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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
患者住院期间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医疗机构在疫情环境下改善慢性疾病患者负性心理状况(促进其全
面康复提供依据和参考$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年1+3月收治的#0"
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调
查!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0"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负性心理表现明显!抑郁阳性检出率为!$49!/
"19)#0"#!焦虑阳性检出率为2142#/".$)#0"#!2!400/"!1)#0"#的焦虑阳性患者同时具有抑郁症状$慢性疾
病住院患者社会支持水平与焦虑(抑郁得分呈负相关"1e\$4292(\$4##$!E%$4$.#!其中#.40#/"02)#0"#
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较差$患者焦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为平均住院时间"E%$4$.#!患者抑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有住院手续与无疫情时相比情况(平均住院时间(社会支持水平(个人饮酒史等"E%$4$.#$结论!新冠病毒感
染疫情背景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抑郁阳性检出率均高于非疫情时期!焦虑(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以轻(中度
为主!提示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加强对此类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通过提前性(综合性手段进行干预!加
强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促进患者全面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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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持续时

间长(波及面广%2%#&'病毒自身的多轮变异致使全球疫

情快速扩散'给全社会公共卫生健康带来极大的风险

和挑战)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

国接壤'边境线长'口岸复杂'近半年来几乎每天均有

境外输入病例'使云南省疫情输入风险非常严峻)昆

明市某三甲医院长期/双线作战0'一方面持续派驻医

疗队参与边境抗疫#援建边境方舱医院'支援瑞丽(河

口等地$+另一方面'作为全省医疗业务量最大且独立

设有感染性疾病科的综合三甲医院'时常接诊到散发

的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病例)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期间该医院各流程的严格管控一定程度上对普通来

院患者心理造成影响'尤其是需要频繁来院就诊(多

次接受住院治疗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患

者'其情绪极易受到自身疾病和疫情下医院环境的双

重影响)有调查显示'住院患者最常见的心理障碍是

焦虑和抑郁%!&'但目前综合医院非精神专科对心理障碍

的临床识别率较低'合理治疗率更低%9&)因此在新冠病

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本研究对昆明市某三甲医院慢性疾

病患者住院期间的心理健康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为今

后提高慢性疾病住院患者心理障碍识别率(进一步优化

慢性疾病住院患者健康管理(优化危机干预机制提供

依据)

C!资料与方法

C4C!资料

C4C4C!研究对象!#$#2年1,3月采用方便抽样法

选取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性疾病住

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的样本量要

求'样本量至少是变量数的.#2$倍%.&'同时'考虑无

效样本(精力等因素最终确定样本量为!$$例)本研

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调查对象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C4C4D!纳入标准!#2$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2$版

#U'T%2$$的诊断标准%"&+##$年龄大于或等于21岁'

患2种及以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住院91B以上+#!$

慢性疾病程大于或等于2年'意识清楚能正确回答问

题+#9$签署知情同意书)

C4C4E!排除标准!#2$正在服用抗焦虑(抑郁或镇静

类药物者+##$合并严重的心(肺(肝(肾等躯体疾病

者+#!$合并严重的语言障碍(视听障碍(认知障碍者+

#9$有精神疾病史者+#.$不愿意参加本研究者)

C4D!方法

C4D4C!一般资料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

查表调查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资料及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下医院流程和措施改变情况(患者

就医方式和就医习惯改变情况等)

C4D4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W)$!采用肖水源

#231"$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测试%0&)量表

共2$个条目(!个维度'量表总分低于!!分为社会支

持水平较差'!!分及以上为社会支持水平较好)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E<7LADBh-(系数为$4.0#)

C4D4E!焦虑自评量表#):)$%1%3&及抑郁自评量表

#)T)$%2$&!):)%1%3&和)T)%2$&由华裔教授[cZ]编

制'用以评定被测者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和)T)
各#$个条目'采用9级计分)):)标准分小于.$分

为正常'.$#%"$分为轻度焦虑'"$#%0$分为中度

焦虑'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E<7LADBh-(系数为$40"9+)T)标准分小于.!分为

正常'.!#%"!分为轻度抑郁'"!#%0!分为中度抑

郁'0!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E<7LADBh-(系数为$41#)

C4D4F!问卷发放和收集!研究组成员在本院慢性疾

病病房发放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介绍调查目

的(意义及填写方法'填写完由研究人员核查并回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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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整理(汇总(统计和保管)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份'回收有效问卷#0"份'有效回收率为3#4$$/)

C4E!统计学处理!使用*J6TA?A!42软件录入问卷'
采用)R))#$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频
数(百分比表示'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j>表示'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E#.'E0.$表示'分别采

用"#(5(秩和检验)另采用)J>AEFA7相关性分析及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E%$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结!!果

D4C!一般资料!本研究共纳入调查对象#0"例'其
中风湿免疫科21例'内分泌科21例'心脏内科9"
例'消化内科90例'血液科#.例'肿瘤内科#.例'呼
吸内科2.例'耳鼻喉科#$例'乳腺外科3例'心胸外
科23例'血管外科2!例'中医科#2例)#0"例患者
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及疫情相关信息见表2)

表2!!调查对象一般资料及疫情相关信息&*e#0"'

项目 * 构成比#/$

性别

!男 29$ .$40$

!女 2!" 934!$

年龄#岁$

!%"$ 219 ""40$

!&"$ 3# !!4!$

民族

!汉族 ##9 124#$

!少数民族 .# 2141$

婚姻状况

!未婚 #3 2$4.$

!已婚 ##! 1$41$

!丧偶 20 "4#$

!离异 0 #4.$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201 "9493

!中专或大专 .! 234#2

!本科 92 294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9 249$

工作状态

!有固定工作 "" #!432

!无固定工作 2$2 !"4.3

!退休 "! ##41!

!其他 9" 2"4"0

居住地

!省会"直辖市 0# #"42$

!地级市 !9 2#4!$

!县城 .2 214.$

!乡镇 #! 14!$

续表2!!调查对象一般资料及疫情相关信息&*e#0"'

项目 * 构成比#/$

!农村 3" !941$

住院手续办理与无疫情时相比情况

!没变化'无影响 0" #04.9

!手续增加'不影响住院 2.. ."42"

!手续增加'住院很困难 9$ 294.$

!手续增加'仍无法住院 . 241$

!医生不再建议住院 $ $

疫情对就医习惯的影响

!仍习惯与医生面对面就诊 2#1 9"4!1

!通过平台软件线上就诊 !" 2!4$9

!先自己服药'不行再找医生 "3 #.4$$

!通过网络自行查询疾病信息 #. 34$"

!向亲友咨询 21 "4.#

D4D!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抑郁总体情
况!本研究发现'#0"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中抑郁阳
性患者19例'抑郁阳性率为!$49!/#19"#0"$+焦虑
阳性患者.$例'焦虑阳性率为2142#/#.$"#0"$+同
时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患者占比为2!400/#!1"

#0"$)见表#)
表#!!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抑郁情况 &*e#0"'

变量 构成%*#/$& 变量 构成%*#/$&

焦虑 抑郁

!正常 ##"#12411$ !正常 23##"34.1$

!轻度焦虑 !3#2942!$ !轻度抑郁 .9#234."$

!中度焦虑 1##43$$ !中度抑郁 #"#349#$

!重度焦虑 !#24$3$ !重度抑郁 9#2499$

D4E!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社会支持与焦虑(抑
郁相关性分析!#.40#/#02"#0"$的慢性疾病住院患
者社会支持总分低于!!分'同时)J>AEFA7相关性分
析表明'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W)各维度得分
与):)()T)得分均呈负相关#E%$4$.$)见表!)

表!!!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社会支持与焦虑%

!!!抑郁相关性分析

因素 统计值 焦虑 抑郁

客观支持 1 \$42". \$4#12

E $4$$" %$4$$2
主观支持 1 \$4$01 \$42#1

E $4230 $4$!!
支持利用度 1 \$4290 \$429#

E $4$2. $4$21
社会支持量表总分 1 \$4292 \$4##$

E $4$23 %$4$$2

!!注!1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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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F!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抑郁单因素分

析!经单因素分析发现'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现象

在医护人员信任度(平均住院时间(本次住院方式方

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4$.$+慢性疾病住院患者

抑郁现象在个人饮酒史(本次住院方式(住院手续办

理与无疫情时相比情况(病友间戴口罩(门诊及病房

增加消毒措施(医护人员信任度(住院频率(平均住院

时间(住院评价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4$.$)

见表9)

表9!!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抑郁单因素分析"*e#0"#

项目 构成%*#/$&
焦虑

! E

抑郁

! E

个人饮酒史 \24913 $42!0 \#4$00 $4$!1

!有 !0#2!492$

!无 #!3#1"4.3$

本次住院方式 2$4"$" $4$!2 2#4309 $4$22

!急诊收住院 #3#2$4.2$

!门诊收住院 2.0#."413$

!定期住院 !3#2942!$

!其他医疗机构转诊入院 !"#2!4$9$

!其他途径入院 2.#.49!$

住院手续办理与无疫情时相比情况 .4#.. $42.9 1409$ $4$!!

!与以前一样 0"##04.9$

!手续增加'不影响住院 2."#."4.#$

!手续增加'住院很困难 92#2941"$

!手续增加'仍无法住院 !#24$1$

!医生不再建议住院 $

病友间戴口罩交流减少感到不舒服 \$4$#3 $4300 \#4!3" $4$20

!是 !9#2#4!#$

!否 #9##104"1$

门诊及病房增加消毒措施 \240!1 $4$1# \#4$.! $4$9$

!是 291#.!4"#$

!否 2#1#9"4!1$

住院频率 "3##.4$$$ 34$$1 $42$3 2"4$#1 $4$$0

!无需住院仅门诊接受治疗

!!年以上住院2次 .$#2142#$

!每年住院2次 ..#2343!$

!每年住院##9次 92#2941"$

!每年住院.次及以上 !9#2#4!2$

!其他 #0#3401$

平均住院时间 2"4"#" $4$$2 341"0 $4$#$

!2#.K 02##.40#$

!"#2$K 29!#.2412$

!22#2.K 92#2941"$

!2"K及以上 #2#04"2$

D4H!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抑郁多因素分

析!以焦虑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以患者对医护人员信

任(本次住院方式(平均住院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将平均住院时间#2#.K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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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e#'22#2.Ke!'2"K及以上e9$纳入回归方

程)见表.)以抑郁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以个人饮酒

史(本次住院方式(住院手续办理与无疫情时相比情

况(病友间戴口罩(门诊及病房增加消毒措施(住院频

率(平均住院时间(医护人员信任度(住院评价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个人饮酒史#有e2'

无e#$(平均住院时间#2#.Ke2'"#2$Ke#'22#
2.Ke!'2"K及以上e9$(住院手续办理与无疫情时

相比情况#不麻烦'没任何影响e2+手续增加'但不影

响住院e#+医生不再建议住院e!+手续增加'住院很

困难e9+手续增加'仍无法住院e.$(社会支持#原值

输入$纳入回归方程)见表")
表.!!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焦虑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5 E

常量 9.4233 94#32 \ 2$4.!! %$4$$2

平均住院时间 #4.!. $4"!3 $4#!" !43"0 %$4$$2

!!注!\表示无此项+P#e$4$0#'调整P#e$4$.1'/e.42!"'Ee

$4$$2)

表"!!疫情下慢性疾病住院患者抑郁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回归系数
5 E

常量 914"0$ 34#!9 \ .4#02 %$4$$2

平均住院时间 #4019 $40.. $4#2" !4"10 %$4$$2

个人饮酒史 \.4$"$ 2439. \$42.# \#4"$2 $4$2$

住院手续办理与无疫情

时相比情况

24.3! $4""3 $429! #4!03 $4$21

社会支持 \$4#9! $4$1$ \$4203 \!4$23 $4$$!

!!注!\表示无此项+P#e$42.9'调整P#e$42#$'/e94."2'E%

$4$$2)

E!讨!!论

E4C!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本院慢性疾病患者住

院期间心理健康现状!本研究聚焦#$#2年1,3月

本院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研究结果

显示'慢性疾病患者焦虑(抑郁及焦虑抑郁共病的检

出率分别为2142#/#.$"#0"$(!$49!/#19"#0"$(

2!400/#!1"#0"$'心理异常症状严重程度以轻(中度

为主'均提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本院部分慢性

疾病住院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欠佳'这与国内其他学

者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对普通病房患者的

研究结果类似%22&)此外'非疫情防控期间'陶建青

等%2#&对我国综合医院患者抑郁焦虑患病率经F>?A分

析发现'住院患者焦虑(抑郁及焦虑抑郁共病患病率

分别为142$/(2!4"$/(.4#$/'且中国疾控中心慢

病中心在#$2.,#$2"年全国3个地区#区"县$慢性

疾病患者心理健康促进需求评估的调查中显示!慢性

疾病患者中有焦虑症状者占2"42/'有抑郁症状者占

#940/%2!&)上述研究结果均低于本研究'提示经历过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这一应激反应后'慢性疾病患者住

院期间焦虑(抑郁阳性检出率增高)这可能与疫情防

控期间慢性疾病患者就医方式发生改变#面诊次数减

少(取药间隔延长$有关'也可能与临床对躯体症状的

重视程度远高于心理状态'患者在住院期间得不到良

好的心理疏导有关)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年底'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导致全球新增0$$$万例抑郁

症患者'3$$$万例焦虑症患者'数亿人或出现失眠问

题)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人类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类

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要持续#$年%29&)另据研究

报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普通病房住院患者出

现的不良心理可直接影响其诊疗行为'也易引起医患

纠纷%2.&)因此'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医疗机构

加强对慢性疾病住院患者心理健康的重视'稳定其情

绪十分有必要)

E4D!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本院慢性疾病住院患

者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E4D4C!医院内疫情管控措施!本研究结果显示'医

院内疫情管控措施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患者的负性心

理)首先'疫情下本院住院手续的增加与患者的抑郁

程度呈正相关#E%$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

疗机构不仅要满足正常诊疗需求'更要严格执行疫情

防控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就诊环境(医疗流程等发

生改变%2"&'均对患者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

住院手续增加导致非急危重症的患者更倾向于线上

就诊而产生不安+医患之间佩戴口罩(保持必要的安

全距离造成交流障碍+门诊(病房增加消毒措施(减少

家属留陪等让患者感到孤独和恐慌且自觉增加洗手

次数等)其次'本研究中因疫情延迟就医的慢性疾病

患者通过不同的就诊方式被收住院'由急诊科收治住

院的患者更焦虑)王子予等%20&调查显示'慢性疾病患

者情绪波动#!041$/$是延迟就医后的第三大影响'

患者会因未能及时治疗(病情加重等产生负面情绪)

再者'本研究中平均住院时间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呈

正相关#E%$4$.$)医院属于高风险场所'患者住院

时间越长'发生医院内感染的风险越高'加之新冠病

毒感染疫情持续性的存在与突然性的波动更加剧了

住院患者的消极心理)因此'建议医疗机构在确保医

疗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控制住院指征'努力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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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分时段有序就诊和预约检查'

同时加强导医服务'增加院内标识与告知'以减少疫

情下人群聚集感染的风险'减少患者恐慌'在科学高

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兼顾人文关怀'使广大患

者享受更安心(更优质的就医服务)

E4D4D!社会支持水平!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社会

支持程度与焦虑(抑郁总分均呈负相关#E%$4$.$'且

#.40#/#02"#0"$的慢性疾病住院患者社会支持总分

低于!!分'社会支持水平较差'提示其焦虑和抑郁的

风险程度较高)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有研究

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R;)T$

的影响因素%21&'这也与 ):W) 期间的相关研究结

果%23&一致)充足而积极的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

康和睡眠均有积极影响'有助于个体保持最佳的机体

免疫功能'从而可能间接地帮助其抵抗病毒的侵

袭%#$&)因此'在主观支持方面'鼓励患者家人(亲戚朋

友等遵守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相关规定'通过视频安抚

患者'使患者在精神和情绪上可以得到更多满足+在

客观支持方面'安排病情类似的患者住同一病房'以

增加患者之间的沟通与支持+在支持的利用度方面'

医护人员用专业知识提高患者对社会支持的领悟%#2&'

使其转化为患者战胜疾病(恢复社会功能的动力%##&)

E4D4E!个人饮酒史!本研究中个人饮酒史是慢性疾

病住院患者容易产生抑郁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

是因为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

大'不少人有吸烟(饮酒等嗜好)既往曹宁等%#!&研究

结果表明'饮酒模式与疼痛"不舒服和焦虑"抑郁维度

有关系'饮酒会影响高危人群的躯体和精神健康)因

此'建议照护人员和患者家属对有饮酒史的患者予以

更多的关注和照护'督促患者戒烟限酒+同时'以不同

形式的健康宣教增进慢性疾病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

任程度'帮助其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及内在的治疗依

从性)

综上所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本院部分慢

性疾病住院患者心理健康状况欠佳'且受医院疫情管

控措施(社会支持水平与个人饮酒史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虽然焦虑(抑郁发生率高'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因此'建议医疗机构应更加主动地关注和照护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慢性疾病患者这一群体'主

动(及时(准确地提供疫情信息和提前告知患者医院

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缓解住院患者负面情绪+针对影

响因素制订并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引入心理学等专

业人士参与患者诊疗方案的制定'为住院患者提供切

实有效的心理支持)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医院

更加关注住院患者心理健康也是一所医院人文关怀

与文化底蕴的具体体现)

虽然本研究结果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慢

性疾病住院患者防治焦虑(抑郁具有积极意义'但本

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2$仅抽取了一段时间内来院

就诊的患者'样本量较小'无法全然窥探昆明市慢性

疾病患者的全貌和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

为横断面研究'只能提供相关性的证据'而不是因果

关系'需要进行纵向研究或前瞻性对照试验研究以梳

理出关联的因果方向)#!$问卷调查可能存在一定的

主观影响'并且作为匿名调查'采集信息的准确性尚

有待考证'但总体信度较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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