <+N<eE+QE <+LEeE+;P N+REeE+P<

!

K E+EPR N+;PO N+L<O L+NQQ E+;OE E+EL; E+NNP E+<<R ;+N<R

!

" E+ONP E+ETR E+ETN E+EER E+R<Q E+O;T E+POP E+TO< E+E<R

表
Q

!!

培训状况对规培学员的心理健康影响的

!!!

C5

.

-)*-8

回归分析

培训状况变量
? OP " OLK2Q

有无执业医师证
E+N<N <+NQR E+;RN E+PEQ

)

N+<P;

培训工作时间
SE+TRN E+;NN E+E<Q E+N<;

)

E+TQQ

培训期间收入
E+;OO <+R;P E+EQL <+EQR

)

N+R<O

有无成就感
E+RNQ <+TRL E+E<< <+<LN

)

Q+E<O

人际关系
E+N<N <+NQR E+;;Q E+P<O

)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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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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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培是医学生毕业后转变为一名住院医师所必须经历的!

以临床实践培训为主要内容的阶段!因此规培学员具有医学生

和住院医师的双重身份和特征*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规培学员

的心理健康问题总体检出率为
N;+PK

!明显高于此前陈晓燕

等*

L

+关于规培医师的研究!也高于国外某些低年资住院医师心

理问题的检出率*

RMP

+

!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其中躯体化#强

迫症状#抑郁#焦虑#恐怖及精神病性的因子得分均高于国内成

人正常水平!与孟维静等*

T

+报道的医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基本一

致"结合此次研究中规培学员各因子阳性症状检出率情况!强

迫症和抑郁是规培学员心理健康问题中最为突出的症状!与徐

丽华等*

O

+之前研究的在校医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致"

培训工作时间及培训过程中是否有成就感在各因子得分

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是规培学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与

国内外一些研究的结论一致*

<EM<<

+

"培训期间工作时间过长!

培训过程中没有成就感的学员更容易发生心理问题"这提示

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要求的培训细则制订

学员的培训计划!保证学员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完成学习内容!

切不可随意更换学员的轮转科室!延迟学员的轮转时间"同

时!带教老师应加强对学员的临床技能指导!而不是把学员当

做劳动力!一味地带着学员收患者#写病历!应树立切实提高学

员的临床水平的目标进行带教*

<N

+

!让他们从培训过程中收获

进步!增强自信心!获取成就感"

培训期间的收入对学员的心理健康也会产生影响!对收入

不满意的学员更容易发生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

对等症状"自
NE<;

年
T

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了

,规培管理办法$试行%-后!规培工作正式上升至国家层面!成

为一种制度!学员的各方面待遇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尽管如

此!培训中的学员与其他住院医师相比仍然是属于收入较低的

人群!然而他们大部分都处于
NQ

)

NT

岁的年龄段!面临结婚#

生子#买房等经济问题!压力较大"因此!培训机构应积极采取

各项措施确保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待遇落实到$下转第
NE<R

页%

PEEN

重庆医学
NE<P

年
L

月第
;R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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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58̂MI(Z))-

.

!即锁骨下动脉
M

肺动脉吻合术!是临床上

最常用的体肺分流手术之一!对复杂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但

肺动脉发育不良的患者!无法直接行根治手术!因而采取此种

姑息性手术治疗方式*

<

+

"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患者肺循环!改

善缺氧症状!并促进肺血管发育!为进一步行根治手术创造条

件"相较于其他体肺分流术!如升主动脉
M

右肺动脉吻合术*

N

+

#

降主动脉
M

左肺动脉吻合术*

Q

+

"

%'('58̂MI(Z))-

.

手术中的锁骨

下动脉与两侧肺动脉管径一致!其吻合口大小适度!在保证氧

合的同时肺循环血量不致过多!不易在短时间内造成肺高压#

充血性心力衰竭!因解剖结构特点!其吻合口对合更为良好!减

少了血管扭曲所致血流不畅!阻塞不通情况!且二期手术时拆

除容易*

;

+

"

从本文
N

个病例来看!均已行
%'('58̂MI(Z))-

.

分流术多

年!患者
<

分流血管通畅!患者
N

分流血管已部分堵塞!但两者

肺循环血量充足!未吸氧情况
2!@

N

可达
TEK

以上!已基本能

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但两者肺动脉管径细小或缺如!

=8?55:

指数均小于
<+N

!已丧失根治性矫治可能"

综上所述!

%'('58̂MI(Z))-

.

手术在复杂先心病的外科矫治

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对于无法根治或根治手术风险

过大而无法耐受的患者!此姑息性方式可作为终末治疗

手段*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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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关管理部门应及时了解学员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鼓励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这些压

力!采取适当的方式舒缓这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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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规培学员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强迫症和抑郁

是最为突出的症状!心理问题不容忽视"关注规培学员的心理

健康!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增强他们对自我心理#行为的调

节能力!引导他们建立阳光积极的态度看待与处理问题!保证

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并以良好的状态走

向正式的临床工作岗位!是每一个培训基地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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