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响因素调查 ［Ｊ］ ． 中国妇幼保健， ２０１７， ３２ （２０）： ５１０９⁃５１１２．
［３］ 杨静， 黎海红， 黄翔， 等． 广西制糖行业女工月经情况及影响因素

［Ｊ］ ．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１９， ３５ （１８）： ２４６１⁃２４６４， ２４６８．
［４］ 凌颖蕾， 谢彧洋， 卢玲， 等． ２０１７ 年北京市丰台区环卫道路清扫

女工生殖健康状况调查 ［ Ｊ］ ．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１９， ３５ （３）： ４０８⁃
４１０， ４１３．

［５］ 张伟涛， 张建国， 孙利文， 等． ２０１７ 年北京市怀柔区环卫女工健

康状况调查 ［Ｊ］ ．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１８， ３４ （１３）： １７４０⁃１７４４．
［６］ 凌颖蕾， 梅良英， 卫婷婷， 等． 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女职工生殖健康

调查分析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１８， ３６ （ ４）：
２８８⁃２９１．

［７］ 王容侠， 俞文兰， 张昌军， 等． 十堰市服务行业女职工生殖健康状

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３２ （ ４）：
２６９⁃２７１．

［８］ 余朝霞， 袁丹， 周湘军， 等． 某汽车制造业女职工生殖健康现状及

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０２０， ４７ （６） ： ６７１⁃６７５．
［９］ 王凯莉， 张敏， 曾小虹， 等． 女性大学生痛经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

究进展 ［Ｊ］ ． 中国当代医药， ２０２０， ２７ （３１） ： ２６⁃２９．
［１０］ 邢再玲， 俞文兰， 徐茗， 等． 中国九个典型行业女职工月经异常

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３２ （４）：
２４５⁃２４８．

［１１］ 黄晓聪． 职业亚健康之下肢静脉曲张 ［ Ｊ］ ． 中南药学 （用药与

健康）， ２０１７， ３３ （１２）： ８６⁃８７．
［１２］ 李新凤， 刘霞， 宋芳， 等． 乌鲁木齐市石油化工行业女工月经异

常现 状 与 影 响 因 素 ［ Ｊ ］ ． 职 业 与 健 康， ２０１９， ３５ （ １２ ）：
１６１３⁃１６１６．

［１３］ 葛晓梅． 噪声对育龄期纺织女工月经及生殖结局的影响 ［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２９ （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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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名化疗药物调配人员心理弹性与焦虑现状及其相关分析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 １１７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赵许杰， 鲍慧玲， 宋春泉， 马学玉

（青岛市中心医院， 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４２）

　 　 摘要： 采用心理弹性量表 （ＣＤ⁃ＲＩＳＣ）、 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 对青岛市 ９ 家医疗机构 １１７ 名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ＰＩ⁃
ＶＡＳ）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进行心理弹性与焦虑现状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调查对象心理弹性得分 （６３ ５８１±１８ ３３５） 分， 其

中坚韧性、 自强性、 乐观性三个维度得分分别为 （３０ ７５２±
１０ ３６１）、 （２２ １１１±６ ２５６）、 （１０ ７１８±２ ７９１） 分； 心理弹性

得分在性别、 月收入满足家庭支出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文化程度在自强性维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化疗药物调

配人员 ＳＡＳ 得分 （４３ ８５７±１０ ６７９） 分， 未达到焦虑状态， 但

高于全国常模水平， 焦虑得分在月收入满足家庭支出、 家庭

健康压力来源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ｅａｒｓｏｎ 分析显示， 焦

虑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 心理弹性水平越高焦虑程度越低。
关键词：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 心理弹性； 焦虑

中图分类号： Ｒ３９５ ６　 　 文献标识码：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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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６３１ ／ ｊ ｃｎｋｉ 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２３ ０２ ０２１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ＰＩＶＡＳ） 是医疗机构为患者

提供静脉用药集中调配的专业技术服务部门， 是医院

化疗药物集中调配的场所［１］。 前期调查发现， ＰＩＶＡＳ

工作人员在正常职业防护条件调配化疗药物时存在焦

虑状态［２］。 心理弹性可以帮助个体改善、 缓冲压力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压力与焦虑症状的关系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 心理弹性是焦虑症状的保护性因素［３］。 本

研究旨在分析 ＰＩＶＡＳ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的心理弹性

与焦虑状况及其相关性， 为改善该职业群体执业环境

提供客观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选取青岛市 ４ 家三级

甲等医院、 ４ 家三级乙等医院、 １ 家二级甲等医院的

１１７ 名 ＰＩＶＡＳ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

标准： （１） 从事化疗药物集中调配工龄≥１ 年； （２）
身体健康， 未罹患重大疾病； （３） 经过专业的 ＰＩＶＡＳ
化疗药物调配培训。 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本研

究获得青岛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一般资料调查 　 包括劳动关系、 性别、 年

龄、 宗教信仰、 文化程度、 职称、 专业工龄、 婚姻状

况、 居住情况、 家庭健康压力来源和经济情况等。
１ ２ ２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ＳＡＳ） 评分　 以 Ｚｕｎｇ 编制的量表为基础［４］， 包括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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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评项目， 根据最近 １ 周症状出现的频度， 即 “没
有或很少”、 “有时”、 “大部分时间”、 “绝大部分或

全部时间” 按 １—４ 级评分。 ＳＡＳ 标准分的分界值为

５０ 分， 得分越高说明心理焦虑水平越严重［４］。 该量

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２。
１ ２ ３ 　 心理弹性量表 （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ＣＤ⁃ＲＩＳＣ） 评分　 该量表由 Ｘｉａｏ 等［５］ 翻译， 用

于描述个体过去 １ 个月内的心理感受， 共 ２５ 个自评

项目， 包括坚韧性、 自强性、 乐观性三个维度。 量表

每个条目从 “从来不” 至 “一直如此” 采用 ０—４ 级

评分法， 满分 １００ 分， 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水平越

高。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５［６］。
１ ３　 质量控制　 调查采用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对一

般资料、 ＳＡＳ、 ＣＤ⁃ＲＩＳＣ 进行调查， 为科学判断数据

的有效性， 剔除逻辑错误及存在明显复制现象的无效

答卷。
１ ４　 统计分析　 通过在线调查平台直接导出问卷数

据， 由双人录入，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 调查对象量表得分采用 ｘ±ｓ 描述， 组间比较采

用配对 ｔ 检验，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双侧）。 心理弹性

总分及各维度与焦虑的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１１７ 名化疗药物调配人员劳动关系

以在编为主 （６４ １０％）， 女性居多 （９０ ６０％）， 文化

程度本科占 ７９ ４９％， 初级职称占 ５８ ９７％， 专业工龄

＞５～１０ 年者占 ３８ ４６％， 已婚已育者占 ６９ ２３％， 月

收入能够满足家庭支出者占 ５５ ５６％， 住行方面成为

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 （３６ ７５％）。 详见表 １。
２ ２　 ＣＤ⁃ＲＩＳＣ 得分 　 １１７ 名 ＰＩＶＡＳ 化疗药物调配人

员心理弹性得分（６３ ５８１±１８ ３３５）分， 属中等水平；
坚韧性、 自强性、 乐观性维度得分分别为 （３０ ７５２±
１０ ３６１）、 （２２ １１１±６ ２５６）、 （１０ ７１８±２ ７９１） 分。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显示，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心理弹性得

分在性别、 月收入满足家庭支出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 ０５）， 文化程度在自强性维度上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 ０１）。 详见表 １。

表 １　 １１７ 名化疗药物调配人员心理弹性水平分析

项目　 　 　 人数
心理弹性 坚韧性 自强性 乐观性

ｘ±ｓ ｔ ／ Ｆ Ｐ ｘ±ｓ ｔ ／ Ｆ Ｐ ｘ±ｓ ｔ ／ Ｆ Ｐ ｘ±ｓ ｔ ／ Ｆ Ｐ
劳动关系 ０ ３８１ ０ ７０４ ０ ３８２ ０ ７０３ ０ ７２８ ０ ４６８ －０ ５４０ ０ ５９０

　 在编 ７５ ６４ ０６７±１７ ５３１ ３１ ０２７±９ ９７６ ２２ ４２７±６ ０３６ １０ ６１３±２ ７０１

　 社培 ４２ ６２ ７１４±１９ ８８０ ３０ ２６２±１１ １２３ ２１ ５４８±６ ６６７ １０ ９０５±２ ９７０

性别 ２ ５２０ ０ ０１３ ２ ４５９ ０ ０１５ ２ ５２７ ０ ０１３ １ ７２９ ０ ０８７

　 男 １１ ７６ ５４５±１３ １３３ ３７ ９０９±７ ７５２ ２６ ５４５±４ ５４７ １２ ０９１±１ ８１４

　 女 １０６ ６２ ２３６±１８ ３１８ ３０ ００９±１０ ３４１ ２１ ６５１±６ ２４４ １０ ５７５±２ ８４２

年龄（岁） ０ ６９８ ０ ５５５ ０ ９６０ ０ ４１４ ０ ５９３ ０ ６２１ ０ ５０３ ０ ６８１

　 ＞２０～３０ ４３ ６１ ６２８±２１ １８９ ２９ ４６５±１１ ８８１ ２１ ３４９±７ １６１ １０ ８１４±３ ０９６

　 ＞３０～４０ ５０ ６３ ２２０±１６ ４２８ ３０ ４００±９ １０３ ２２ ３８０±５ ８７９ １０ ４４０±２ ６５９

　 ＞４０～５０ ２０ ６６ ９００±１６ ２５４ ３３ ５００±９ ６３３ ２２ ４５０±５ １９６ １０ ９５０±２ ４８１

　 ＞５０ ４ ７２ ５００±１９ ８９１ ３５ ２５０±１１ ４１３ ２５ ２５０±６ ０２１ １２ ０００±２ ９４４

文化程度 ３ ０３８ ０ ０５２ ２ ３０３ ０ １０５ ４ ８８０ ０ ００９ ０ ９８８ ０ ３７５

　 大专 １９ ５４ ４２１±２１ ２７９ ２６ １５８±１２ ２２１ １８ ３６８±７ ０４１ ９ ８９５±２ ６８５

　 本科 ９３ ６５ １６１±１７ ４２１ ３１ ５９１±９ ８７３ ２２ ６８８±５ ８６８ １０ ８８２±２ ７７７

　 硕士及以上 ５ ６９ ０００±１５ ４２７ ３２ ６００±８ ８２０ ２５ ６００±５ ５０５ １０ ８００±３ ４９３

职称 ０ ７５５ ０ ５２２ ０ ８２６ ０ ４８２ １ ０６４ ０ ３６７ ０ １６７ ０ ９１９

　 初级 ６９ ６１ ５５１±１９ ４２２ ２９ ６２３±１０ ８００ ２１ ２６１±６ ６４６ １０ ６６７±２ ９２９

　 中级 ４１ ６６ ０９８±１５ ９０４ ３２ １４６±９ ４４１ ２３ ２６８±５ ３４８ １０ ６８３±２ ５１４

　 高级 ７ ６９ ６６７±２２ １８７ ３４ ６６７±１１ ７２５ ２３ ５００±７ ３１４ １１ ５００±３ ５６４

专业工龄（年） １ ７２８ ０ １４９ １ ６８１ ０ １５９ １ ６０３ ０ １７８ １ ０９３ ０ ３６４

　 ＜３ ２２ ６０ ０９１±２０ ６７４ ２８ ４０９±１１ ９２７ ２１ ２７３±７ １５３ １０ ４０９±２ ５７６

　 ３～ ５ ９ ５９ １１１±１８ ５４３ ２９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０ ２０ １１１±６ ４１２ 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５～１０ ４５ ６３ ７１１±１８ ３４１ ３０ ７７８±９ ９３４ ２２ １１１±６ ２９３ １０ ８２２±３ ０６２

　 ＞１０～２０ ３１ ６２ ８３９±１６ ４４０ ３０ ４８４±９ ９１９ ２１ ８７１±５ ５６６ １０ ４８４±２ ３３６
　 ＞２０ １０ ７７ ０００±１５ ２５３ ３８ ２００±８ ４９６ ２６ ５００±４ ９２７ １２ ３００±３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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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人数
心理弹性 坚韧性 自强性 乐观性

ｘ±ｓ ｔ ／ Ｆ Ｐ ｘ±ｓ ｔ ／ Ｆ Ｐ ｘ±ｓ ｔ ／ Ｆ Ｐ ｘ±ｓ ｔ ／ Ｆ Ｐ

宗教信仰 ０ ２０２ ０ ８４０ ０ １９６ ０ ８４５ ０ ６０４ ０ ５４７ －０ ７５１ ０ ４５４
　 无 １１３ ６３ ６４６±１８ ５８２ ３０ ７８８±１０ ４５８ ２２ １７７±６ ３３８ １０ ６８１±２ ８２０
　 有 ４ ６１ ７５０±１０ １４５ ２９ ７５０±８ １３９ ２０ ２５０±２ ９８６ １１ ７５０±１ ７０８
婚姻状况 １ １１９ ０ ３４４ １ ２４８ ０ ２９６ １ ５２７ ０ ２１１ ０ ９２５ ０ ４３１
　 未婚 ２５ ５８ １６０±２３ ８２５ ２７ ７２０±１３ ３９９ ２０ ０４０±８ ０５４ １０ ４００±３ １４９
　 已婚未育 １０ ６２ １００±１５ ３２２ ２８ ５００±７ ８６３ ２２ ６００±６ ０４１ １１ ０００±２ ７４９
　 已婚已育 ８１ ６５ ２９６±１６ ６３４ ３１ ９６３±９ ４７８ ２２ ６０５±５ ５６５ １０ ７２８±２ ６８３
　 离异 １ ７５ ０００ ３１ ０００ ２９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居住情况 １ ６０７ ０ １７７ １ ７０７ ０ １５３ １ ３４２ ０ ２５９ ０ ８８９ ０ ４７３
　 独居 １４ ５３ ３５７±１８ ３２０ ２４ ７８６±９ ８６２ １８ ８５７±７ １２４ ９ ７１４±２ １９９
　 与配偶同居 ５４ ６５ ８１５±１６ ０５３ ３２ １４８±９ ０８１ ２２ ７４１±５ ６００ １０ ９２６±２ ４２５
　 与父母同居 １６ ６４ ６８８±２５ ２２６ ３１ １２５±１４ １１３ ２２ ３７５±８ １８８ １１ １８８±３ ６９２
　 与子女同居 １３ ６７ ８４６±１９ ７１０ ３３ ０７７±１１ ６７２ ２３ ６１５±６ ４３６ １１ １５４±３ ４１２
　 与父母子女同居 ２０ ６１ ０５０±１５ ６４６ ２９ ３５０±８ ８２１ ２１ ５００±５ １６６ １０ ２００±２ ８７６
家庭健康压力来源 １ １２６ ０ ３４８ ０ ９１０ ０ ４６１ １ ５９７ ０ １８０ ０ ５４７ ０ ７０１
　 父母 ５７ ６３ ４２１±１９ １６７ ３１ ０００±１０ ８５５ ２１ ７０２±６ ４５６ １０ ７１９±２ ７６９
　 配偶 ４ ８０ ２５０±１１ ６７３ ３７ ７５０±６ １３１ ２８ ５００±４ ７２６ １４ ０００±２ ４４９
　 子女 ３４ ６０ ５００±１４ ３７４ ２８ ７９４±７ ６５９ ２１ ５８８±５ ３５５ １０ １１８±２ ７７２
　 无 ２２ ６５ ７２７±２１ ４４６ ３１ ８６４±１２ ８１５ ２２ ８１８±６ ８９８ １１ ０４５±２ ６２７
月收入满足家庭支出 ２ ７６７ ０ ００７ ２ ５３８ ０ ０１２ ２ ８１０ ０ ００６ ２ ４０３ ０ ０１８
　 是 ６５ ６７ ６６２±１７ ９７２ ３２ ８７７±１０ ２９５ ２３ ５２３±６ ０４７ １１ ２６２±２ ６３０
　 否 ５２ ５８ ４８１±１７ ６５１ ２８ ０９６±９ ９１０ ２０ ３４６±６ １１６ １０ ０３８±２ ８６３
家庭经济压力来源 １ ５４５ ０ ２０７ １ １１２ ０ ３４８ １ ６７４ ０ １７７ ２ ５６９ ０ ０５８
　 住行 ４３ ６７ ０２３±１８ ６０７ ３２ ７２１±１０ ０７０ ２３ ３０２±６ ２９３ 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７８
　 教育 ３９ ６３ ８４６±１７ ３０２ ３０ ６９２±１０ １６７ ２２ ３５９±５ ７３８ １０ ７９５±２ ６７７
　 医疗 １０ ５４ ８００±１２ ９６８ ２６ ９００±７ ５７８ １８ ３００±４ ８５５ ９ ６００±２ ０６６
　 衣食 １４ ５９ ８５７±２３ ５５３ ２８ ９２９±１３ １００ ２０ ５００±８ １２２ １０ ４２９±３ １８０
　 无 １１ ６１ ９０９±１６ ８７３ ２９ ０９１±１０ ６０６ ２２ ０９１±５ ５７６ １０ ７２７±２ １４９

２ ３　 ＳＡＳ 得分　 １１７ 名化疗药物调配人员 ＳＡＳ 得分

（４３ ８５７ ± １０ ６７９） 分。 总分 ≥５０ 分者 ２９ 人， 占

２４ ７９％， 其中轻度焦虑 １９ 人 （１６ ２４％）、 中度 ９ 人

（７ ６９％）、 重度 １ 人 （０ ８５％）。 分析显示， 月收入

满足家庭支出、 家庭健康压力来源方面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２。
２ ４　 焦虑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显

示， １１７ 名化疗药物调配人员焦虑总分与心理弹性总

分及坚韧性、 自强性、 乐观性三个维度之间呈负相

关， 相 关 系 数 （ ｒ ） 分 别 为 － ０ ４１４， － ０ ３３８，
－０ ４４５， －０ ４６６，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３　 讨　 论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压力环境之下通过自我努力

达到良好适应的过程， 常用良好适应、 应对和抗压力

等表达［７］。 随着我国整体癌症粗发病率的持续上

升［８］以及日间化疗病房的普及［９］， 使 ＰＩＶＡＳ 化疗药

物调配工作量增加、 工作风险提高， 无形中增加了医

务人员的心理压力， 导致心理弹性水平降低。 本调查

显示， ＰＩＶＡＳ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心理弹性得分处于中

等水平， 并在性别、 月收入满足家庭支出方面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男性心理弹性水平明显高于女性， 可能

与女性自身的生理特性及身份的多样性相关。 月收入

可以满足家庭支出者因工作满意度高， 容易获得工作

成就感， 家庭收支平衡， 心理负担小， 主观幸福感

强［１０］， 故而心理健康弹性水平较高， 可从容应对压

力环境。
本调查显示化疗药物调配人员出现焦虑者占

２４ ７９％， ＳＡＳ 得分 （４３ ８５７±１０ ６７９） 分， 未达焦虑

状态。 ＳＡＳ 得分在月收入满足家庭支出、 家庭健康压

力来源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显

示，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的心理弹性与焦虑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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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１７ 名化疗药物调配人员焦虑状况分析

项目 人数
ＳＡＳ 得分

ｘ±ｓ ｔ ／ Ｆ Ｐ
项目 人数

ＳＡＳ 得分

ｘ±ｓ ｔ ／ Ｆ Ｐ

劳动关系 ０ ８４５ ０ ４００

　 在编 ７５ ４４ ４３３±１１ ６５８

　 社培 ４２ ４２ ８２７±８ ７００　

性别 －０ ７３８ ０ ４６２

　 男 １１ ４１ ５９１±１４ ３９５

　 女 １０６ ４４ ０９２±１０ ２８０

年龄（岁） ０ ６９７ ０ ５５６

　 ＞２０～３０ ４３ ４３ ９５３±９ ９５５　

　 ＞３０～４０ ５０ ４５ ０００±１１ ７１８

　 ＞４０～５０ ２０ ４１ ６８８±９ ３３９　

　 ＞５０ ４ ３９ ３７５±１２ １４１

文化程度 ０ ４６６ ０ ６２９

　 大专 １９ ４５ ４６１±９ ３６５

　 本科 ９３ ４３ ７１０±１１ ０８０

　 硕士及以上 ５ ４０ ５００±７ ８８６

职称 ０ ７９５ ０ ４９９

　 初级 ６９ ４４ ８１９±１０ ４４３

　 中级 ４１ ４３ ０７９±１１ ０４４

　 高级 ７ ３８ ３３３±１１ ５０２

工龄（年） ２ ２０５ ０ ０７３

　 ＜３ ２２ ４１ ８１８±８ ７０９

　 ３～５ ９ ４８ ７５０±１０ １７４

　 ＞５～１０ ４５ ４４ ３８９±９ ８８８

　 ＞１０～２０ ３１ ４５ ５２４±１２ ９８９

　 ＞２０ １０ ３６ ３７５±７ ２９９

宗教信仰 －０ ５１４ ０ ６０８

　 无 １１３ ４３ ７６１±１０ ７２９

　 有 ４ ４６ ５６３±１０ １２３

婚姻状况 ０ １９０ ０ ９０３

　 未婚 ２５ ４３ ７５０±９ ６９６　

　 已婚未育 １０ ４１ ６２５±１１ ０５６

　 已婚已育 ８１ ４４ １９８±１１ ０７２

　 离异 １ ４１ ２５０ 　 　 　

居住情况 １ ７２８ ０ １４９

　 独居 １４ ４７ ４１１±９ ７６２

　 与配偶同居 ５４ ４２ ６１６±１１ ５１１

　 与父母同居 １６ ３９ ６０９±８ ２８８

　 与子女同居 １３ ４６ ５３８±７ ４８５

　 与父母子女同居 ２０ ４６ ３７５±１１ ４６３

家庭健康压力来源 ２ ９７６ ０ ０３５

　 父母 ５７ ４２ ５４４±９ ３００

　 配偶 ４ ３２ ５００±６ ６９３

　 子女 ３４ ４７ ０５９±１１ １７１

　 无 ２２ ４４ ３７５±１２ ２７６

月收入满足家庭支出 －２ ５５３ ０ ０１２

　 是 ６５ ４１ ６５４±９ ８５３

　 否 ５２ ４６ ６１１±１１ １２１

家庭经济压力来源 ０ ８８７ ０ ４７４

　 住行 ４３ ４２ ９０７±１０ ３６１

　 教育 ３９ ４３ ８４６±１０ ８３４

　 医疗 １０ ４７ ５００±１０ ６３９

　 衣食 １４ ４１ ３３９±７ ４２７　

　 无 １１ ４７ ５００±１４ ５５６

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焦虑程度越低。 提示医疗机构应

加强 ＰＩＶＡＳ 化疗药物调配人员的心理弹性锻炼， 提

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避免焦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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