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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一线医护人员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朱菊红，杨 斌*，范阿娇，马秀云，董强利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 兰州 730030

*通信作者：杨 斌，E-mail：156892477@qq. com）
【摘要】 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对其进行有针对性

的心理干预、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纳入 2021年 10月-12月在甘肃省兰州市重粒子医院工作的 162名一线医护

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评定。结果 共144名医护人员

完成有效问卷调查，检出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者分别有 17人（11. 81%）、19人（13. 19%）。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护人员焦虑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 602，P<0. 01）；不同职业、是否有抑郁家族史以及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护人员抑郁检出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 486、4. 039、7. 526，P均<0. 05）。结论 COVID-19疫情期间，一线医护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和抑郁情绪，抗疫工作时间长者焦虑检出率更高，医生、有抑郁家族史以及抗疫工作时间长者抑郁检出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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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ront-line anti-epidemic medical staff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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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front-line anti-epidemic medical staff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targe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Methods A total of 162 front-line medical staff who worked in Lanzhou Heavy Particles Hospital of Gansu Province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2021 were were enrolled，and assessed using self-design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Results A total of 144 medical staff completed the valid questionnaire survey，and
17（11. 81%）and 19（13. 19%）cases were found to ha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 of anxiety yield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mong medical staff with different anti-epidemic working hours（χ2=10. 602，P<0. 01），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demonstrat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medical staff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s，family history of depression and anti-
epidemic working hours（χ2=5. 486，4. 039，7. 526，P<0. 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front-line medical
staff develop varying degre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urthermore，the detection rate of anxiety is relatively high among the staff
with long anti-epidemic working hours，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is relatively high among the doctors，the staff with family
history of depression and long anti-epidemic work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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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于2019年12月

相继在全球各地流行［1］。疫情发生以来，在相关部

门及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在抗击 COVID-19
疫情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既往研究显示，

在 COVID-19疫情下，非一线医务人员存在明显的

焦虑抑郁情绪［2］，然而，作为抗击COVID-19疫情的

一线医护人员，他们在疫情面前承受着比非一线医

护人员更大的精神心理压力，成为发生心理问题的

高危人群［3］。已有研究表明，COVID-19疫情对一线

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失

眠、焦虑和抑郁等问题［4-6］。如今，在疫情常态化防控

阶段，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不仅仅是个人健康

的问题，更关乎 COVID-19患者的救治乃至整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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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一线医护人员良好的心理状

态，有助于保证工作效率，提高患者的治愈率，缩短

治疗天数，节约医疗资源。尽管既往已有不少关于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焦虑抑郁情绪的调查研究，但甘

肃省自 2019年年底疫情初次发生，到 2021年 10月
疫情再次局部流行已将近两年的时间，基于此，本

研究对甘肃省某COVID-19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焦

虑及抑郁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为

相关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保障医护人员

的身心健康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以2021年10月-12月在甘肃省兰州市重粒子医

院（兰州市COVID-19定点医院）工作的 162名一线

医护人员为研究对象，其人员组成为甘肃省医疗机

构随机抽调的医护人员。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2A-386）。

1. 2 调查工具

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医护人员的基

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程

度、是否为独生子女、所在科室、工作年限、抗疫工

作时长以及焦虑或抑郁家族史。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分别评定医护人员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严重程

度。SAS和 SDS均由 Zung编制，均包括 20个条目，

各条目评分之和为量表总粗分，总粗分乘以 1. 25以
后取整数部分，即为标准分。SAS评分<50分可判

定为无焦虑，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

焦虑，>69分为重度焦虑。SDS评分<53分可判定为

无抑郁，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

>73分为重度抑郁［7］。

1. 3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课题组工

作人员在微信工作群内发送问卷二维码，医护人员

通过识别二维码，进入问卷作答页面，即可进行问

卷填写。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 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SAS和 SDS
评分与中国常模比较采用单样本 t检验，不同特征

的医护人员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比较采用 χ2检验。

当 n≥40，理论频数（T）≥5时，采用Pearson χ2检验；当

n≥40，1≤理论频数（T）<5时，采用校正χ2检验。检验

水准a=0. 05。
2 结 果

2. 1 医护人员一般情况

共发放问卷 162份，回收有效问卷 144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 88. 89%。在 144个有效样本中，男性

13人（9. 03%），女性 131人（90. 97%）；年龄 20~56岁
［（31. 87±5. 65）岁］，其中 20~30岁 67人（46. 53%），

31~40岁 68人（47. 22%），40岁以上 9人（6. 25%）；

职业：医生 31人（21. 53%），护士 113人（78. 47%）；

婚 姻 状 况 ：已 婚 104 人（72. 22%），未 婚 40 人

（27. 78%）；受教育程度：大专 18人（12. 50%），本科

107人（74. 31%），研究生 19人（13. 19%）；是否为独

生 子 女 ：独 生 37 人（25. 69%），非 独 生 107 人

（74. 31%）；有焦虑或抑郁家族史者6人（4. 17%）；所

在科室：呼吸科 9人（6. 25%），ICU 14人（9. 72%），其

他科室 121人（84. 03%）；工作年限：5年以内 48人
（33. 33%），6~10 年 49 人（34. 03%），>10 年 47 人

（32. 64%）；抗疫工作时长：<1周 19人（13. 20%），

1~2周 93人（64. 58%），>2周32人（22. 22%）。

2. 2 医护人员SAS和SDS评分结果

医护人员 SAS评分为（37. 04±9. 16）分，高于

中国常模［（29. 78±10. 0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 517，P<0. 01）。检出存在焦虑情绪者 17人

（11. 81%），其中轻度焦虑 15人（10. 42%），中度焦虑

2人（1. 39%）。

医护人员 SDS评分为（40. 60±11. 00）分，与中

国常模［（41. 88±10. 57）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 399，P>0. 05）。检出存在抑郁情绪者 19人
（13. 19%），其中轻度抑郁 13人（9. 03%），中度抑郁

6人（4. 17%）。

2. 3 不同特征的医护人员焦虑和抑郁检出情况

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护人员焦虑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 602，P<0. 01）。不同职业、

是否有抑郁家族史以及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护

人员抑郁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 486、
4. 039、7. 526，P均<0. 05）。见表1。

456



2022年第 35卷第 5期四川精神卫生 http：////www. psychjm. net. cn

3 讨 论

既往研究表明，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一线医护人员往往会产生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

问题，严重影响其心理状态和工作效率［8-10］。本研

究中，一线医护人员SAS评分高于全国常模，与黄继

峥等［11］、王月莹等［12］研究结果一致；而SDS评分与全

国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曾育辉等［13］研究

结果一致。提示此次疫情期间一线医护人员的抑

郁情绪不明显，可能是因为个体在不同时期对应激

的反应和表现不同，一般来说，急性应激时往往焦

虑情绪比较明显，而创伤后应激障碍时抑郁情绪相

对突出［14］。

本研究中，医护人员 SAS和 SDS评分均低于既

往在疫情初期进行的相关研究结果［15-16］。可能是因

为随着抗疫工作的推进，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应对，医护人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影响焦虑抑郁

情绪发生的心理社会环境因素较前期有所减弱。

本研究结果显示，一线医护人员的焦虑和抑郁

检出率分别为 11. 81%、13. 19%。在疫情暴发初期，

Hassamal等［17］研究表明，一线医护人员焦虑和抑郁检

出率分别为 33%、21%；赵玉荣等［18］对 309名医护人

员的研究结果显示，80人（25. 89%）存在抑郁情绪，

98人（31. 72%）存在焦虑情绪；杨慜等［19］研究显示，武

汉市 COVID-19定点医院护士焦虑和抑郁检出率

分别为 33. 6%、35. 4%。本研究中，医护人员焦虑

抑郁检出率低于疫情暴发初期的检出率结果，分析

可能的原因如下：①在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医护

人员对 COVID-19的认识较以往提高，并在患者救

治和防护措施等方面更有经验［20-21］；②随着疫情防

控工作的推进，相关部门对定点医院的工作环境进

行了改善，后勤保障及时到位，防疫物资储备充足，

医护人员的防护安全更有保障［22-23］；③经过长期的

疫情防控工作，医护人员的工作安排更加合理有

序，工作负荷相对减小，自我调整能力和适应能力

增强［24-25］。

表1 不同特征的医护人员焦虑和抑郁检出情况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rat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medical staff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组 别

性别

年龄

职业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是否为独生自子女

所在科室

工作年限

焦虑或抑郁家族史

抗疫工作时长 a

注：a为一线医护人员在本轮疫情中从事抗疫工作的时长

男性（n=13）
女性（n=131）
20~30岁（n=67）
31~40岁（n=68）
>40岁（n=9）
医生（n=31）
护士（n=113）
未婚（n=40）
已婚（n=104）
大专（n=18）
本科（n=107）
研究生（n=19）
是（n=37）
否（n=107）
呼吸科（n=9）
ICU（n=14）
其他科室（n=121）
1~5年（n=48）
6~10年（n=49）
>10年（n=47）
有（n=6）
无（n=138）
<1周（n=19）
1~2周（n=93）
>2周（n=32）

焦虑检出情况

［n（%）］
1（7. 69）

16（12. 21）
6（8. 96）

10（14. 71）
1（11. 11）
5（16. 13）
12（10. 62）
2（5. 00）

15（14. 42）
2（11. 11）
12（11. 21）
3（15. 79）
6（16. 22）
11（10. 28）
1（11. 11）
2（14. 29）
14（11. 57）
3（6. 25）
8（16. 33）
6（12. 77）
2（33. 33）
15（10. 86）
1（5. 26）
7（7. 53）
9（28. 13）

χ2

0. 001

1. 076

0. 709

1. 642

0. 334

0. 930

0. 093

2. 426

1. 047

10. 602

P

0. 975

0. 584

0. 400

0. 200

0. 846

0. 335

0. 954

0. 297

0. 306

0. 005

抑郁检出情况

［n（%）］
4（30. 77）
15（11. 45）
7（10. 45）
9（13. 24）
3（33. 33）
8（25. 81）
11（9. 73）
5（12. 50）
14（13. 46）
1（5. 56）

15（14. 02）
3（15. 79）
7（18. 92）
12（11. 21）
1（11. 11）
1（7. 14）

17（14. 01）
6（12. 50）
6（12. 24）
7（14. 89）
3（50. 00）
16（11. 59）
4（21. 05）
7（7. 53）
8（25. 00）

χ2

2. 352

3. 628

5. 486

0. 023

1. 092

1. 425

0. 559

0. 177

4. 039

7. 526

P

0. 125

0. 163

0. 019

0. 879

0. 579

0. 233

0. 756

0. 915

0. 044

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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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显示，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护人

员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是

由于医护人员经历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心理压力

增大，进而成为导致焦虑抑郁情绪的社会心理因素。

既往研究表明，在隔离区累计工作时长为 5~8天的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受影响的程度较重［26］，而郭忠

伟等［27］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抗疫工作时长的医务

人员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不同职业的医护人员中，医生的抑郁检出率高于护

士，与既往研究结果不一致［28-29］，可能与本研究进

行调查的时间以及样本来源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此外，有抑郁家族史者抑郁检出率高于无抑郁家族

史者，提示遗传因素可能与抑郁情绪的发生密切相

关［30］。因此，对于从事抗疫工作较长以及有抑郁

家族史的一线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其心理健康

状况。

综上所述，在COVID-19疫情期间，抗疫一线医

护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在关注疫情

变化和患者生命健康的同时，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

健康状况同样值得关注。本研究局限性在于：①调

查对象仅限于一所定点专科医院，样本量相对较

少；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样本代表性

不高；③缺乏疫情初期的数据对照。今后需要进一

步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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