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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护理实习生负性情绪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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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实习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负性情绪水平。方法 采用情绪自评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
体中文版(DASS-21)对某市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的护理实习生进行调查，分析其心理健康状况。结果  新冠肺炎流
行期间，护理实习生抑郁得分（8.90±2.38），焦虑得分（11.26±1.76），压力得分（10.05±3.04）。结论 护理实习生在
面对新冠肺炎这一突发传染病时，出现了焦虑，抑郁、压力等负性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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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period nursing interns negative emotional level analysisHe Tao, Hu 
Keqing(corresponding author),Pu Hong-ying, Wanghao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egative emotion level of nursing intern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in novel coronavirus. Method adoption situatio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elf-rating Mood Scale/Depression-Anxiety-Stress Scale (DASS-21) is a fixed point for a city to treat novel 
coronavirus Hospital nursing intern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was analyzed Condition. 
Result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of pneumonia in COVID-19, nursing interns scored (8.90 2.38) in 
depression and (11.26 1.76) in anxiety. Stress score (10.05 3.04).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ns are anxious when 
facing the sudden infectious disease of COVID-19 pneumonia,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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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一种由新型冠
状病毒（Corona Virus Disease, COVID-19）感染引起的肺
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已扩散至
159 个国家和地区。该病是一种急性呼吸系统传染病，爆发
迅速，具有人传人、人群普遍易感等特点，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将其纳入乙类传染病，采用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
措施

[1]
。全国医务人员迅速加入到这场抗疫战争中，护士队

伍是最为庞大的主要群体。护理实习生已经经过系统的理论
学习，拥有专业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他们初涉临床，面对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会受影响、
负性情绪处于什么水平值得我们关注。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
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为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采
取相应危机干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在四川省南充市两所三甲综合医院也为收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实习的护理学生（护理实习生），包括
本科、大专、中专、藏区（9+3）

[2]
四个层次，调查他们的心

理健康状况。纳入标准：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者。 
1.2 调查方法 
考虑到特殊时期的安全问题，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星的形

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和抑郁-
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ASS-21）共三个部分。由各个
层次实习管理员发送问卷至年级群，学生们自愿填写,为保证
隐私, 此次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 

1.2.1 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居住情况、所在医院、科室。 
1.2.1.2 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包括：传播途径、传染源、

易感人群、主要临床表现、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以及医
学专业人员与非医学专业人员感染可能性等。 

1.2.1.3 本文所选用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
（DASS-21）

[3]
是 1995 年由 Lovibond 等人编制的抑郁-焦虑

-压力自评量表（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经过修订后的精简版 DASS-21。DASS-21 简体中文版：
4 点 likert 式自评量表，不符合得 1 分，有时符合得 2 分，
常常符合得 3 分，总是符合得 4 分。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0.0 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计量资料采x±s 表示，采
用 t 检验、方差分析进行比较。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此次调查共收到问卷 300 份，有效问卷 300 份，有效率

100%。 
2.1 一般情况方面 
调查对象绝大多数为女生，占（96.00%）；大专生所占

比例最多（44.33%）；绝大多数（95.00%）护生与家人合住。
具体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n=300） 

变量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2 4 
 女 288 96 
学历 本科生 53 17.67 
 大专生 133 44.33 
 中专生 94 31.33 
 藏区 9+3 学生 20 6.67 

2.2 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方面 
研究对象绝大多数（96.67%）听说过新冠肺炎；主要是

通过互联网（94.14%）、电视新闻（87.59%）、医院/科室
（57.24%）、社区/小区宣传（56.55%）与学校班级培训
（51.03%）等途径了解相关知识；对新冠肺炎的传染源、传
播途径、易感人群、主要表现掌握率为 100%；有 66.67%的人
表示对新冠肺炎有不同程度的担忧。 

2.3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护理实习生的负性情绪水平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绝大部分（96.00%）护生都出现了

焦虑情绪，一部分（30.33%）护生有轻中度抑郁。抑郁得分
（8.90±2.38），焦虑得分（11.26±1.76），压力得分
（10.05±3.04）。抑郁、焦虑、压力具体分度情况见表 2。 

表 2 抑郁、焦虑、压力分度 

 

 

 

 

 

 抑郁例数（%） 焦虑例数（%） 压力例数（%） 

正常 209（69.67%） 4（1.33%） 271（90.33%） 
轻度 74（24.67%） 3（1.00%） 25（8.33%） 

中度 17（5.67%） 276（92.00%） 4（1.33%） 

重度 0（0.00%） 16（5.30%） 0（0.00%） 

非常严重 0（0.00%） 1（0.30%）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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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学历层次护理实习生 DASS-21 评分比较（x±s，

分） 

 抑郁 焦虑 压力 

本科实习生 9.94±2.60 12.06±2.28 12.53±3.14 

大专实习生 8.79±2.34 11.14±1.61 9.58±2.50 

中专实习生 8.52±2.09 10.95±1.39 9.10±2.31 

藏区（9+3）实习生 8.7±2.59 11.35±2.03 11.15±3.50 

F 4.459 4.991 19.817 

p 0.004 0.002 0.000 

3 讨论 

新冠肺炎为传播性很强的突发急性传染病，目前对它的
治疗尚无特效药物与疫苗，很多信息均处于未知阶段，作为
一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产生负性情绪是必然的

[4]
。在

所调查的护生中，绝大部分护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近
1/3 的护生出现了抑郁，1/10 的护生感受到压力，男生在抑
郁、焦虑和压力的得分均高于女生，这一结果与龚栩等

[5]
在

大学生中的调查结果一致，同时男生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大于
女生，可能跟男生的责任感、使命感高并且不善于表达情绪
有关

[6]
。藏区（9+3）实习生的抑郁情绪高于其他层次实习生，

可能与其生活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差，对当地医疗资源信心不
足有关；本科实习生的焦虑、压力明显高于其他同学，可能
与其接受到更多的专业教育有关，这与刘亚萍

[7]
、蒋霞

[8]
的研

究结果一致。感染科与 ICU 作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主要科
室与重症科室，面对的病人特殊，焦虑也明显高于其他科室，
但是压力得分差异不显著，这一结论是否受样本量的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医学生在未来工作中时刻会面临各种救
死扶伤的 应激事件，他们在应激情境下的心理健康状况尤为
重要。应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为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及采取相应危机干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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