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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基层精神卫生防治人员心理健康素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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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层精神卫生防治（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针对性

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新疆辖区内全部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在岗的专（兼）

职精防人员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人口学信息；采用《国民心理健康素养问卷》调查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采用多

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 3 382人，其中男性 771人，占 22.80%；女性

2 611人，占77.20%。年龄为（35.59±9.21）岁。心理健康素养达标491人，达标率为14.52%。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汉族（OR=2.735，95%CI：2.166～3.454）、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大专，OR=1.722，95%CI：1.299～2.283；
本科及以上，OR=2.681，95%CI：1.966～3.656）、工作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OR=1.435，95%CI：1.142～1.803）、医师

（OR=1.877，95%CI：1.239～2.843）和精防工作年限为2～＜5年（OR=1.388，95%CI：1.059～1.818）的基层精防人员

心理健康素养达标可能性较高。结论 新疆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与民族、文化程度、机构类别、职

业和精防工作年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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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mental heath litera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grassroots mental
heath worker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relevant intervention measure⁃
ments. Methods Full-time (part-time) grassroots mental heath workers were sampled from grassroots healthcare institu⁃
tio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and township health institute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artici⁃
pants' demographic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target for mental heath literacy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elf-designed ques⁃
tionnaires and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arget for men⁃
tal heath literacy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3 382 respon⁃
dents were recovered, including 771 males (22.80%) and 2 611 females (77.20%), and had a mean age of (35.59±
9.21) years. There were 491 respondents that met the target of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14.52%). Multivariable logis⁃
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rassroots mental heath workers who were Han Ethnicity (OR=2.735, 95%CI: 2.166-
3.454), had high levels of education (college, OR=1.722, 95%CI: 1.299-2.283; bachelor degree and above, OR=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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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 1.966-3.656), worked at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s (OR=1.435, 95%CI: 1.142-1.803), physician (OR=
1.877, 95%CI: 1.239-2.843) and engaged in mental health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2 to <5 years (OR=1.388,
95%CI: 1.059-1.818) were more likely to meet the target of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
of achieving the target fo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s low among grassroots mental health care worker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ethnicity, educational level, organization category, occupation and service length of men⁃
tal health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Keywords: grassroots mental health worker; mental heath literacy; influencing factor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出要提

高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1］，但研究发现，我国

居民心理健康问题呈现患病率较高、就诊率较低的

现状［2-3］，无法得到有效预防和干预。基层医疗机

构精神卫生防治（精防）人员是基层精神卫生服务

提供者、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播者，是提升居民心理

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调查显示

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存在心

理健康知识掌握较好，技能欠缺等问题［4］。提高

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不仅有助于提高

精神卫生服务的业务能力，可促进居民心理健康素

养［5］。本研究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层精防人

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为开展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提高新疆基层精防人员精神卫生防治能

力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4 个地（州、市）全部

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在

岗的专（兼）职精防人员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自制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收集基层精防人员性

别、民族、户籍、文化程度、机构类型、职业、职

称、工龄、精防工作年限和参加心理健康知识培训情

况等人口学信息。调查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采用《国民

心理健康素养问卷》［6］。该问卷包括 3 个部分：（1）
知识判断题，考察心理健康知识水平，有 20 道题，

每题 5 分，回答正确计 5 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计

0 分，总分范围 0~100 分，合计得分≥80 分为合格；

（2）自我评估题，考察心理健康技能和心理健康意识

水平，有 8 道题，每题 1~4 分，总分范围 8~32 分，

合计得分≥24 分为合格；（3）案例题，考察心理疾

病的识别、病耻感和应对态度，有 8 道题，总分范

围 0~40 分，合计得分≥28 分为合格。3 个部分同时

合格判定为心理健康素养达标。

1.3 质量控制

调查过程中，基层精防人员以不记名方式填写问

卷，问卷所有题目为必答题，有漏项、空项无法提

交，每人只可答一次。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核对后

台数据，对存在明显逻辑错误、重复作答数据进行排

除，确保调查资料可靠性。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3.0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的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定性资料

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

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层精防人员人口学特征

调查 3 382 人，其中男性 771 人，占 22.80%；女

性 2 611 人，占 77.20%。年龄为（35.59±9.21）岁。少

数民族 2 748 人，占 81.25%。城镇 1 790 人，占

52.93%。大专学历为主，1 620 人占 47.90%。工作于

乡镇卫生院 2 410 人，占 71.26%。医师和护士各 1 258
和 1 055 人，分别占 37.20% 和 31.19%。初级职称为

主，1 692 人占 50.03%。工龄 5~<15 年为主，1 548
人占 45.77%。精防工作年限<2 年为主，2 134 人占

63.08%。参加过心理健康培训 2 682 人，占 79.30%。

2.2 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分析

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知识判断题得分为

（63.12±15.07）分，626 人合格，合格率为 18.51%；

自我评估题得分为（28.55±3.35）分，3 144 人合格，

合格率为 92.96%；案例题得分为（27.63±6.65）分，

1 645 人合格，合格率为 48.64%。

心理健康素养达标 491 人，达标率为 14.52%。

男性、汉族、户籍为城镇、工作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参加心理健康培训的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达

标率较高；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工龄和精防工作

年限不同的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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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心理健康素养达标情况为因变量（0=否，1=
是），以表 1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

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工作

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专及以上学历、职业为医师

和精防工作年限为 2～＜5 年的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

康素养达标可能性较高。见表 2。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25
25~
35~
≥45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户籍

城镇

农村

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机构类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771
2 611

371
1 383

964
665

634
2 748

1 790
1 592

1 033
1 620

729

972
2 410

90
401

47
211
140
93

196
295

312
179

80
222
189

188
303

11.67
15.36

12.67
15.25
14.52
13.98

30.91
10.74

17.43
11.24

7.74
13.70
25.93

19.34
12.57

6.494

1.783

169.155

25.916

115.549

25.621

0.010

0.619

<0.001

<0.001

<0.001

<0.001

项目
调查

人数

达标

人数
达标率/% χ2值 P值

职业

医师

护士

医技人员

其他人员

职称

未评定

初级

中级

高级

工龄/年
<5
5~
≥15

精防工作年限/年
<2
2~
≥5

参加心理健康培训

是

否

1 258
1 055

681
388

1 030
1 692

502
158

960
1 548

874

2 134
543
706

2 682
700

212
158
86
35

132
221
100
38

98
250
143

298
101
92

407
84

16.85
14.98
12.63
9.02

12.82
13.06
19.92
24.05

10.21
16.15
16.36

13.96
18.60
13.03

15.18
12.00

17.102

28.712

20.047

9.079

4.495

0.001

<0.001

<0.001

0.011

0.034

项目
调查

人数

达标

人数
达标率/% χ2值 P值

表 1 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达标情况

Table 1 Achievements of the target for mental heath literacy among grassroots mental heath workers

表 2 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mental health literary among grassroots mental health workers
变量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机构类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职业

医师

护士

医技人员

精防工作年限/年
2~
≥5

常量

参照组

少数民族

高中/中专及以下

乡镇卫生院

其他人员

<2

β

1.006

0.544
0.986

0.361

0.630
0.407
0.259

0.328
-0.120
-3.146

xs

0.119

0.144
0.158

0.117

0.212
0.225
0.226

0.138
0.142
0.232

Wald χ2值

71.421

14.297
38.855

9.577

8.838
3.261
1.308

5.674
0.722

183.487

P值

<0.001

<0.001
<0.001

0.002

0.003
0.071
0.253

0.017
0.396

<0.001

OR值

2.735

1.722
2.681

1.435

1.877
1.503
1.296

1.388
0.886
0.043

95%CI

2.166～3.454

1.299～2.283
1.966～3.656

1.142～1.803

1.239～2.843
0.966～2.337
0.831～2.018

1.059～1.818
0.67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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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新疆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

素养达标率为 14.52%，低于 2020 年武汉市社区精神

卫生医务工作者心理健康素养达标率（54.29%）［7］，

提示新疆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基层

精防人员是向居民传播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知识的主

要成员，提高其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十分重要。

调查结果显示，心理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中的判断

题、自我评估题和案例题合格率分别 18.51%、

92.96% 和 48.64%，提示新疆基层精防人员具有较高

的心理健康意识，但需提高客观知识的掌握度，以及

疾病的识别和应对能力。既往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知

识判断、疾病识别和态度是影响精防人员服务能力的

关键［8-10］，需着重提高基层精防人员的精神疾病预

防、诊断、治疗和护理知识水平。

民族、文化程度、工作机构类型和职业是新疆基

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汉族基层

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可能与部

分少数民族基层精防人员因语言问题对问卷的理解存

在偏差有关，建议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心理健康

教育内容，便于对少数民族人群进行宣传教育。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高于乡镇

卫生院，可能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有医疗资源优

势，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高；而乡镇卫生院精防人员

服务对象以农村患者为主，存在工作量大、流动性大

等问题，在学习知识方面欠缺［5］。医师心理健康素

养水平高于非医学背景工作人员，可能与医师接受过

系统的医学教育，知识储备量较大，同时在工作中能

够积极主动获取和接受新的健康知识等有关［11］。

培训与健康教育是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常用且有效

的方法［12］。CORRIGAN［13］提出心理健康素养中的教

育修复概念，认为过多的教育与培训可能会造成信息

超载，恶化结果。精防工作年限 2～<5 年者心理健

康素养水平高于≥5 年者，可能是因为工作年限长，

接受的培训过多，反而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借鉴国

内外干预模式方面的经验，不仅考虑系统性的整体计

划，也需适当根据教育对象特征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

措施，避免教育修复［14-16］。

综上所述，新疆基层精防人员心理健康素养达标

率为 14.52%，仍需进一步提高，重点针对少数民

族、文化程度较低、乡镇卫生院、非医学背景和精

防工作年限＜2 年的精防人员加强心理健康素养的

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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