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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调查及对调查评分的分析
刘艳波

邯郸市峰峰矿区卫生监督所 河北 邯郸 056200

【摘要】目的 : 探析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调查及对调查评分的分析。方法 :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于我市 2018 年 10 月随机选取 4个
县 11 所中小学生作为调研对象（其中小学生 1100 名，中学生 2221 名）使用心理健康评定量表和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对所有入
选中小学生进行调研。结果 :相较于小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1.23%；中学生轻度及中度以上心理卫生问题占比分别为32.64%、4.75%；
相较于小学女生，小学男生在学习、社会适应、品德、行为、特种障碍等 6个维度得分明显更高 (P<0.05)；相较于中学男生，中学
女生在强迫症状、敌对、人际关系、抑郁、焦虑等维度得分明显更高 (P<0.05)；相较于非留守中小学生，留守中小学生各个维度得
分均明显更高 (P<0.05)；相较于城市中小学生，农村中小学生各个维度得分均明显更高 (P<0.05)。结论 : 我市各个学校应重点关注
留守及农村中小学生的心理卫生健康问题，同时结合中小学生各个阶段发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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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进步与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受到
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中小学生的观念已发生转变，加之学习、生
活带来的压力及社会适应能力均受到困难与挫折，加剧其心理压
力。与此同时，中小学生身心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学生心理
尚未完全成熟、生活经验较低，极易受到消极因素影响，出现各种
心理卫生问题 [1-3]。心理卫生健康问题是展现个体发展的重要方
面，该状态主要展现在学校教育背景下，心理卫生健康教育是立足
在心理学与教育学之上相容的一种产物 [4]，其中的本质在于促进
各阶段中小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对此，本研究将对我市各所中小
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评估，为我市中小学校心理卫生健康教育
提供可靠依据。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于我市 2018 年 10 月随机选取 4 个

区县 11 所中小学生作为本次调研对象，小学选择 4~6 年级的学
生，中学选择初一、初三、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共发放调查问
卷 3400 份，有效问卷 332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7.68%。其中男生
1653 名，女生 1668 名；小学生 1124 名，初中生 1284 名，高中生
913 名；城市学生 2021 名，农村学生 1300 名。
1.2 方法
1.2.1 采用心理健康评定量表对中小学生进行评定，其中包

括适应、学习、性格缺陷、情绪、品德、行为等多种障碍。量表采用
3级评分法，1代表健康，2代表一般，3代表不健康；当 1个分量
表分数≥ 10 分，则代表中小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1.2.2 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该量表其中包括人际关系

敏感、强迫症状、敌对、偏执、抑郁、适应不良、焦虑、学习压力感、心
理不平衡等组成。量表的分半信度 0.87，内容效度 0.76~0.87，使
用 5级评分法进行评分，1代表良好，5代表存在严重问题。得分
越高代表心理问题越严重。
1.2.3 调查方法 以一个班级为一个单位，本次调研需由培训

过的班主任或心理教师发放调查问卷，学生应单独作答，现场回收
问卷。
1.3 观察指标
使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录入，本次研究数据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 cc ±s)表示，以t 检验 , 计数资料
使用%表示，当研究数据 P<0.05 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个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评分比较 相较于小学生心

理问题检出率 1.23%; 中学生轻度及中度以上心理卫生问题占比
分别为 32.64%、4.75%；相较于小学女生，小学男生在学习、社会
适应、品德、行为、特种障碍等 6个维度得分明显更高 (P<0.05) ；
相较于中学男生，中学女生在强迫症状、敌对、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等维度得分明显更高 (P<0.05) ；相较于非留守中小学生，留守
中小学生的各个维度得分均明显更高 (P<0.05) ；相较于城市中小
学生，农村中小学生的各个维度得分均明显更高 (P<0.05)，详见
表 1、表 2。

表 1 各个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评分比较 ( cc ±s)

区域 学生数 学习障碍 社会适应 品德障碍 行为障碍 特种障碍
性别 男 4.25±3.27 3.21±2.73 2.16±2.15 5.02±2.85 2.15±2.41

女 3.01±2.77 2.48±2.58 1.30±1.86 4.61±2.58 1.85±2.13
 t 7.241 4.822 7.013 2.262 2.1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是否
留守 男 4.68±3.40 3.41±3.04 2.15±2.28 5.32±2.76 2.34±2.61

女 3.51±3.01 2.76±2.64 1.68±2.02 4.75±2.72 1.96±2.23
 t 4.014 2.371 2.952 2.243 1.842
 P <0.05 <0.05 <0.05 <0.05 <0.05
 城乡 男 3.33±2.98 2.75±2.69 1.61±2.05 4.67±2.73 1.81±2.19

女 4.06±3.16 2.96±2.68 1.93±2.03 5.01±2.71 2.29±2.33
 t 4.125 1.268 2.677 2.348 4.863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各个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评分比较 ( cc ±s)

区域 学生数 强迫症状 敌对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性别 男 2.02±0.64 1.67±0.72 1.87±0.73 1.78±0.72 1.95±0.83

女 2.12±0.65 1.69±0.78 1.94±0.76 1.93±0.79 2.13±0.87
 t 3.421 2.863 2.224 5.212 5.731
 P <0.05 <0.05 <0.05 <0.05 <0.05
是否
留守 男 2.14±0.67 1.78±0.82 2.05±0.77 2.01±0.78 2.12±0.88

女 2.06±0.62 1.65±0.73 1.87±20.72 1.83±0.74 2.03±0.84
 t 2.139 2.064 4.358 3.227 2.054
 P <0.05 <0.05 <0.05 <0.05 <0.05
 城乡 男 2.01±0.65 1.64±0.67 1.81±0.67 1.75±0.72 1.97±0.86

女 2.16±0.64 1.82±0.75 2.05±0.76 2.02±0.76 2.14±0.82
 t 5.284 7.138 8.405 7.774 4.056
 P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本次研究调查发现，我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好，其中

主要心理卫生问题集中在强迫症状、学习压力、不良情绪等方面
[5]。由于中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迅速阶段，心理状况较不稳定，
若该阶段学生心理困扰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必然会对学生的学
习、生活带来影响。由于多数父母认为小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照顾
自己，但事实上该阶段小孩处于身心发展重要阶段，容易出现心
理卫生问题 [6-7]。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小学生心理问题检
出率 1.23%；中学生轻度及中度以上心理卫生问题占比分别为
32.64%、4.75%；相较于小学女生，小学男生在学习、社会适应、品
德、行为、特种障碍等 6个维度得分明显更高 (P<0.05) ；相较于中
学男生，中学女生在强迫症状、敌对、人际关系、抑郁、焦虑等维度
得分明显更高 (P<0.05) ；相较于非留守中小学生，留守中小学生
的各个维度得分均明显更高 (P<0.05) ；相较于城市中小学生，农
村中小学生的各个维度得分均明显更高 (P<0.05)，提示社会及相
关部门应注重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并予以帮助与理解。有研究结
果发现，城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农村中小学生。对此，国
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并优先于农村并实施，并且父母受教育程度也
会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 下转第 1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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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怎么会出现腹痛？
任益平

成都市温江区中医医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中图分类号】R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685(2021)27-0163-01

肺炎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疾病，主要是由于肺部组织出现炎
症，肺泡中被脓液或其他液体填充，导致肺脏中的氧气难以进入血
液，形成这种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肺炎链球菌感染。除此之
外支原体、衣原体、病毒等病原体进入肺部也有可能引发肺炎。很
多患者出现肺炎时症状常表现为持续性发烧、寒战、胸部疼痛、呼
吸困难、咳嗽、食欲不振等，但有时候肺炎也会引起腹部疼痛。
肺炎和腹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一些患者出现腹痛第一

时间想到的是胃肠道问题，这种想法很常见，因为人的身体肌肉、
骨骼等部位发生病变时，都会在病变处表现出疼痛，但是这种判断
方法不能完全应用于体内病变。人体脏器受到伤害或出现炎症时，
不仅会在病症原发部位被感知，也有可能在远离病变的部位被感
知，医学上被称为“牵涉痛”，像肾痛可能放射至腰部，心脏痛可能
放射到背部等 [1]。
我们的肺泡内并没有感觉神经，在病情初期时并不会感觉疼

痛，直到疾病不断发展蔓延，才会牵扯到其他部位出现疼痛，当患
者肺炎出现疼痛时，很有可能是肺炎引发了其他并发症，这种并发
症发作可导致腹部疼痛。
除了并发症的原因之外，还可能是药物的原因。患者在治疗

期间会涉及众多药物，如果是细菌性肺炎则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
如果患者有咳痰、呼吸困难等症状，则可能需要使用祛痰药治疗；
患者在发烧时需要使用退烧药等。治疗的药物有可能对患者的胃
肠道造成刺激，引发恶心、腹痛、食欲不振等症状，如果患者本身胃
肠道比较脆弱，功能较差，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将会更加明显，腹痛
的程度也会更加剧烈 [2]。
肺炎早期，体内的炎症和细菌能通过神经刺激引发患者出现

胃肠痉挛，其中下叶肺炎出现该情况的概率更大，此时需要患者及
时前往医院接受相应的检查。无论是否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都要进行检查，判断其是肺炎还是单纯的腹痛，以便于后续进行对
症治疗
以上就是肺炎引起腹痛的原因，关于应该如何治疗肺炎引起

的腹痛，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对于肺炎引起的腹痛，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及时到医院接受

医学检查。通过胸部 CT等检查判断引起腹痛的原因，根据病症
原因进行对症治疗，按照医生的处方进行按时按量服药，配合医生
的治疗，患者不应私增减加药物剂量；在治疗期间可能会使用一
些非甾体止痛药，过量服用该类药物会导致胃肠道受刺激，可能会
加剧患者的不适，因此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正确用药，尽快缓解
腹痛症状，并积极治疗肺炎症状，避免病情持续发展引起其他疾
病。部分患者对腹痛的误区较大，认为忍一忍就可挺过去了，但这
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长期任腹部疼痛，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

疾病，对于任何部位的疼痛都不应该掉以轻心，如果自行服药治疗
后仍未好转，需要及时到医院接受治疗。

除了到医院检查外，还需要患者正确服药。部分患者认为自
行购买止痛药就可以了，这种行为也是不正确的。不同种类的疼
痛需要使用不同的止痛药，如果是因为胃肠痉挛等症状引起的腹
痛，主要是因为内脏平滑肌痉挛引起的，可以使用阿托品等解痉药
物，帮助平缓平滑肌痉挛，其他止痛药很难达到理想的止痛效果；
如果是因为肺炎引起的腹痛，服用止痛药只能暂时压制痛感，药效
过去后依然会出现腹痛，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应该对症下药。
长期滥用药物有可能造成急性胃黏膜炎，对患者的身体安全造成
不良影响 [3]。

即使正确服用止痛药，也只能帮助腹痛患者暂时缓解疼痛，而
引起患者疼痛的病因还是没有解决，长此以往会加重患者的痛感，
药物控制效果逐渐减弱，体内的病变不断发展，可导致严重的后
果。因此，建议患者及时到医院接受检查，正确治疗肺炎，合理搭
配止痛药，才能够彻底解决病痛，恢复正常生活。

除了强调正确用药外，也可以通过饮食护理帮助患者缓解疼
痛。肺炎引起的腹痛有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胃肠功能出现问题，此
时调整好饮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食物对胃肠道的刺激，帮助
患者舒缓疼痛，尽快恢复健康。该时期的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为
主，饮食中尽量保证维生素、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均衡与充足，满
足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使身体尽快恢复；尽量避免进食辛辣、刺
激、坚硬、生冷的食物，避免食物刺激胃肠内的炎症，加重腹痛情
况。同时，患者应多补充水分，保持体液充足，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加快体内对炎症的吸收，加快缓解肺炎和腹痛症状，但应注意以白
开水或牛奶为主，应该尽量避免咖啡、碳酸饮料、浓茶、酒精等饮
料，以免加重胃肠道不适。

患者此时还需要进行充足的休息。患者此时身体比较虚弱，
出行有可能将疾病传染给他人，或造成交叉感染，在病情好转前尽
量不要出门上学或工作，保持身心愉悦，避免负面情绪或过度劳累
加重病症程度。此时患者肺部功能比较薄弱，应自觉戒烟，并且远
离吸烟场所，避免烟雾刺激肺部造成刺激性咳嗽，在咳嗽的过程中
腹腔压力增大，容易加重腹痛病情，加剧身体不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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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我市在以上研究结

果基础上，对城乡中小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并为其
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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