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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新型冠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4#感染暴发期间方舱医院第三方志愿者

的心理状况及睡眠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对#$##年9\.月在方舱医院工作的2!1例第三方志愿者

采用基本情况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R+8%3#(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T%0#!利用,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

结果!第三方志愿者.#例"!04"1/#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9!例"!242"/#出现不同程度焦虑症状$第三

方志愿者抑郁(焦虑症状的出现分别与是否感染新冠病毒有关"E%$4$.#$结论!第三方志愿者在方舱医院工

作期间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状态!对自身健康造成重大威胁!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心理干预$

"关键词#!奥密克戎%!方舱医院%!志愿者%!心理状况

!"#!2$4!3"3"546--742$$3%..234#$#!4$34$#3 中图法分类号$W9
文章编号$2$$3%..23"#$#!#$3%2.03%$. 文献标识码$,

!!自#$23年底新型冠状#新冠$病毒感染暴发'国

家积极应对'展开疫情防控)在与新冠病毒对抗的几

年时间中'病毒不断产生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

变体,:4#出现'其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致病

性低(隐匿性强等特点'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2&)

方舱医院的使用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方舱

医院内工作人员除了医护(消防(警察外'第三方志愿

者也是疫情防控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其心理及睡眠方

面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应激状态)为了解第三方志

愿者在抗击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变体,:4#感染暴

发期间心理及睡眠状况'分析其原因'为第三方志愿

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及护理对策提供相应

依据'作者进行了本次研究)

C!对象与方法

C4C!调查对象!选取#$##年9\.月在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方舱医院工作的2!1例第三方志愿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2$同意参加此次线上问卷调查+

##$既往无心理和睡眠方面障碍)排除标准!#2$拒绝

参加此次调查+##$既往诊断有心理或#且$睡眠问题+

#!$无法理解问卷内容)

C4D!调查方法!本次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通过/问

卷星0进行线上调查)问卷为匿名填写'限时##$##年

.月"\3日$收集'共发放问卷2!1份'实际完成及收

回2!1份'有效回收率为2$$4$/)

C4D4C!一般情况调查表!采用研究者自行编制的基

本情况问卷'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地点(

连续上班时间(期间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及确诊时间)

C4D4D!心理状况评定!使用抑郁症状群量表#R+8%

3$%#&(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T%0$%!&对第三方志愿

者心理状况进行评定)#个量表内容简洁(易懂'国际

通用'有很高的信度与效度%!%.&'近年来在临床上被广

泛使用%"&'可以帮助医务工作者快速筛查出抑郁(焦

虑患者)#2$R+8%3共3个条目'采用/没有0#$分$(

/有几天0#2分$(/一半以上时间0##分$(/几乎天天0

#!分$条目进行评分'评分标准!$#9分为无'.#3分

为轻微'2$#29分为中度'2.#23分为中重度'#$#
#0分为重度)##$]:T%0共0个条目'采用/完全不

会0#$分$(/好几天0#2分$(/超过2周0##分$(/几乎

每天0#!分$条目进行评分'评分标准!$#9分为无'

.#3分为轻微'2$#2!分为中度'29#21分为中重

度'23##2分为重度)

C4D4E!质量控制!本次问卷采用线上网络调查'在

不记名(严格保密研究对象信息的原则下进行'保证

研究对象无额外心理负担进行作答)#2$问卷调查每

题必须作答'所有题目作答完方能提交'避免调查内

容出现缺失+##$后台设置每个UR只能作答2次'避

免重复答题引起后台数据收集混乱+#!$逐份分析数

据'对不合理答案进行核实'保证答题内容真实性)

C4E!统计学处理!对数据进行核查(整理'应用统计

学软件 )R))#.4$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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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0.$表示'同时采用 b6ID<H<7两样本秩和检验

比较组间差异性+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表示)使用

)J>AE-<7相关分析抑郁和焦虑症状得分是否具有相

关性及其相关程度)以R+8%3(]:T%0得分作为因变

量'分别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检验

水准#($为$4$.)E%$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结!!果

D4C!基本情况及R+8%3(]:T%0调查结果!本研究

调查对象共2!1例'基本情况及R+8%3(]:T%0调查

结果见表2#!)其中'有抑郁症状.#例#!04"1/$'

有焦虑症状9!例#!242"/$)

D4D!调查对象心理状况!方舱医院第三方志愿者无

症状及抑郁(焦虑轻微症状占比较多'调查对象心理

状况见表9)

D4E!抑郁症状与焦虑症状组间差异性与相关性分

析!第三方志愿者抑郁症状得分中位数为#4.#$'0$

分'焦虑症状得分中位数为$4.#$'"$分'抑郁与焦虑

症状得分差值中位数3./置信区间为$#$'2$'两者

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4!2'Ee$4$#$)

同时'R+8%3与 ]:T%0得分呈显著正相关#1e

$410.'E%$4$$2$)

表2!!调查对象基本情况&*e2!1'

基本情况 项目 * 构成比#/$

性别 男 223 1"4#!

女 23 2!400

年龄 #2#!$岁 "" 9041!

$!$#9$岁 .# !04"1

$9$#.$岁 23 2!400

$.$岁 2 $40#

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 !341"

高中或高职 !3 #14#"

专科 !1 #04.9

本科 " 94!9

工作地点 舱内 2!# 3.4".

舱外 " 94!.

连续上班时间 %2周 !2 ##49"

2#%#周 !1 #04.9

##%!周 20 2#4!#

!周及以上 .# !04"1

确诊新冠病毒

感染情况
是 1$ .0430

否 .1 9#4$!

表#!!调查对象R+8%3调查结果"*&/'(*e2!1#

选项 没有 有几天 一半以上时间 几乎天天

做什么事都没兴趣'没意思 1##.349#$ 92##3402$ 0#.4$0$ 1#.41$$

感到心情低落'抑郁'没希望 1##.349#$ 9!#!242"$ "#94!.$ 0#.4$0$

入睡困难'总是醒着或睡得太多'嗜睡 02#.249.$ !"##"4$3$ ###2.439$ 3#"4.#$

常感到很疲倦'没劲 0!#.#43$$ 91#!9401$ 2$#04#.$ 0#.4$0$

口味不好或吃得太多 0.#.94!.$ 9"#!!4!!$ "#94!.$ 22#0430$

自己对自己不满'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或让家人丢脸了 2$!#094"9$ #9#204!3$ 9##43$$ 0#.4$0$

无法集中精力'即便是读报纸或看电视时'记忆力下降 1.#"24.3$ !1##04.9$ "#94!.$ 3#"4.#$

行动或说话缓慢到引起人们注意'或刚好相反'坐卧不安(烦躁易怒'到

处走动

2$$#0#49"$ #3##24$#$ ##249.$ 0#.4$0$

有不如一死了之的念头'或想怎样伤害自己一下 2#!#1342!$ 1#.41$$ ##249.$ .#!4"#$

表!!!调查对象]:T%0调查结果"*&/'(*e2!1#

选项 完全不会 好几天 超过2周 几乎每天

感觉紧张(焦虑或急切 13#"94.$$ !0##"412$ .#!4"#$ 0#.4$0$

不能够停止或控制担忧 31#024$2$ #3##24$#$ !##420$ 1#.41$$

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过多 19#"$410$ !0##"412$ .#!4"#$ 2##140$$

很难放松下来 13#"9493$ !1##04.9$ !##420$ 1#.41$$

由于不安而无法静坐 39#"142#$ !.##.4!"$ ##249.$ 0#.4$0$

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 10#"!4$9$ !1##04.9$ .#!4"#$ 1#.41$$

感到似乎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而害怕 2$$#0#49"$ #"#2141.$ .#!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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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调查对象心理状况"*&/'(*e2!1#

量表 没有 轻微 中度 中重度 重度

R+8%3 1"#"#4!#$ !2###49"$ 2!#349#$ 2#$40!$ 0#.4$0$

]:T%0 3.#"1419$ !###!423$ ##249.$ ##249.$ 0#.4$0$

D4F!抑郁症状得分(焦虑症状得分单因素回归分

析!抑郁与焦虑症状的出现均与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工作地点(连续工作时间无关#E$$4$.$'与是

否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有关#E%$4$$2$)见表.)

表.!!调查对象心理状况单因素分析"*&/'(*e2!1#

基本情况 项目 * 抑郁#*e.#$ 焦虑#*e9!$

性别 男 223 9.#!041#$ !0#!24$2$

女 23 0#!"419$ "#!24.1$

"# \ $4$$0 $4$$#

E \ $43!. $43""

年龄 #2#!$岁 "" #"#!34!3$ #2#!241#$

$!$#9$岁 .# #$#!149"$ 23#!"4.9$

$9$#.$岁 23 .##"4!#$ ##2$4.!$

$.$岁 2 2#2$$4$$$ 2#2$$4$$$

"# \ #403. "4"3.

E \ $49#9 $4$1#

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 2!##!4"9$ 2!##!4"9$

高中或高职 !3 #2#.!41.$ 2.#!149"$

专科 !1 2"#9#422$ 2!#!94#2$

本科 " ##!!4!!$ ##!!4!!$

"# \ $4"1. $4".2

E \ $4100 $411.

工作地点 舱内 2!# 93#!042#$ 9$#!$4!$$

舱外 " !#.$4$$$ !#.$4$$$

"# \ $49$. 24$!1

E \ $4"0# $4!0.

连续上班时间 %2周 !2 2!#92439$ 2$#!#4#"$

2#%#周 !1 21#904!0$ 2!#!94#2$

##%!周 20 "#!.4#3$ "#!.4#3$

&!周 .# 2.##141.$ 29##"43#$

"# \ !401! $41"2

E \ $4#1" $41!.

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是 1$ 9##.#4.$$ !!#924#.$

否 .1 2$#204#9$ 2$#204#9$

"# \ 2943#9 34$!.

E \ %$4$$2 $4$$!

!!注!\表示无此项)

D4H!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得分多因素回归分析!纳

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地点(连续上班时间(

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构建多因素线性回归方程)

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地点不影响抑郁症

状得分#E$$4$.$'而不同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是

抑郁症状得分的影响因素#E%$4$$2$)见表")不

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地点对焦虑症状得分

无影响#E$$4$.$'而不同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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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状得分有影响#Ee$4$$2$)见表0)
表"!!R+8%3多因素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5 E

受教育程度 $4$$. $4.". $4$2$ $433#

性别 \$49$" 24... \$4#"2 $4039

年龄 \$4$"3 $40#0 \$4$3. $43#.

工作地点 \$4903 #4.#! \$423$ $41.$

连续上班时间 $4!#3 $4.9" $4"$! $4.91

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4.90 24!2# \94##" %$4$$2

表0!!]:T%0多因素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5 E

受教育程度 $4#$2 $491! $492. $4"01

性别 $4$#. 24!!2 $4$23 $431.

年龄 $4$2! $4"## $4$#2 $4319

工作地点 \$4210 #42.3 \$4$10 $43!2

连续上班时间 $4#0! $49"0 $4.1. $4."

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409. 242#! \!4!!" $4$$2

E!讨!!论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来势凶猛'民众的生命健康受

到了重大威胁'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状态'

心理问题发生率高(程度严重%0&)志愿者作为方舱医

院工作人员'主要承担安保(清洁(物资转运等工作'

工作期间动作幅度大(耗费体力多'他们面临着更大

的风险'进而心理状态极为不稳定)由于与家人分

离(生活环境改变(担忧自身感染新冠病毒等因素'第

三方志愿者出现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症状'且有些

心理症状持续时间长(复杂性大)如何更好地保护(

管理志愿者'最大限度发挥志愿者的力量'必须从志

愿者的角度出发'/急志愿者之所急'想志愿者之所

想0'充分了解志愿者心理状况'以便提供切实有效的

解决措施)

本次 调 查 结 果 显 示'第 三 方 志 愿 者 .# 例

#!04"1/$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9!例#!242"/$

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出现

均与是否感染新冠病毒有关'新冠病毒感染率越高'

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生率也越高)究其原因可能如

下!#2$对疾病本身的恐惧)新冠病毒奥密克戎亚变

体,:4#传播速度相比以往变异株更快'干预难度增

加'人传人范围更广%1&)同时'第三方志愿者可能对

本次传播疫情病毒认知不足'听信网络上不实传言'

加重了自身抑郁及焦虑症状'反而不利于病情恢复'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受疾病症状困扰)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患者中'轻症(无症状感染者居

多'轻症患者以咳嗽(咽痛(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症

状为主'但同时伴有乏力(发热(头痛(肌痛(胸闷(腹

泻等症状%3&)疾病本身对新冠病毒感染志愿者躯体折

磨'影响饮食(睡眠(情绪等各方面'且其在方舱医院

内住院时间较长'出院后也有一定复阳率'这给他们

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相比未感染的第三方志愿者

抑郁(焦虑症状的发生率有大幅度升高)#!$对自身

病情了解少)新冠病毒感染志愿者被所在方舱医院

统一集中收治'由于感染患者众多'核酸检测结果信

息上传不及时'感染志愿者无法及时获取核酸结果'

这从根本上加剧了感染志愿者抑郁(焦虑的程度)

#9$第三方公司保障不足)志愿者在工作期间感染'

属于工伤范畴'第三方劳务公司对他们工伤补贴不

够)同时'志愿者担心返回工作岗位后有再次被感染

的风险)#.$工作强度大'感染率高)患者体量太大'

需要第三方志愿者保障的工作多而烦琐'还需面对患

者的负面情绪'在一个密闭且硕大的空间里'面对的

均是已感染的患者'处在一个高危的环境中'导致志

愿者的压力及感染风险加大)

针对以上可能的原因及对部分第三方志愿者的

访谈'为第三方志愿者制定了心理干预措施如下!#2$

建立志愿者专属心理咨询平台%2$&'为他们提供专业的

心理咨询服务'定期为志愿者做心理测评'帮助他们

及早识别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维护身心健康'实

时掌握心理状况'以便及时的处理)##$教会志愿者

自我放松的方法'包括十巧运动操(呼吸放松法(蝴蝶

拍(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22&等'从而缓解焦虑(抑郁情

绪)#!$开展线上新冠病毒感染知识讲座'提高志愿

者对新毒株基本知识的知晓率'使他们正确面对'减

少心理恐慌)同时'增加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知识培

训'请专业感控专家对第三方志愿者进行自我防护操

作培训'同时增加感染防控相关理论知识'增强自我

防护意识)#9$及时上传感染志愿者病情信息'方便

他们及时掌握自身病情'进一步加强信息实时公开'

准确分析解读%2#&)#.$加强个体积极应对疾病的行

为'建立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规律作息'勤洗手'

勤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2!&)#"$加大劳务公司防护

监督力度'防护用品保障到位'劳务补贴方面可适当

增加'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安排班次时间'合理安

排轮休)#0$建立良好的医务人员与志愿者关系'加

强沟通'指导志愿者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操作)#1$

社会支持'鼓励志愿者增加与家人(朋友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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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志愿者用正确的方式#运动(看书等$宣泄不良情

绪%29&)#3$肃清网络上疫情相关的不实消息'不信谣(

不传谣'可适当地关闭疫情信息通道'减缓关注度%2.&)

本研究存在的限制与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便

利抽样法抽取样本'主要围绕作者所在方舱医院及所

在区域抽样'每个区域工作负责人(工作模式不同'可

能会对调查对象心理状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能完

全代表方舱医院所有工作的第三方志愿者)其次'调

查问卷采用线上作答'只能依靠调查对象自己对问卷

内容的理解进行答题'无法获得研究人员的专业指

导'对调查质量有一定影响)今后'研究者可以在增

加研究样本量的基础上'继续优化调查内容及流程'

得出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从而指导实践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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