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堡煎堡痘堂苤查!!!!芏i旦箜!!鲞箜!塑堡!!望』垦Qii!翌i!!!丛望!!!!!∑!!：!!!堕!：!

中国13所大学本科生心理压力现状的

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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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当前中国大学生群体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及其流行病学特征。方法采用

整群随机抽样选取13所高校2007名大学本科生作为研究样本，应用“大学生心理压力调查问卷”进

行现场问卷调查。结果 大学生心理压力源排前五位的依次为学习任务、学校环境、职业选择、人际

交往和情绪失调。其中，心理压力程度中等的占49．3％，程度较重的临界人群占8．4％，压力程度很重

的占0．3％。具体而言，二、三年级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程度普遍高于一、四年级大学生，在择业和学业

压力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在家庭、恋爱、健康、适应和挫折压力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乡村来源

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明显高于城市来源大学生，普通学校大学生心理压力显著高于重点学校大学生，西

部地区大学生心理压力高于沿海开放地区的大学生。结论心理压力已成为影响当前大学生群体心

理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其中某些特殊群体的心理压力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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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in S0urceS causing streSS among chinese∞1lege students

and its distribution． Methods A cluster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perfoml the

questionnaire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mong 2007 students selected from 13 universities．Results The main

source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college students regarding leaming task，coUege enVironment，job—seek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emotional disorderS．49．3％ of the population experienced mild level of

psycholqgical stress，8．4％belonged to critical groups who experienced higher levels of stress，while O．3％

experienced severe level of stress．sophomores and juniors were under more stressful situation than freshmen

and senior students，while female students felt more stressful on learning and job—seeking than males．IⅥale

students felt more streSSful caused by their families，health status，love affairs，social adaptation and

frustration than females．Students from countryside were under more stress than those coming from urbans．

Students from ordinarv universities felt nlore stressed than those fn姗f裔mous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fn姗
westem areas were under more stress than those from the coastal areas． Conclusion Stress had become a

severe problem influencing th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among∞1lege students．The problem needs to be

addressed according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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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SSUre

心理压力(psych。logical stress)也称为“心理应

激”，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刺激事件和不利因素使

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困惑或威胁，表现为心身的紧张

和不适‘1|。心理压力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过

程中的必然产物。如果紧张反应过于强烈、持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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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机体自身的调节和控制能力，就会产生心理、生

理功能的紊乱而导致身心疾病幢-。近年来我国在校

大学生中出现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

势∞J。由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尚处于未完全成熟

期，自我调控能力相对较弱，在面对复杂的自身和社

会问题时容易出现强烈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压力，从

而引发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本研究旨在了解当前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流行病学特征

和人群分布规律，为心理卫生相关部门制定心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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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根据重点与非重点大学、沿海与西

部的地域分布¨1，选取全国13所高校(包括北京大

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海南大学、广州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甘肃工业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石河

子大学、烟台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军

需大学)作为抽样调查学校。以全日制在校大学本

科生为调查对象，每个学校按年级随机抽取大学生

200人。实际发放问卷226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

2007份，问卷回收率为88．81％。调查对象的平均

年龄为20．3岁±2．0岁，其中一年级占29．6％、二年

级27．1％、三年级22．6％、四年级20．7％；男生

51．7％、女生48．3％；城镇来源学生50．3％、乡村来

源学生49．7％；独生子女31．6％、非独生子女

68．4％；汉族学生85．8％、少数民族学生14．2％，专

业涵盖文科(38．2％)、理科(17．3％)、工科

(13．8％)、医科(6．8％)、农牧(3．7％)、军事

(7．5％)、师范(10．4％)等7个学科。

2．调查工具：采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

家重点课题组编制的“大学生心理压力调查问卷”作

为调查工具¨1。问卷包括两个分量表：①个人自身

压力分量表，有家庭压力、适应压力、健康压力、恋爱

压力、自卑压力和挫折压力6个方面，主要考察来自

大学生个体自身原因引起的心理压力，有家庭经济

条件方面、自身适应能力方面、身体健康水平方面和

处理恋爱关系方面、自我认识方面以及遭遇挫折失

败而产生的心理压力；②社会环境压力分量表，有人

际关系压力、职业选择压力、情绪失调压力、学校环

境压力和学业任务压力5个方面，主要考察大学生

来自社会环境方面的心理压力，有来自人际关系方

面、求职择业方面、情绪波动方面和学校环境的条件

及学业成败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问卷采用利克特5

点式计分方式，即“没有”记1分，“很轻”记2分，“中

度”记3分，“较重”记4分，“很重”记5分，得分越高

心理压力越大。

3．调查程序与统计学方法：调查过程遵循流行

病学要求进行，采用统一指导语和答卷纸。以班级

为单位团体施测，测试时间为2002年3—6月。调

查数据采用V Foxpro 6．0软件录入管理，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完成。

结 果

1．大学生心理压力状况的总体特征分析：大学

生心理压力的来源及心理压力得分均值与标准差

(岳±5)依次为：学业(2．59±0．68)、学校(2．58±

0．97)、情绪(2．55±0．81)、择业(2．52±0．98)、人际

(2．43±0．75)、恋爱(2．05±0．96)、挫折(1．92±

0．78)、适应(1．92±0．75)、自卑(1．88±0．76)、健康

(1．79±0．78)、家庭(1．69±0．73)。目前，我国大学

生心理压力来源排在前五位的是学习任务、学校环

境、情绪失调、职业选择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根

据心理压力得分标准，总均分低于2分视作轻度压

力人群，总均分2～3分之间为中度压力人群，总均

分在3～4分之间为压力临界人群，总均分高于4分

为重度压力人群。从大学生的总体情况看，心理压

力程度较轻的人占41．9％，心理压力程度中等的人

占49．3％，心理压力程度较重的临界人群占8．4％，

而心理压力很重的人群占0．3％。具体而言，平均

分>3作为划界标准，家庭压力较重的人占5．6％，人

际压力较重的人占19．6％，择业压力较重的人占

27．0％，恋爱压力较重的人占15．9％，健康压力较重

的人占6．6％，学校压力较重的人占28．6％，情绪压

力较重的人占24．6％，适应压力较重的人占7．2％，

自卑压力较重的人占7．2％，学业压力较重的人占

23．9％，挫折压力较重的人占8．4％。

2．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人群分布规律：

(1)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比较：应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ANoVA)对各年级心理压力总分的比

较发现，各年级在心理压力总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F=2．93，P<O．05)。事后多重比较(LsD)表

明：二、三年级大学生心理压力高于一、四年级学生

的水平(表1)。个人自身压力和社会环境压力各年

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1，P<0．05；F=

3．06，P<0．05)。事后多重比较表明：在个人自身

压力方面二、三年级大学生显著高于一、四年级；在

社会环境压力方面，三年级大学生显著高于一年级

大学生，其他年级没有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大学生

在择业、恋爱、健康方面的压力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在家庭、学校和学业方面的压力年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事后多重比较表

明：在家庭压力方面三年级学生显著高于一年级；在

择业压力方面四年级和一年级显著低于二、三年级；

在恋爱和学业压力方面，一年级显著低于其他年级；

 



生堡煎堡疸堂苤查；!!!至i旦箜!!鲞箜!塑 堡垒也』垦Pi!!坐受!!型型!!!!!Y!!：!!!塑!：!

表1 13所大学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差异比较(j±s)

在健康压力和学校压力上，一、四年级显著低于二、

三年级。

(2)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比较：对不同性

别组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

压力的总分上男生(24．09±6．66)和女生(23．56±

5．86)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具体来看，在个人自身

压力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5．22，P<0．01)；

在社会环境方面，女生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男生

(￡=2．31，P<0．05)。其中，女生在求职择业压力

和学业压力方面显著高于男生，而在家庭、恋爱、身

体健康、适应和挫折压力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3)不同来源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比较：对不同来

源的学生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心理

压力的总分上乡村来源大学生(24．13±6．35)高于

城市来源大学生(23．38±6．18)(￡=2．46，P<

0．05)。具体来看，在个人自身压力和社会环境压力

方面，乡村来源大学生普遍显著高于城市来源大学

生(￡=1．99，P<0．05；￡=2．54，P<0．05)。其中，

乡村来源的大学生在家庭压力、求职择业压力和学

校方面的心理压力都明显高于城市来源的大学生。

(4)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比较：

对独生与非独生大学生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表

明，在心理压力的总分上，非独生大学生(24．04±

6．24)显著高于独生大学生(23．25±6．30)(f=

2．55，P<0．05)。具体而言，在社会环境压力上非

独生女大学生显著高于独生大学生(￡=3．83，P<

0．01)；在个人自身压力方面二者没有明显差异。其

中，在家庭压力、择业压力、学校压力和学业压力方

面非独生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5)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比较：对

不同民族学生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在

心理压力总分上汉族大学生(23．75±6．28)和少数

民族大学生(24．34±6．21)没有明显差异。具体而

言，在社会环境压力上少数民族大学生显著高于汉

族大学生(￡=1．98，P<0．05)，在个人自身压力方

面二者没有明显差异。其中，在择业压力方面少数

民族大学生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而在挫折压力上，

汉族大学生显著高于少数民族大学生。

(6)不同学科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比较：对不同学

科大学生进行方差分析(ANOvA)表明：在心理压

力的总分上有显著的学科间差异(F=2．54，P<

0．05)。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文科(23．90±

6．04)、理科(22．97±6．68)、工科(23．87±6．54)、医

科(24．11±5．35)、农牧(23．69±6．09)、军事

(21．92±6．84)、师范(25．08±6．44)，师范类和医科

类专业大学生心理压力比较高，文科类、工科类和农

牧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其次，理科类和军事类专业

大学生心理压力再次。

(7)不同类型学校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比较：对不

同类型学校大学生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表

明：在心理压力总分上一般大学学生(24．16±6．25)

显著高于重点大学学生(17．14±3．93)(￡=14．29，

P<0．01)。在西部边远地区高校大学生(20．82±

4．44)显著高于沿海开放地区高校大学生(18．59±

4．51)(￡=7．08，P<0．01)。具体而言，在心理压力

的各个维度上一般大学的学生都显著高于重点大学

的学生，西部边远地区高校的大学生心理压力普遍

高于沿海开放地区高校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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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心理发展最关键的时

期，同时也是心理矛盾和心理压力的多发期。当前

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来源于竞

争激烈的社会环境，如上大学经济费用的攀升、学业

竞争压力的沉重、就业前景的艰难；另一方面与这个

年龄段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有关，他们大都生活

经历单纯、缺乏挫折承受能力、依赖性强、意志力较

差。在他们进入大学后，面对环境和角色的突然变

化，缺乏良好的自我调节和应对能力，很容易使一部

分人产生焦虑、抑郁、烦躁和失眠等身心症状。

西方研究资料显示：大学生心理压力主要来自

于学习、社会和情绪方面，或来自环境和个人两个方

面№‘81。其中，主要的学习压力源有：考试、竞争、时

间、教师、课堂环境和就业等；主要的个人压力源有：

亲密关系、父母关系、经济问题、人际关系、居住条

件、外表等。本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压力源排序的结

果发现，学业压力对大学生产生的心理影响排在首

位，其次是学校环境、情绪失调、职业选择和人际交

往。这与国内其他研究者的调查结果相似，如徐长

江，钟晨音∽1对浙江省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指出，

心理压力来源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我发展与择业压

力、学习压力、社交压力和生活压力；李虹、梅锦

荣n刮对大学生校园压力类型的研究发现，学习压力

的程度相对个人烦扰和消极生活事件两类压力更为

严重。由此，作为一个大学生学业成败所带来的心

理压力是最强的，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包

括来自同学和老师的称赞、奖学金、毕业证，甚至决

定将来的个人前途和命运。学校环境和职业选择的

压力也是大学生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都

与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命运息息相关；而人际关系和

情绪失调的压力也为大学生所看重，这和他们的心

理发展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从心理压力程度的总体情况来看，本文结果与

樊富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在这一时期的

大学生心理承受力还比较差，面对的社会变化和外

界刺激又比较多，大学生的情绪非常容易波动，再加

上对于他人的评价和人际关系问题又非常敏感。所

以，如果对于这些问题处理不当，给大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将是十分严重的。

对于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年级特点，本研究的结

果显示，二、三年级大学生所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最

大。这可能因为二、三年级大学生在自身生活方式

上逐渐过渡到了较为“成人化”、“城市化”的生活方

式，具体表现为开始普遍注重衣着打扮，日常的花销

增大，经济压力较为突出；从环境适应上来看，此时

的大学生对周围的环境已比较了解，新鲜感、谨慎感

逐渐消失，对自我的要求与目标逐渐明晰，因而学业

竞争、求职择业成为心理压力的来源。在恋爱和学

业压力方面，一年级的大学生还涉及的比较少，所以

这方面的心理压力相对其他年级的学生来说要低。

二、三年级的大学生在学校环境压力方面低于一、四

年级，这说明二、三年级的大学生对学校环境已经基

本适应，学习环境的变化对他们产生的心理影响逐

渐减小，而一、四年级大学生则普遍关注学校的名声

和相关的社会威望。在身体健康方面的心理压力则

主要体现了二、三年级大学生对自身的体魄和容貌

的重视程度更大。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心理压力的表现不同，其中

男大学生在个人自身方面的心理压力较大，具体包

括家庭、恋爱、身体健康、适应和挫折方面的压力；而

女大学生在求职择业和学业方面的心理压力高于男

大学生。这种情况与男女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有

关，社会更多地赋予男性要承担“主外”的重任，所以

男生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适应和成就竞争任务更

重，自然心理压力就更大。而女生则由于当前社会

择业形势中男女差别明显，使她们更多地感受到在

学业和择业方面的心理压力。

乡村来源的大学生在家庭、求职择业和学校环

境方面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城市来源的大学生，这

与乡村来源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有

关。在进入大学后，面对城市来源大学生时他们的

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对求职择业缺乏信心，对大学校

园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适应性差，因而乡村来源

的大学生心理压力普遍较强烈。

独生子女大学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群体，

他们在社会环境方面(包括家庭压力、择业压力、学

校环境压力和学业压力)都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这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中从小就不像独生

子女那样具备独一无二的家庭地位，较早地就意识

到与兄弟姐妹融洽相处的重要性，所以对自己的要

求和期望值比独生子女更高，从而感受到的心理压

力也就更大。具体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的考察

和深入的分析。

在社会环境的压力方面，本研究还发现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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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尤其在

择业压力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显著高于汉族学生，

这体现了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范围狭窄，回到

原来地区没有合适的专业，到汉民族的聚集区又担

心生活的适应问题。

在不同类型和不同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方

面，本研究发现师范和医科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比较高，文科类、工科类和农牧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其次，而理科类和军事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再

次。这可能与当前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喜爱程度和

毕业就业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在普通学校的大学生

心理压力显著高于重点大学的大学生，西部边远地

区的大学生心理压力普遍高于沿海开放地区的大学

生。这进一步说明社会环境和就业形势对当前大学

生的心理影响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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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社会福利院一起痢疾暴发的调查

蔡秀英 聂秀敏杨守丽 张波

2005年3月8日，哈尔滨市太平区卫生防疫站在网上接

到哈尔滨市社会福利院暴发痢疾的报告，经现场调查核实A

栋楼无腹泻病例，B栋楼110人中共39例在3月2一11日出

现腹痛、腹泻等相似症状，年龄20～72岁，其中男性36例，女

性3例，罹患率35．5％，3月9日采集腹泻患者39份肛拭标

本进行细菌学检验。志贺菌属诊断血清为卫生部生物制品

研究所产品；生化系列和试纸由法国生物梅里埃中国有限公

司提供；药物敏感试验采用wH0(1979)推荐的Kirby．Baller

法，药敏纸片购于北京天坛药物技术开发公司，批号200409。

细菌的分离和鉴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传染病诊断

标准及处理原则”进行检验。1 o，并参考“卫生防疫细菌检验”

方法。将39份标本接种于沙门志贺菌属琼脂(SS)、麦康凯

琼脂(Mac)培养基，于37℃培养24 h；将39份棉拭直接放

GN增菌液中，于37℃18—24 h培养后分离于Ss、Mac上。

结果与分析：在39份腹泻患者肛拭标本中，检出福氏志

贺菌8株，检出率20．51％；8株菌生化反应鉴定，其结果一

作者单位：150056哈尔滨市道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控制·

致，且均符合福氏志贺菌的生化特征；8株菌血清学鉴定均为

福氏志贺菌5b血清型。药敏试验：检出的8株福氏志贺菌

对头孢派酮、头孢曲松、氨曲南、头孢噻肟高度敏感；对呋喃

妥因、妥布霉素、头孢噻酚、氧氟沙星、阿米卡星、环丙沙星、

头孢呋新、庆大霉素、头孢唑啉、头孢拉定片、哌拉西林敏感。

对复方新诺明、苯唑西林、红霉素、万古霉素、氨苄西林、奥格

门丁、四环素、氯霉素、青霉素耐药。经流行病学调查和病例

的临床症状及细菌学鉴定结果证实，这起腹泻是由肠道致病

菌所致，病原菌为福氏志贺菌，血清型为5b。此次暴发与福

利院卫生条件差、人员生活接触密切有直接因果关系。患者

治疗2—7天均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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