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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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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隔离人员生理健

康'睡眠质量和情绪状况#为调控隔离人员生理心理健康提供依据&方法#对
&$)

名隔离人员施测0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1'0匹

兹堡睡眠质量量表1和0抑郁
#

焦虑
#

压力量表1#运用
!

!检验和
*

检验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回收有效问卷
&!L

份#有效率
%$+%g

!

&!L

%

&$)

"#其中医学隔离
&L

人#自主隔离
&&"

人&隔离人员精神健康较差#医学隔离人员在情感职能上显著低于自主隔离人

员!

+

'

"+")

"&隔离人员睡眠量表总分显著高于中国常模#医学隔离人员睡眠质量下降#入睡时间长且更倾向于出现睡眠障碍

!

+

'

"+")

"&隔离人员抑郁'压力水平高于中国常模#自主隔离人员焦虑'压力显著高于医学隔离人员!

+

'

"+")

"&结论#

NG7

疫情期间#隔离人员精神健康水平下降#尤其是医学隔离人员睡眠质量和自主隔离人员情绪状态均受到了较大程度影响#需引

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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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始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简称+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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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全境蔓延#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L

*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显示)

$

*

#

截至
!

月
&$

日
!$

$

""

#全国
L&

个省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累计报告
)(%*L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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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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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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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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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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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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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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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例重症病例#死亡病例达
&)!L

例&为了控

制病毒进一步传播#在对病毒感染者进行医疗救治

外#需将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隔离#并

建议间接接触者在家自主隔离&由于暂无临床特

效药#确诊病例人数每日剧增#广大居民都处在对

新冠肺炎的恐慌与无助之中&

!"!"

年
&

月#我中心接收
&

例来自湖北疫区的

确诊新冠肺炎女性患者#迅速按规定转诊至新冠肺

炎定点医院&依据0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方案1

)

)

*

#对与其直接和间接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其中#对与确诊患者直接接触者!包括主管医护人

员'同桌吃饭人员'办理手续工作人员等"进行医学

隔离$统一安排至独立的隔离楼#单人单间#不得外

出#由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送餐'测量体温和问

诊等&对与确诊患者间接接触者!即与直接接触者

有接触的个体和家人"进行自主隔离$维持原住宿

标准和条件#由工作人员送餐#可申请进行院内活

动&本研究通过对隔离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疫

情期间隔离人员生理健康'睡眠质量和情绪状况#

为预防和调控隔离人员生理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8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入住疗养中心与

确诊患者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隔离人员共
&$)

名&

隔离
&

周后#由心理医生和隔离楼医生发放和回收

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L

份#有效率为
%$+%g

!

&!L

%

&$)

"&医学隔离
&L

人#自主隔离
&&"

人#平均

年龄!

L*+'Lm&"+)*

"岁&纳入标准$!

&

"年龄大于
&%

岁(!

!

"与确诊患者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现正接受医

学隔离或自主隔离(!

L

"入院心理报告或年度心理

体检报告无异常&排除标准$!

&

"因情绪或睡眠问

题入院(!

!

"近期服用过抗抑郁药物或助眠类药物&

&+!

!

测量工具
!

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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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12A@

#

,a#L(

"

)

(

*由美国波士顿健

康研究所研制#用于测量个体健康状况&共
L(

个条

目#分为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

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等
%

个

维度&每个维度根据评分标准转换为
"

'

&""

的分

值#得分越高#该维度功能状况越好#生命质量较

高&既往研究显示#该量表用于大学生自我健康状

况测评的分半信度达
"+'!

#内部一致性信度
"+%%

#

区分效度成功率
'%+$&g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

*

&

匹兹 堡 睡 眠 质 量 量 表 !

7>11@4-0

=

6 ,C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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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32D

#

7,cK

"

)

%

*由
-̂

5

@@2

编制#刘贤臣等

修订#用于测量个体睡眠质量状况&共
&%

个条目#

分为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

眠障碍'睡眠药物和日间功能等
*

个维度&每个维

度根据评分标准转换为
"

'

L

分#累计各维度分为量

表总分#得分越高#睡眠情况越差&既往信效度研

究显示#该量表重测信度为
"+''$

#内部一致性信度

为
"+%$)

#效标效度
"+%$!

#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可

用于个体睡眠质量的综合评价)

'

*

&

抑郁
#

焦 虑
#

压 力 量 表 !

I2

.

02@@>/< P<D>21

5

,102@@,9;C2@#!&

#

IP,,#!&

"

)

&"

*由
P<1/<

5

等修订#

用于测量个体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常见情绪问题&

共
!&

个条目#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等
L

个维度&

采用
Y>Z201$

点计分#

"

'

L

!一点不符合
'

非常符

合"#被试需要根据过去
&

周的负性情绪症状进行选

择&得分越高#代表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既往研

究显示#该量表中文版重测信度为
"+*)&

#内部一致

性信度为
"+'&!

#且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具有

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

&

&+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

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g

"表示#采用
!

!检验(计量

资料以
+

,m-

表示#采用
*

检验&检验水准!

"

"为

"+")

&

9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的比较
!

结果!表
&

"表明$医学隔离

人员和自主隔离人员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

化水平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8

!

医学隔离和自主隔离人员一般资料的比较

!

指
!

标
医学隔离人员

!

$%!(

"

自主隔离人员
!

$%!!#

"

*

%

!

"

+

值

年龄%岁
(*+()-*+!$ ()+"+-!!+#! .!+'#+ #+!"#

性别
$

!

g

"

"+!&' #+!()

!

男性
(

!

"(+!

"

+&

!

+++*

"

!

女性
!#

!

$'+&

"

'!

!

**+*

"

婚姻状况
$

!

g

"

#+*! #+$$*

!

已婚
!#

!

$'+&

"

)$

!

$&+!

"

!

未婚
(

!

"(+!

"

"#

!

!)+"

"

!

离异或丧偶
#

!

#

"

(

!

"+$

"

文化水平
$

!

g

"

!+)$$ #+*&)

!

初中及以下
(

!

"(+!

"

!'

!

!++*

"

!

高中或中专
!

!

$+$

"

$

!

'++

"

!

本科或大专
)

!

'!+*

"

'"

!

*'++

"

!

研究生及以上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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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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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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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隔离人员健康状况
!

结果!表
!

'表
L

"表明$与

中国常模)

&!

*相比#隔离人员生理职能'一般健康和

社会功能较好#而精神健康较差&此外#医学隔离

人员与自主隔离人员在情感职能比较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

表
9

!

隔离人员总体简明健康状况与中国常模对比

!

指标 隔离人员!

$%!"(

" 中国常模)

!"

*

+

值 均值差异
&*gGK

生理机能
)&+)$-"!+(( )$+'-!'+) #+"(& "+"$) .!+*(

#

.'+#&

生理职能
&#+'*-""+#( )(+#-"#+$

'

#+##! $+'*# (+$"

#

.!!+*)

躯体疼痛
)'+!$-!'+"* )(+(-!&+$ #+#*" "+)$& .#+#"

#

.*+$)

一般健康状况
$$+&*-!$++) ')+"-!&++

'

#+##! &+$*& !"+'+

#

.!)+))

精力
$!+)"-!!++( $#+!-!'+) #+#&' !+$"& .#+(!

#

.(+$$

社会功能
))+'!-!(+)& )++)-!'+' #+##( (+)!$ !+(+

#

.'+(

情感职能
)++)"-"&+(( )*+(-!$+$ #+)*$ .#++$' .*+$!

#

.++$'

精神健康
$"++*-!"+) $)+)-!*++

'

#+##! .'+(++ .)+'(

#

.++#'

表
<

!

医学隔离人员和自主隔离人员简明健康状况的对比

!

指标 医学隔离人员!

$%!(

" 自我隔离人员!

$%!!#

"

+

值 均值差异
&*gGK

生理机能
$$+'&-((+)" &!+(!-!&+#' #+!$) .!(+'"* .(++")

#

.$+#(

生理职能
))++'-!"+&$ &#+&#-""+)& #+$#$ ."+++$ .!*+")

#

.!#+(&

躯体疼痛
$)+##-!*+'$ )$+!+-!'+!! #+#** .&+!+* .!)++$

#

.#+!&

一般健康状况
$!+(#-!'++" $)+$+-!$+*! #+!+) .$++($ .!$+*+

#

."+'$

精力
$#+##-&+(* $"+#+-!!+'$ #+*++ ."+#+* .)+$#

#

.++'!

社会功能
)'+("-!#+"& ))+))-!++"$ #+*(" ."+*'+ .!#+'*

#

.*+*(

情感职能
$!+$&-""+&* )'+('-"&+$# #+#&# .!++*') .(!++$

#

."+((

精神健康
')+(#-!*+)$ $"+&+-!"+(& #+"!) .++'($ .!"+#*

#

."+$)

!+L

!

隔离人员睡眠状况
!

结果!表
$

"表明$医学隔

离人员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和睡眠障碍维度分均

显著高于自主隔离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即医学隔离人员睡眠质量下降#入睡时间

长且更倾向于出现睡眠障碍&此外#所有隔离人员

睡眠量表总分也显著高于中国常模)

&L

*

!

$+')m!+*)

&-L+$!mL+)*

(

*h(+!"&

#

+

'

"+"&

"#即隔离人员睡

眠问题较为突出&

表
=

!

医学隔离人员和自主隔离人员睡眠状况的对比

!

指标 医学隔离人员!

$%!(

" 自主隔离人员!

$%!!#

"

+

值 均值差异
&*gGK

睡眠质量
!+(#-#+'( #+)*-#+'' #+#"! #++*( #+#$

#

.#+)+

入睡时间
!+()-#+&' #+)$-#+$+ #+#"* #+*!" #+#$

#

.#+&'

睡眠时间
#+)+-#+)# #+)"-#+)' #+&(' #+#"# .#++)

#

.#+*"

睡眠效率
#++'-#+'' #+*!-#+)+ #+)!' .#+#*$ .#+*(

#

.#++"

睡眠障碍
!+#$-#+"$ #+)#-#+*( #+##) #+"') #+#&

#

.#++'

睡眠药物
#+##-#+## #+#*-#+(* #+*)! .#+#** .#+"*

#

.#+!+

日间功能障碍
!+!*-#+') #+))-#+)$ #+")" #+"$" .#+"(

#

.#+$$

睡眠总分
'+"(-"+(* ++)#-"+$' #+#$) !++"" .#+!'

#

.(+#!

!+$

!

隔离人员抑郁
#

焦虑
#

压力状况
!

结果!表
)

'表

(

"表明$隔离人员
IP,,#!&

量表总分和抑郁'压力

两个子维度分显著高于中国常模)

&$

*

!

+

'

"+")

"&另

一方面#自主隔离人员量表总分和焦虑'压力两个

子维度分显著高于医学隔离人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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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C+!*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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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

月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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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第
&

期
!



表
>

!

隔离人员抑郁
M

焦虑
M

压力状况与中国常模对比

!

指标 隔离人员!

$%!"(

" 中国常模)

!+

*

+

值 均值差异
&*gGK

抑郁
++"!-"+"$ "+((-(+#*

'

#+##! !+)&# !++)

#

."+(

焦虑
++($-"+"& ++#*-(++& #+!"! #+("+ .#+#&

#

.#+$(

压力
*+!#-"+)# ++(!-(+$" #+##" #+$&' #+(#

#

.!+(

IP,,#"!

总分
!(+$!-'+*) !#+$#-&+()

'

#+##! (+#!* !+)+

#

.++!&

表
U

!

医学隔离人员和自主隔离人员抑郁
M

焦虑
M

压力状况的对比

!

指标 医学隔离人员!

$%!(

" 自主隔离人员!

$%!!#

"

+

值 均值差异
&*gGK

抑郁
(+)+-!+!+ ++"'-"+($ #+*(+ .#++!$ .!+$+

#

.#+&!

焦虑
(+'&-!+#( +++*-"+(& #+#+' .#+$'" .!+*!

#

.#+#"

压力
++##-!+"" *+"(-"+&! #+##) .!+"(' ."+!(

#

.#+(+

IP,,#"!

总分
!!+*(-"+'# !(+&$-'+)' #+#!$ ."++(+ .+++!

#

.#++'

<

!

讨
!

论

本研究通过对
&!L

名隔离人员的生理心理状况

调查#发现隔离人员生理职能'社会功能和一般健

康状况较好#但精神健康明显下降&既往研究)

&)

*显

示#参与突发疫情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有一定影

响#主要表现为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

和恐惧等&本研究对象为被隔离的疗养中心医护

工作者或进行疗养的人员#均与确诊患者有直接或

间接的接触#担心自己染上新型冠状病毒而不能治

愈'担心自己家人患病等#对未来持消极态度#且原

本生活秩序被打乱#预定计划无法落实#无所适从

等#均加剧了个体的精神压力和不适感#致使心理

健康水平显著下降&

针对隔离人员的睡眠状况#本研究发现隔离人

员睡眠质量也显著低于中国常模&尤其是医学隔

离人员睡眠质量下降'入睡时间长#更倾向于出现

睡眠障碍#这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P?,

"疫情

期间沈玉枝等)

&(

*对
L&

例隔离观察患者的研究结果

一致&隔离人员活动范围和程度受限'压抑和束缚

感升高#身心得不到有效调整#容易出现诸如睡眠

障碍等躯体化表现)

&*

*

&刘春梓等)

&%

*也发现
,P?,

患者饮食睡眠与病情相关&因此#关注和改善医学

隔离人员睡眠状况#对其情绪稳定和免疫力维持具

有重要作用&

此外#本研究发现隔离人员抑郁'压力水平较

高#而这点主要体现在自主隔离人员身上&间接接

触增加了感染的不确定性#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正

是诱发焦虑和应激的重要因素)

&'#!"

*

&既往研究)

!&

*

显示#疫情风险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个体心理

状态#而适当的认知与行为调适可以降低心理焦虑

水平&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疗养中心第一时间将所有与确诊患者直接

接触的主管医生'护士'同桌吃饭人员'办理手续工

作人员等进行医学隔离观察#而入组人群有限#样

本量尚少&后续将以本研究为基础#与更多单位联

合攻关#扩大样本和维度#开展改善隔离人员生理

心理状态的干预性研究&

综上所述#隔离人员精神健康水平下降#尤其

是医学隔离人员睡眠质量和自主隔离人员情绪状

态均受到了较大程度影响&建议适当采取正念减

压)

!!

*或呼吸放松)

!L

*等非接触式心理干预手段#提

高医学隔离人员睡眠质量#改善自主隔离人员情绪

状态#从而对其精神健康和机体免疫力起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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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仁济医院等
&%

家市级综合医院#以及肿瘤医院'妇产科医院'儿科医院等
&"

家专科医院#以及
)

家

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职称以上知名女专家&本书主要介绍了新冠疫情的预防措施#内容涵盖日常防护及营养'运动'心

理防御(同时介绍了疫情当下对于其他疾病的处理办法(更聚焦面对新冠疫情时#儿童的行为和心理'营养防护#孕产妇的紧

急应对措施#以及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病老人的应对措施&希望读者能通过本书更系统地学习到专业的新冠预防知识#加强

防控行为#保持积极心态#从而更好地预防新冠传播#尽早实现疫情控制&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购买方式如下$

&+

复旦大学出版社当当网自营店'复旦大学出版社天猫旗舰店'复旦大学出版社京东自营店'复旦大学出版社微店有售&

!+

可通过复旦大学出版社购买&联系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L

号
L

号楼
!"L

室#邮编$

!""$L*

&联系电话
"!&#()($!%$"

&

#+

G6><2@2]/-0<;C/:GC><>9;CQ23>9><2

#

!"!"

#

O/C+!*

#

N/+&

!!

中国临床医学
!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