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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机抽取浙江省杭州市某高校药学专业毕业生为样本，通过问卷星对他们进行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的测评，发现药学专业毕业学生在焦虑、抑郁状态高于一般人群较为严重；女性毕业生

抑郁情绪高于男性毕业生；专升本层次毕业生焦虑情绪高于其他层次；这可能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女

性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以及专升本层次学生专业能力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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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ample of pharmacy graduates from a university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was randomly 
selected and evaluated by questionnaires using the Self-Assessment Scale for Anxiety (SAS) and Self-
Depression Scale (SDS). It was found that pharmacy graduates had more serious symptoms of anxi-
ety and depression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emale graduates had higher depression than male 
graduates; and Graduates at the associate-to-bachelor’s level had higher levels of anxiety than those at 
other levels.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current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 the greate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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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faced by women, and the relatively weake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students at the associ-
ate-to-bachelor’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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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逐渐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而在各

医学院校，历年招生的数量更是远超医疗卫生机构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因此医学院校毕业生的毕业去

向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药学专业学科交叉性强、就业去向广，本文通过对药学专业毕业生心理健康现状进行调查，全面了

解毕业生的心理状况，最终为开展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及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帮助。 

2. 方法 

2.1. 被试 

系当年 6 月即将毕业的药学专业毕业生，共发放调查问卷 1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6 份，有效率为

88.33%，男 30 例，女 76 例，年龄范围在 22~24 岁。 

2.2. 研究工作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定药学生的焦虑情绪。SAS 共 20 个条目，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各条目分评分之和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 1.25 以后取整数部分，即为 SAS 评分，评分

越高，提示焦虑情绪越严重。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评定药学生的抑郁情绪。SDS 共 20 个条目，采

用 1~4 分 4 级评分，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 1.25 以后取整数部分，即为 SDS 评分，评分

越高，提示抑郁情绪越严重。 

2.3. 评定方法 

通过问卷星平台开展调查，由项目组成员向药学专业各班级发送问卷链接，邀请学生参加调查。问

卷设置统一指导语和知情同意书，参与者同意后开始问卷作答，不同意者可退出。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

所有项目填写完毕才能提交答卷，同一手机号只能作答一次。 

2.4. 统计方法 

测试于 2024 年 6 月完成，由研究者进行数据汇总，依据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严格操作并将粗分换

算成标准分，使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 ± s)表示，计数资料以[n(%)]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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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焦虑、抑郁测评结果整体状况分析 

药学专业毕业生的 SAS、SDS 标准分平均值分别为 42.65 ± 9.49、38.14 ± 11.45，其中，存在焦虑、

抑郁情绪(量表评分 ≥ 50 分)的学生占全体的比例分别为 15.1%、25.4%。该样本整体平均值明显高于一般

人群 29.78 ± 10.07、33.46 ± 8.55 [1]，说明药学专业毕业学生在焦虑、抑郁状况较为严重，应引起高校关

注。 
表 1 可见，大多数药学专业毕业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情绪状态尚好。然而，不可忽视尚有 45.28%

的毕业生情绪状态偏离正常范围，其中 40.57%的毕业生 SAS、SDS 分 ≥ 50，存在焦虑、抑郁情绪，这一

结果比先前报道的医学毕业生正常人群中有焦虑、抑郁占 30.46%偏高[2]，这也提示近年来就业形势的严

峻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需要进行心理帮扶。 
 

Table 1. Percentage of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entire group to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scoring individuals (%) 
表 1. 全组平均值与高分人数分布的百分比(％) 

 n M ± SD ≥50 ≥60 合计 
SAS 106 42.65 ± 9.49 16 (15.1%) 2 (1.89%) 18 (16.9%) 
SDS 106 38.14 ± 11.45 27 (25.4%) 3 (2.83%) 30 (28.3%) 
合计 - - 43 (40.57%) 5 (4.72%) 48 (45.28%) 

3.2. 焦虑、抑郁情绪在不同性别组差异 

不同性别组调查结果显示，SAS 平均值男性 40.75 ± 9.48 与女性 43.40 ± 9.44 基本持平无显著差异；

SDS 平均值男性 35.21 ± 11.04 与女性 39.29 ± 11.47 基本持平无显著差异(见表 2)；表明男女学生整体焦

虑水平、抑郁指标没有明显差异。 
SAS、SDS ≥ 50 与≥60的高分人数分布比例看，女性组 47.4%略高于男性组 40.0%。虽然没有显著性

差异，但是 SDS ≥ 50 分者，有抑郁情绪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人数呈现显著性差异(见表 3)，这与先前报

道一致[2]。这也说明女性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有关。 
 

Table 2. Comparison of average values of SAS and SDS standard Scor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roups (M ± SD) 
表 2. SAS、SDS 标准分平均值男女性别组比较(M ± SD) 

 n 男(n = 30) 女(n = 76) t p 
SAS 106 40.75 ± 9.48 43.40 ± 9.44 −1.302 0.196 
SDS 106 35.21 ± 11.04 39.29 ± 11.47 −1.668 0.098 

p > 0.05 男女平均值差异无显著性。 

 
Table 3.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High-scoring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SAS and SDS (%) 
表 3. SAS、SDS 男女高分人数分布百分比(%) 

 n 
SAS SDS 

合计 
≥50 ≥60 ≥50 ≥60 

男 30 7 (23.3%) 0 (0.0%) 5 (16.7%)* 0 (0.0%) 12 (40.0%) 
女 76 20 (26.3%) 3 (3.95%) 11 (14.5%) 2 (2.63%) 36 (47.4%) 
p - 0.280 - 0.005 -  

*轻度抑郁人数分布女性多于男性，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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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焦虑、抑郁情绪在不同层次组差异 

不同层次组调查结果显示，SAS 平均值专科 42.02 ± 10.14，专升本 45.2 ± 8.39，本科 42.29 ± 9.29 三

者之间基本持平无显著差异；SDS 平均值专科 32.29 ± 10.67，专升本 38.75 ± 8.87，本科 38.67 ± 13.01 三

者之间基本持平无显著差异(见表 4)。表明不同层次学生整体焦虑水平、抑郁指标没有明显差异。 
SAS ≥ 50 与≥60 的高分人数专升本组 35.3%明显高于专科组 26.2%、本科组 21.3%，存在显著性差

异。SDS ≥ 50 与≥60的高分人数各组别直接无显著性差异(见表 5)。这也提示我们专升本层次的毕业生对

自己未来就业更为焦虑，这可能与自己对就业岗位的期待以及当前就业形势有关。 
 

Table 4. Comparison of average values of SAS and SDS standard scores in the education group (M ± SD) 
表 4. SAS、SDS 标准分平均值学历组比较(M ± SD) 

 n 专科(n = 42) 专升本(n = 47) 本科(n = 17) F p 
SAS 106 42.02 ± 10.14 45.2 ± 8.39 42.29 ± 9.29 0.75 0.48 
SDS 106 32.29 ± 10.67 38.75 ± 8.87 38.67 ± 13.01 0.19 0.81 

p > 0.05 男女平均值差异无显著性。 

 
Table 5.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high-scoring students with SAS and SDS degrees (%) 
表 5. SAS、SDS 学历高分人数分布百分比(%) 

层次 n 
SAS SDS 

合计 
≥50 ≥60 ≥50 ≥60 

专科 42 11 (26.2%) 2 (4.8%) 5 (11.9%) 0 (0.0%) 18 (42.9%) 
专升本 17 6 (35.3%)* 0 (0.0%) 0 (0.0%) 0 (0.0%) 6 (35.3%) 
本科 47 10 (21.3%) 1 (2.1%) 11 (23.4%) 2 (4.3%) 24 (51.1%) 

p - 0 . 0 4 *  -  0 . 9 4  -   

*轻度焦虑人数分布专升本组多于其他组别，差异显著。 

4. 讨论 

4.1. 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导致毕业生焦虑抑郁情绪整体情况较为严重 

在过去十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快速进入创新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化学药、生物药从跟进到

局部赶超。但在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作用下，产业链“卡脖子”问题依旧突出，产、学、研、医协同

创新体制机制仍需完善，行业增长急需培育壮大创新动能，尤其是药物发现、临床试验设计、生物药制

造等方面的高科技人才和复合型人才[3]。行业发展的快速变化就需要药学专业的本专科毕业生认清就业

形势，合理定位岗位，积极尝试医药企业的相关岗位，而不是一味地等待进入医院药房等传统医药就业

岗位。 

4.2. 女性面临的就业困境是导致其抑郁情绪较为严重的原因之一 

囿于传统思维观念和人才招聘中尚存的隐形歧视，与男生求职群体相比，女大学生在就业、职业发

展和创业等方面面临更多问题。从数据层面直观体现为，女大学生初次就业的成功率显著低于男性，就

业质量的各项评估指标同样处于较低水平[4]，涵盖薪资待遇、职业晋升空间、工作稳定性与工作内容匹

配度等关键要素[5]。鉴于此，在激烈的岗位角逐和职业生涯发展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女大学生不能仅仅

锁定在“铁饭碗”这类传统稳定岗位上，更应深度挖掘并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女性所独有的优势，积极探

寻并大胆尝试更多契合自身特质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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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专升本层次学生专业能力弱导致其焦虑情绪较为严重的原因之一 

专升本学生是“专科起点本科学习”的群体。他们在专科阶段以获得本科学历为重要求学目标，将

大部分精力花在专升本考试相关的英语和高等数学上，而对于本该重点学习的药学相关理论和技术课程

不重视。升本之后，他们面临与普通本科生面临相同的学习压力源，但由于专业课程学习衔接的断裂，

难以保障课程知识的连贯性，使得他们在专业知识学习上较为吃力[6]。在就业过程中，专升本毕业证书

上标注了“专科起点本科”字眼，存在“专升本含金量不高”的偏见。学生只有在升本前后不断夯实药学

职业技能以及发展一技之长，提升岗位胜任力，实现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 

5. 结语 

本研究发现药学专业毕业学生在焦虑、抑郁状态高于一般人群较为严重；女性毕业生抑郁情绪高于

男性毕业生；专升本层次毕业生焦虑情绪高于其他层次。这可能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女性面临更大的

就业压力以及专升本层次学生专业能力弱有关。 
基于克朗伯兹的社会学习理论，学习经验在个体职业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包含工具

式学习经验和联结式学习经验。工具式学习经验是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事件之后所积累总结的学习经验。

这就提示我们针对专升本层次学生可以开展技能大赛、实习见习等方式强化职业技能，同时开展心理团

辅工作坊充分挖掘学生的技能优势精准匹配岗位。联结式学习经验是指当个体接受某一中性刺激时，同

时出现积极或消极的刺激，这会使得原本中性的刺激发生联结式反应，也变得具有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这也提示我们在针对女大学生开展女性领导力训练，邀请女性校友分享如何做好生育规划与职业发展的

平衡，积极拓展行业视野，突破性别刻板印象。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本研究数据来源为方便取样，样本代表性较弱，可能出现抽样误差；

二是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纵向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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