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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ꎬ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后已复学的临床研究生焦虑及抑郁的流行情

况以及相关影响因素ꎮ 方法 在复学后对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ＰＵＭＣ)的临床研究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ꎮ 问卷包

括 ７ 项广义焦虑症量表(ＧＡＤ￣７)ꎬ９ 项患者健康问卷(ＰＨＱ￣９)和可能担心的 ７ 个因素ꎮ 结果 共 ３０３ 名临床研究生

纳入分析ꎬ筛查焦虑阳性占 ４５ ８７％ꎬ筛查抑郁阳性占 ４５ ５４％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显示ꎬ担心“感染新冠”“论文写

作”“毕业延期”“就业”等ꎬ易产生焦虑及抑郁情绪ꎮ 结论 复学时临床研究生仍有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ꎮ 高校应

继续关注返校生心理健康并采取一定干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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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ꎬ对各行各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ꎬ
停工停学、 外出限制等均对人们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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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ꎮ 有国内调查显示ꎬ疫情暴发后停学的大

学生中焦虑筛查阳性比例 ２２ １％ ~ ２６ ６％ꎬ抑郁筛

查阳性比例 ２１ ２％ ~ ３５ ５％[１￣２]ꎮ 部分高校采取了

诸如线上学习、导师远程指导、班级群心理干预、普
及疫情知识等措施ꎬ以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维持

类似在校的作息生活[３]ꎮ 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全国各地

疫情陆续控制稳定ꎬ各地高校陆续复学ꎬ学生返校后

开始逐渐恢复校园生活ꎮ 返校后的医学生的焦虑及

抑郁状况尚不明确ꎬ院校的心理干预方案是否需要

进行调整也缺乏数据支持ꎮ 故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协

和医学院返校的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分析研究生

返校后的焦虑、抑郁情况及可能的影响因素ꎬ提出干

预措施ꎬ以指导复学后对学生进行心理抚慰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协和医学院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级研究生为

研究对象ꎮ 入选标准:意识清楚ꎬ同意并可独立完成

此项调查研究ꎮ 排除标准:排除精神疾病史或无法

正常交流ꎮ
１ ２　 调查方法

采用线上发放问卷ꎬ研究生自行作答ꎮ 问卷包

含基本信息、广泛性焦虑量表(ＧＡＤ￣７)、抑郁症状群

量表(ＰＨＱ￣９)及复学后造成心理压力的 ７ 个因素

(理论学习、课题进展、临床轮转、论文写作、感染新

冠、毕业延期、就业)ꎮ
广泛性焦虑量表(ＧＡＤ￣７)用于了解在过去两周

中焦虑的筛查及严重程度的评估[４]ꎬ共分为 ７ 个条

目ꎬ采用 ０~３ 级评分ꎬ０ 分＝完全不会ꎬ１ 分＝偶尔几

天ꎬ２ 分 ＝一半以上的日子ꎬ３ 分 ＝几乎每天ꎮ 总分

最低 ０ 分ꎬ最高 ２１ 分ꎻ评定标准:０~４ 分为正常ꎬ５ ~
９ 分为轻度焦虑ꎬ１０~１４ 分为中度焦虑ꎬ１５ ~ ２１ 分为

重度焦虑ꎻ总分>４ 分为 ＧＡＤ￣７ 筛查阳性ꎮ
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ＰＨＱ￣９)用于筛查和

评估过去两周中的抑郁症状[５]ꎬ共包含 １０ 个条目即

由 ９ 个抑郁症状组成ꎬ采用 ０~３ 级评分ꎬ０ 分＝完全

不会ꎬ１ 分＝偶尔几天ꎬ２ 分 ＝一半以上的日子ꎬ３ 分

＝几乎每天ꎮ 总分最低 ０ 分ꎬ最高 ２７ 分ꎻ评定标准:
０~４ 分为没有抑郁ꎬ５ ~ ９ 分为轻度抑郁ꎬ１０ ~ １４ 分

为中度抑郁ꎬ１５ ~ ２７ 分为重度抑郁ꎻ总分> ４ 分为

ＰＨＱ￣９ 筛查阳性ꎮ

造成心理压力的 ７ 个影响因素采用“是” “否”
进行二分类评价ꎮ
１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计量资料

的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计数资料的比较采

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 检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ꎮ

２　 结果

２ １　 调查人员基本情况及焦虑、抑郁检出率

共调查 ３０３ 名返校临床医学系研究生ꎬ其中专

业型 １７６ 人ꎬ学术型 １２７ 人ꎮ 焦虑检出人数共 １３９
例ꎬ检出率为 ４５ ８７％ꎬ ＧＡＤ￣７ 平均得分 ( ５ ５５ ±
４ ８１)分ꎻ抑郁检出人数 １３８ 例ꎬ检出率为 ４５ ５４％ꎬ
ＰＨＱ￣９ 平均得分为(６ ０５±５ １５)分ꎮ
２ ２　 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返校后研究生焦虑情况与

担心“理论学习” “论文写作” “感染新冠” “毕业

困难”“就业”有显著关联(Ｐ<０ ０５)ꎬ研究生抑郁

情况与担心“论文写作” “毕业延期” “就业难”有

显著关联(Ｐ<０ ０５)ꎮ 研究生的培养类型、所在年

级及担心“课题进展”和“临床轮转”等因素无明

显影响(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研究生焦虑、抑郁筛查

　 　 阳性的单因素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ａｔ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

项目 人数 / ｎ ＧＡＤ￣７(＋) ＰＨＱ￣９(＋)

培养类型 专业型 １７６ 　 ８４(４７ ７) 　 ８５(４８ ３)

学术性 １２７ 　 ５５(４３ ３) 　 ５３(４１ ７)

年级 ２０１７ 级 ７１ 　 ３６(５０ ７) 　 ３６(５０ ７)

２０１８ 级 ９０ 　 ４８(５３ ３) 　 ４８(５３ ３)

２０１９ 级 １４２ 　 ５５(３８ ７) 　 ５４(３８ ０)

担心因素 理论学习 １０６ 　 ５７(５３ ８)∗ 　 ５４(５０ ９)

课题进展 １４５ 　 ６８(４６ ９) 　 ６４(４４ １)

临床轮转 ９９ 　 ５２(５２ ５) 　 ４８(４８ ５)

论文写作 ２０３ １０６(５２ ２)∗ １０８(５３ ２)∗

感染新冠 ２６ 　 １７(６５ ４)∗ 　 １３(５０ ０)

毕业延期 １９２ １０５(５４ ７)∗ １０２(５３ １)∗

就业 １０２ 　 ６１(５９ ８)∗ 　 ６３(６１ ８)∗

∗Ｐ<０ ０５ꎬ分别与 ＧＡＤ￣７、ＰＨＱ￣９ 筛查阴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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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焦虑情况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ꎬ担心“论文写作” “感染新冠” “毕业

延期” 是研究生返校后产 生 焦 虑 感 的 影 响 因

素(Ｐ<０ ０５)ꎮ
２ ４　 抑郁情况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ꎬ担心“论文写作”“毕业延期”“就业”
是研究生返校后产生抑郁的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ꎮ

３　 讨论

在学生因疫情居家隔离期间ꎬ虽然北京协和医

学院采取了线上授课、远程指导、心理疏导、导师辅

导等措施ꎬ但本次对返校复学后临床医学专业研究

生的调查结果显示ꎬ返校后仍有近半数研究生处于

焦虑和抑郁状态ꎬ筛查阳性比例仍较高ꎮ 研究生所

在年级及培养类型没有显示出统计学差异ꎬ故院校

在全面复学后除了逐渐恢复正常教学工作外ꎬ仍需

继续关注全体学生的心理状况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担心感染新冠病毒是返校

研究生焦虑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ꎮ 全面返校后

院校内、临床医学院的人员密度增大ꎬ如有出现新型

冠状病毒的传染源则极易导致病毒快速传播ꎮ 提醒

院校在恢复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ꎬ在疫情防控方面

的工作仍不能松懈ꎬ如常规监测学生、教师等校内人

员的体温ꎬ加强环境清洁消毒ꎬ开展健康宣教ꎬ建立

应急处理制度ꎬ发现疑似或确诊患者及时隔离并按

照相关规范进一步处理[６]ꎮ
对论文写作及毕业延期的担心对返校研究生的

焦虑及抑郁均有影响ꎮ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在论

文写作中比在学习生活的其他阶段表现出更大的压

力和焦虑ꎬ而导师的监督指导对论文写作具有重要

积极作用ꎮ 许多研究表明ꎬ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

给研究生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ꎬ能改善研究生的

心理健康[７]ꎮ 而论文写作又是研究生顺利毕业及

就业的关键ꎬ未来毕业、就业的不确定性也会让研究

生感到心理危机[８￣９]ꎮ 疫情后也出现就业岗位减

少、就业竞争增加、找工作时间缩短等困难[１０]ꎮ 提

醒学校在复学后需关注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工作ꎬ
明确研究生毕业要求ꎬ有针对性地为研究生解决科

研、写作及投稿等难题ꎬ并提供就业咨询及指导服

务ꎬ帮助研究生提高工作效率ꎬ从学术、就业、生活等

多方面给予支持ꎮ
综上ꎬ北京协和医学院复课后仍有较高比例的

研究生处于焦虑及抑郁状态ꎬ且受多种因素影响ꎮ
院校应持续关注全体研究生的心理状况ꎬ将疫情防

控常态化ꎬ加强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ꎬ对研究生面临

的毕业及就业问题给予有针对性的帮助措施ꎬ以改

善研究生的心理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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