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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居家隔离期间的焦虑心理及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认

知情况。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利用“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焦虑状况,自行设

计问题评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知识得分。结果 大学生SAS标准分平均为(39.07±7.16)分,高于成人常

模(29.78±0.4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标准分50分划界,7.8%大学生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
睡眠时间变化、自感健康状况不佳及毕业年级等因素是其危险因素。医学生防控知识均分为(7.92±1.43)分,
非医学生均分(7.46±1.42)分,1年级学生防控知识均分为(7.37±1.55)分,2~4年级(7.77±1.39)分,5年级

(8.42±1.3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重线性回归显示大学生防控知识得分与焦虑心理标准得分

存在负关联(b=-0.96,t=-5.177,P<0.001)。结论 睡眠时间变化、自感健康状况不佳及毕业年级等因素

是大学生焦虑的危险因素,大学生对此次疫情的防控知识得分情况良好,防控知识得分越高焦虑心理标准分

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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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xious
 

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home
 

isolation.Methods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tar",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anxiety
 

status,and
 

the
 

self-designed
 

question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cores
 

of
 

COVID-
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Results The
 

SAS
 

standard
 

score
 

in
 

the
 

college
 

students
 

averaged
 

(39.07±7.16)
 

points,which
 

was
 

higher
 

than
 

(29.78±0.46)
 

point
 

in
 

the
 

adult
 

norm,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By
 

demarcating
 

with
 

the
 

standard
 

score
 

50
 

points,7.8%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showed
 

the
 

anxiety
 

symptoms.The
 

change
 

of
 

sleep
 

time,perceived
 

poor
 

health
 

status
 

and
 

graduation
 

grade
 

were
 

their
 

risk
 

factors.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in
 

the
 

medical
 

students
 

was
 

(7.92±1.43)
 

points
 

in
 

average,which
 

in
 

the
 

non-medical
 

students
 

was
 

(7.46±1.42)
 

points,which
 

in
 

the
 

grade
 

1
 

students
 

were
 

(7.37±1.55)
 

points,which
 

in
 

the
 

grade
 

2-4
 

students
 

were
 

(7.77±1.39)
 

points,and
 

which
 

in
 

the
 

grade
 

5
 

students
 

were
 

(8.42±1.34)
 

points,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scor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ion
 

with
 

the
 

anxiety
 

psychology
 

standard
 

scores
 

(b=-0.96,t=-5.177,P<0.001).Con-
clusion The

 

factors
 

of
 

sleep
 

time
 

change,perceived
 

poor
 

health
 

and
 

graduation
 

grade
 

are
 

the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symptoms
 

in
 

the
 

college
 

students.The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good
 

score
 

on
 

the
 

knowledge
 

of
 

pr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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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epidemic,and
 

the
 

higher
 

the
 

score
 

of
 

knowledg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the
 

lower
 

the
 

standard
 

score
 

of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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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
人群普遍易感,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防

控难度大的特点[1-2]。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在全球大

流行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3]。新冠肺炎疫

情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外研究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们心理压力增加,焦虑和抑郁患

病率明显上升[4-5]。国内一项大型纵向研究表明,新
冠肺 炎 疫 情 使 焦 虑 增 加 181.94%,抑 郁 增 加

1
 

413.01%[6]。2020年3月全国大部分城市实施居

家隔离以控制疫情,居家隔离管理带来的生活不便可

能进一步增加焦虑,而针对大学生在居家隔离期间焦

虑心理变化的研究极少,且新冠肺炎疫情居间隔离期

间大学生焦虑状况与疫情防控知识的知晓情况有无

关系尚少有研究报道。大学生因居家隔离开学延迟、
运动减少,其情绪和身心健康必然受到极大挑战。为

了解新冠疫情居间隔离期间大学生焦虑状况及对疫

情防控知识的认知情况,本研究于2020年2-4月对

大学生进行在线调查,分析焦虑与新冠肺炎防控知识

之间的关系,为后续相关部门开展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和心理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利用

“问卷星”设计问卷,于国家实施居家隔离期间(2020
年2-4月)通过班级微信群及朋友圈,邀请同学扫描

二维码参与问卷填写,至4月底共回收683份,将问

卷手机IP地址重复项以及核查有明显逻辑错误问卷

剔除后,有效问卷654份,有效率96%。

1.2 问卷内容 本研究问卷包括3个部分,第1部

分为性别、专业年级等基本信息,第2部分即焦虑自

评量表(SAS),该量表是最常用的心理测量工具之

一,含20个项目,每项4个选项:A没有或很少时间,

B小部分时间,C相当多时间,D绝大部分或全部时

间,正向计分题A、B、C、D按1、2、3、4分计;反向计分

题A、B、C、D按4、3、2、1计分,反向计分题号:5、9、

13、17、19。第3部分为新型冠状病毒及其疾病认知

情况,根据文献[7-9]对新冠肺炎防控的认知调查而设

计,覆盖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传播途径、防护措施

等,见表1。

1.3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全问卷共有41个条

目,去除基本信息及新冠肺炎防控知识题21条项目,
共有20条项目。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的Cron-

bach'sa系数为0.807,表明该问卷可靠性好,问卷内

容一致性高;问卷 KMO 值为0.858,显著性 P<
0.001,适用于因子分析。

表1  大学生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条目

序号 题目

1
新冠肺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为传染病,

并采取相应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2
哪类人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病情进展相对更快,严重程度

更高?

3 室内用食用醋能杀灭新型冠状病毒?

4 吃抗生素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吗?

5 与新冠肺炎患者近距离接触过,需要隔离多少天?

6 目前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

7 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法是?

8 怀疑自己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症状怎么办?

9 办公和公共场所如何做好预防?

10 出门在外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1.4 焦虑判断标准 20个项目的分数相加得出总

分,再乘以1.25取整数,即得标准分,低于50分者为

正常;50~59分者为轻度焦虑;>59~69分者为中度

焦虑;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我国协作组吴文源等

使用SAS量表对1
 

158例健康人进行测评与结果分

析后,得出20项标准分值为(29.78±0.46)分,从此

这个标准值就作为中国健康人的常模用作研究对比

的参照[10]。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通过“问卷星”平台导出,采
用

 

Excel
 

2016软件进行整理,并使用SPSS
 

17.0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大学生焦虑分值与成

人常模的比较采用单个样本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SAS标准分与防控知识得分的相关性采用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新冠肺炎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总体焦虑状

况 本次调查针对各年级大学生开展,共回收有效问

卷654份,其中男生214名,女生440名,男女比例为

1.0∶2.1;低年级同学(大一至大二)占48.6%(318/

654);医学类专业占59.0%(386/654);疫情防控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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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农村的占73.7%(482/654)。在654名接受调

查在校大 学 生 中,存 在 焦 虑 心 理51名,焦 虑 率 为

7.8%;其中轻度焦虑占7.3%,中度焦虑0.5%,重度

焦虑0。大学生焦虑自评量表测量评分的标准分平均

[(39.07±7.16)分]与成人常模[(29.78±0.46)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2.814,P<0.05),且标准

分均值远大于成人常模。

2.2 大学生新冠肺炎居家隔离期间焦虑单因素分

析 年级、睡眠时间变化、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成绩不佳或挂科、自感健康状况欠佳以及和同学

或家人产生矛盾对大学生产生焦虑心理有影响,见
表2。

2.3 影 响 大 学 生 焦 虑 的 多 因 素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与1年级相比,2~4年级和5年级的学生发生焦

虑的可能性分别是其1.803倍(95%CI:0.746~
4.356)、4.053倍(95%CI:1.281~12.820);自感健

康状况欠佳的学生发生焦虑的可能性是自身健康状

况良好同学的3.774倍(95%CI:1.823~7.812);与
睡眠时间无明显变化相比,睡眠时间减少与睡眠时间

增加的学生发生焦虑的可能性是分别是其8.572倍

(95%CI:3.675~19.995)、2.252 倍 (95%CI:

1.141~4.444),见表3。
表2  影响大学生焦虑单因素分析

类别
焦虑

(名)

不焦虑

(名)

焦虑率

(%)
χ2 P

性别

 男 16 198 7.5 0.046 0.831

 女 35 405 8.0

专业

 医学类 30 356 7.8 0.001 0.976

 非医学类 21 247 7.8

年级

 1年级 7 139 4.8 6.528 0.038

 2~4年级 36 422 7.8

 5年级 8 42 16.0

居住地

 城镇 15 157 8.7 0.276 0.599

 农村 36 446 7.5

父母职业

 医学类 0 15 0 0.426 0.514

 非医学类 51 588 8.0

睡眠时间变化

 增加 22 205 9.7 35.894 <0.001

 减少 13 32 28.9

 无明显变化 16 366 4.2

续表2  影响大学生焦虑单因素分析

类别
焦虑

(名)

不焦虑

(名)

焦虑率

(%)
χ2 P

隔离过

 是 2 50 3.8 0.703 0.402

 否 49 553 8.1

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成绩不佳或挂科

 是 16 116 12.1 4.299 0.038

 否 35 487 6.7

自感健康状况欠佳

 是 14 49 22.2 20.173 <0.001

 否 37 554 6.3

和同学或家人产生矛盾

 是 12 72 14.3 5.642 0.018

 否 39 531 6.8

表3  影响大学生焦虑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焦虑因素 OR
95%CI

下限 上限
P

年级

 1年级 1.000

 2~4年级 1.803 0.746 4.356 0.190

 5年级 4.053 1.281 12.820 0.017

睡眠时间变化

 无明显变化 1.000

 减少 8.572 3.675 19.995 <0.001

 增加 2.252 1.141 4.444 0.019

自感健康状况不佳

 否 3.774 1.823 7.812 <0.001

 是

2.4 大学生新冠肺炎防控认知情况 不同专业和年

级间的大学生对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得分有差异,医学

生分数较非医学生高,2~4年级和5年级学生分数较

1年级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不同类别大学生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得分情况

类别 n x±s t/F P

性别

 男 214 7.64±1.54 -1.083 0.279

 女 440 7.78±1.39

专业

 医学 386 7.92±1.43 4.010 <0.001

 非医学 268 7.46±1.42

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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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不同类别大学生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得分情况

类别 n x±s t/F P

 城镇 172 7.89±1.47 1.664 0.097

 农村 482 7.67±1.43

父母职业

 医学 15 8.13±1.64 0.963 0.351

 非医学 639 7.72±1.44

年级

 1年级 146 7.37±1.55 10.767 <0.001

 2~4年级 458 7.77±1.39

 5年级 50 8.42±1.34

2.5 大学生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得分与焦虑心理标准

分的相关关系 为进一步分析防控知识与焦虑得分

关系,将表2与焦虑有关的因素纳入线性回归模型,
校正自感身体状况、睡眠时间变化及和同学或家人产

生矛盾等因素后,发现大学生防控知识得分仍然与焦

虑心 理 标 准 得 分 存 在 负 关 联 (b= -0.96,t=
-5.177,P<0.001),防控知识得分每增加1分,焦虑

心理标准分降低0.96分,见表5。
表5  大学生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得分与焦虑心理

   标准分的关系

项目 B t P

常量 47.790 31.466 <0.001

防控知识得分 -0.960 -5.177 <0.001

睡眠时间变化 -0.922 -3.211 <0.001

自感健康状况欠佳 5.567 6.039 <0.001

和同学或家人产生矛盾 1.652 2.024 0.043

3 讨  论

3.1 新冠肺炎居家隔离期间焦虑心理的影响因

素 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新冠肺炎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7.8%的大学生呈现中度焦虑。日

本一项基于网络的问卷调查的横断面研究也表明,大
学生在自我隔离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下降[5]。国内

一项14
 

769
 

名大学生队列研究采用自评焦虑量表评

价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前后焦虑变化,发现新冠肺炎

疫情前大学生焦虑患病率为1.44%,而疫情后焦虑患

病率为
 

4.06%,疫情明显增加大学生焦虑心理[4]。本

次查中,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焦虑评分高于全国

成人常模,且高于该队列结果,说明居家隔离可能进

一步增加大学生焦虑心理。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

件对于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人来说,其本身就容易引

起心理压力上升,同时长期居家隔离,处于封闭环境

中,活动空间受限、接触人员局限、信息获取杂乱、空

余时间增加以及消遣途径单一等问题,居民会产生一

定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对身心健康产生一定影响,焦
虑情绪更容易滋生[11-14]。

本研究发现焦虑状态可能与年级、学生自感健康

状况、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成绩、与同学或

家人产生矛盾以及睡眠时间变化相关。高年级学生

较低年级学生容易产生焦虑心理。江永燕等[15]选取

四川省5所高校大学生7
 

423名,调查疫情下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大五的学生心理状况不如低年

级。究其原因可能是高年级同学面对突发的疫情,担
心毕业事宜及就业问题受疫情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下,尤为担心毕业后的就业和择业,从而对焦虑

情绪敏感。本次调查显示,与同学或家人产生矛盾对

大学生产生焦虑心理有影响,这与卢珊等[16]的研究结

论相一致。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有的出行、聚会等

活动计划,使得大学生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的人际交往

主要局限于家庭成员,某些情绪不愿与家人分享,虽
可通过社交软件(微信、QQ等)和朋友倾诉自己的情

绪,分享自己的心情,缓解自己的不良情绪,但沟通的

效果远不如面对面的沟通,由此大学生容易出现焦虑

心理。有研究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始阶段,
人们会因自身健康担忧以及缺少必要卫生常识而过

度担忧,进 而 导 致 从 众、恐 怖、焦 虑 等 心 理 问 题 出

现[17]。本研究也发现部分学生因自感健康状况欠佳,
本就存在担忧,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加容易滋

生焦虑情绪。部分人群受认知影响比较大,在大量疫

情相关信息反复刺激下导致注意力、记忆力受影响;
因居家隔离措施,部分人群生活、行为方式改变比较

大,例如睡眠时间、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的变化[18-19]。
本研究发现,睡眠对大学生焦虑心理评分影响,以睡

眠时间减少最为显著。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居家隔离

期间由于日常活动受到限制,使用电子产品娱乐时间

明显增加,研究对象中每日手机娱乐时间基本在2
 

h
以上,其中5

 

h以上者存在手机成瘾倾向[20],这将使

大学生出现熬夜等习惯,加上对疫情事态发展的过度

关注也会导致睡眠时间发生变化,进而容易出现焦虑

心理反应;该研究表明手机娱乐时间>5
 

h/d是居家

隔离期间大学生出现负性情绪的危险因素。此次新

冠肺炎暴发流行事件发生突然,短期出现大量感染

者,政府突然采取的居家隔离防控措施,大学生无法

及时作好心理准备,睡眠受到影响,从而更容易出现

焦虑情绪[21-23]
 

。

3.2 新冠肺炎居家隔离期间防控认知情况 大学生

关于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得分情况较好,王帅等[24]通

过网络问卷平台对青岛大学1
 

365名大学生进行的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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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认知自评,发现大学生对此次疫情相关知识的认知

和熟悉程度总体上处于相对熟悉水平,医学生的认知

熟悉程度要明显高于非医学生,这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这说明大学生对此次疫情比较关注,同时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通过网络、新闻媒体、社区宣传

教育等各种措施起到良好效果。同时随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日渐深入人心,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意识有所增强,青年大学生无论是在对待事物的观念

抑或是行为表现在主流上是健康积极向上的[25-26]。
因此面对网络媒体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实谣言和

伪科学言论,大学生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问题,且大

学生相比其他社会群体,辨别信息和学习防控知识的

能力较强,所以对疫情防控知识掌握情况良好,其中

医学生结合自身所学专业知识,更易了解和掌握新冠

肺炎疫情的防控知识,故而医学生的知晓率明显高于

非医学生。此外,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明确,新冠肺

炎疫情的防控知识得分与焦虑心理得分呈负关联。
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成为一个新的知识面,有研究表

明,对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的护士孤独

感水平越低,防控知识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护士工

作的心理体验[27]。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防控知识得

分越高焦虑心理标准分越低,说明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知识掌握得好则更加清楚新冠肺炎可防、可控,从
而减少焦虑心理的产生。因此,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疫

情防控知识教育,提高知晓率,特别是大学生对于新

冠肺炎传染病分类和防控措施分类不明确,对目前确

定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方式也不清楚,以及不知对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症状如何应对,关于该方面新冠

肺炎防控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应加大力度。
 

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焦虑,睡眠时

间变化、自身健康状况不佳及毕业年级是大学生新冠

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焦虑症状出现的危险因素。
大学生对此次疫情的防控知识知晓情况与焦虑得分

有关,防控知识得分越高焦虑心理标准分越低。因

此,疫情防控期间应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同时

加强疫情宣教,加强防控宣教,这对提高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筑牢抗疫防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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