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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FUDF#流行期间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状况 并 探 索 其 影

响因素$方法!采用精神症状自 评 量 表"F*Y@"$#和 一 般 情 况 调 查 表%按 分 层 整 群 抽 样 方 法%对 北 京

市%所重点院校&O$$名学生进行自评问卷调查$结果!回收有效 问 卷&#O$份$FUDF流 行 期 间 学

校提供了良好的 社 会 支 持 系 统$F*Y@"$阳 性 症 状 检 出 率 为K’%)$文 科 学 生"3%_#’$$#&对 防 治

FUDF措 施 不 了 解"3%_!’"!#&认 为 控 制FUDF措 施 无 效"3%_#’#(#&对 战 胜FUDF没 有 信 心

"3%_%’(K#是F*Y@"$阳性症状检出的危险因素%女性"3%_$’KK#&研究生学历"3%_$’%O#&封 闭 式

管理对学习和个人生活无影响"3%_$’(E#是F*Y@"$阳性症状检出的保护因素$结论!FUDF流行期

间%大学生心理状况受到FUDF的知识和态度的影响%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利于学生保持良好的心

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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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年春北京市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FUDF#流行期间处于封闭式管理下的北京

高校学生的心理状况%探索该时期心理状况的相关

影响因素%以及心理状况与学生抗击FUDF行为意

向的关系%为今后各级政府和高校决策者在面对类

似问题时制定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单位*!$$$O%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社会精神病学与行

为医学研究室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与方法*北京%所全国重点院校在

校学生共计&O$$人$精神症状自评量表"15:<20:
7+67J>,12@"$%F*Y@"$#共有"$个项目%涉及感觉&情
感&思维&意识&行为&人际关系等%对每一个项目均

采用(级 评 分 制*无%轻 度%中 度%相 当 严 重%严 重$
一般情况问卷%自行设计!#个问题%包括调查对象

的人口学特征&对FUDF有关的知识和防治措施的

了解情况&对 待 防 治 措 施 的 态 度&抗 击FUDF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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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以及战胜疾病信心等内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方法"以班级为 抽 样 单 位#年 级 为 抽 样 层"按 照 对%
所学校学生年龄#性别#专业构成有代表性的原则抽

取相应数量的 班 级"于#$$%年(月#!!#O日 将 问

卷发给学生自填后收回!

#’统计学方法$采用H<,&’$软件录入数据"用

FSFF!$’$统计软件分析数据!

结!!果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

问卷&#O$份"回收率为"#’E)!调查对象的平均年

龄为%#$’%h#’$&岁"男 生%K%(人%("’()&"女 生

#E%%人%%O’K)&"性别不详者!!#人%!’O)&’专业

构成 为 理 工 科 E!&O 人 %&&’E)&#医 科 !!(" 人

%!O’()&#文 科 "EE 人 %!(’$)&#不 详 者 " 人

%$’!)&’学历构成为本科生(O%%人%"#’")&#研究

生#OK人%E’&)&#不详者!&$人%#’()&!

#’封闭式管理中的社会支持系统$调查的北京市

%所全国重点院校均于本次调查前E周严格实行了

教育部规定的封闭式管理!在封闭式管理期间"学校

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开展多渠道#多
方式的FUDF防治相关知识和措施的介绍’举办预防

FUDF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活动’在校园网上开设防

治(非典型肺炎)专栏"及时通报FUDF疫情以及各种

动态’延长活动场馆的开放时间’举行露天文体活动

以及口罩图案设计比赛等多种校园活动!

%’F*Y@"$各因子分及阳性症状检出率$根据文

献报道"F*Y@"$的因子分’%分认为可能有心理问

题"本 次 调 查 结 果F*Y@"$各 因 子 分 均 在 正 常 范 围

内’与既往人群调查结果比较"本次调查各因子得分

均低于既往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与国内大学生常模的比较"除了恐怖因子得

分与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国内常模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以外"其他各因子均低于或接近国内常模*!+!
以F*Y@"$各因子’%分为标准"出现一个及以

上因子 阳 性 的 学 生 判 断 为 出 现F*Y@"$阳 性 症 状!
在&#O$名调 查 对 象 中"有E&$名 学 生 出 现F*Y@"$
阳性症状"检出率为K’%)!

E’F*Y@"$阳性症 状 检 出 率 影 响 因 素 的 单 因 素

分析$以F*Y@"$阳性症状检出为因变量"对性别#学

历#专业#对FUDF知 识 的 知 晓#防 治 措 施 的 了 解#
疫情的关注#封闭式管理对学习和个人生活的影响#
防治措施的效果#战胜FUDF的信心等因子分别做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生检出率高于女生%分别

为O’!)和(’")"-
#_!$’K%"D_$’$$!&’本科生检

出率高于研究 生%分 别 为K’%)和%’()"-
#_(’"("

D_$’$!(&’不同 专 业 间 检 出 率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医科(’()#理 工 科K’#)#文 科"’")"-
#_!E’EO"

D_$’$$!&’检出 率 与FUDF知 识 的 知 晓 程 度 有 关

%很了解FUDF知识的同学为K’E)"一般了解的为

&’O)"不了解的为#&’()"-
#_E&’E&"D_$’$$$&’

检出率与防治 措 施 的 了 解 程 度 有 关%很 了 解FUDF
防治措施的同学为&’()"一般了解的为K’$)"不了

解的为#K’O)"-
#_"!’(#"D_$’$$$&’检出率与对

疫情的关注程度有关%很关注疫情的同学为K’E)"
一 般 关 注 的 为&’#)"不 关 注 的 为!%’&)"-

#_
E$’(("D_$’$$$&’检 出 率 与 封 闭 式 管 理 对 学 习 和

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有关%认为有很大影响的同学

为!#’()"一般影 响 的 为(’#)"无 影 响 的 为K’#)"

-
#_O(’E%"D_$’$$$&’检 出 率 还 与 防 治 措 施 的 效

果有关%认为防治措施有显著效果的同学为(’&)"
一 般 效 果 的 为K’O)"无 效 果 的 为#%’K)"-

#_
!$#’"E"D_$’$$$&’此 外"在 有 信 心 战 胜FUDF的

同学中检出率低于没有信心的同学%分别为&’%)和

#O’K)"-
#_!"E’O""D_$’$$$&!

(’F*Y@"$阳性症 状 检 出 率 影 响 因 素 的 多 因 素

分析$以F*Y@"$阳性症状有无为因变量"将上述单

因素分析差异有显著性的因子作为自变量"调整研

究对象的年龄"采用后退法进行>0;,12,7回归分析"
以最大对数似然函数值的显著性检验%._$’$(&进

行模型拟合"其中专业按哑变量方式赋值!结果显

示"文科学生#对防治FUDF的措施不了解#认为控

制FUDF的 措 施 无 效#对 战 胜FUDF没 有 信 心 是

F*Y@"$阳 性 症 状 检 出 的 危 险 因 素"而 女 性#研 究 生

学 历#封 闭 式 管 理 对 学 习 和 个 人 生 活 无 影 响 是

F*Y@"$阳性症状检出的保护因素%表!&!

&’F*Y@"$阳性症 状 检 出 情 况 与 抗 击FUDF行

为意向的关系$以 抗 击FUDF行 为 意 向 为 因 变 量"

F*Y@"$阳性症状 检 出 情 况 为 自 变 量"分 析F*Y@"$
阳性症状检 出 情 况 与 抗 击FUDF行 为 意 向 的 关 系

发现"调查对象在愿意服从学校为控制FUDF流行

而采取的封闭式管理的规定"愿意为抗击FUDF流

行捐赠财物或贡献力量"以及今后愿意自觉讲究个

人卫生并遵守公共卫生条例%种行为意向上均表现

为

在 出现F*Y@"$阳性症状的学生中正确行为 意 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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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社会心理因素与F*Y@"$阳性症状检出间的>0;,12,7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赋值方式 / B*Q !,AH!# 值 标化回归系数 3%值!"()G;"
性别 !_男性 !!!!’$$

#_女性 !P$’#& !!$’!! ! !(’%O !!P$’$K $’KK!$’&#!$’"&""

学历 !_本科生 !’$$
#_研究生 P$’KO $’%E (’E& P$’$" $’E&!$’#E!$’OO""

专业文科 $_否 !’$$
!_是 $’(! $’!% !(’!K $’!$ !’&K!!’#"!#’!&"""

对防治FUDF措施的知晓情况 !_很了解 O’OO !’$$
#_一般 $’OE $’!# $’(! $’$# !’$"!$’O&!!’%K"

%_不了解 $’K& $’#& O’O$ $’## #’!%!!’#"!%’(#"""

封闭式管理的影响 !_很大 ($’%! !’$$
#_一般 P$’O# $’!# EO’"# P$’#" $’EE!$’%(!$’(&"""

%_无 P$’&$ $’!& !E’E" P$’#! $’((!$’E$!$’K("""

学校防制FUDF措施的效果 !_显著 !#’&K !’$$
#_一般 $’#! $’!# %’E# $’$K !’#E!$’""!!’(&"

%_无 $’K& $’## !#’%# $’#E #’!E!!’E$!%’#K"""

战胜FUDF的信心 !_有 !’$$
#_没有 !’%K $’!K &&’&% $’!& %’"E!#’OE!(’E""""

!!"D&$’$(#""D&$’$!

比例低于F*Y@"$阴性症状的学生!表#"$

表"!F*Y@"$阳性症状检出情况与
抗击FUDF行为意向的关系

抗击FUDF行为意向的比例
F*Y@"$症状

阳性 阴性 -# 值 D值

愿意服从学校为控制FUDF流行而

!采取的封闭式管理的规定!)" &"’( O"’E !&$’&E$’$$$

愿意为抗击FUDF流行捐赠财物或

!贡献力量!)" O$’$ "E’E !E!’#"$’$$$

今后愿意自觉讲究个人卫生并

!遵守公共卫生条例!)" OO’# "O’E !"&’$$$’$$$

讨!!论

灾难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活事件#可视为大规

模的集体性的应激处境#极大地超出个人及团体的

应对能力#可以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严重 损 害%#&$本

次研究在发 生FUDF这 场 重 大 的 公 共 卫 生 灾 难 期

间#对处于封闭式管理下的高校学生的心理状况进

行评价#并探索了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同时分析了

心理状况对学生抗击FUDF行为意向的影响#这对

于今后各级政府和高校决策者在面对类似问题时制

定更为有效和针对性的策略和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调 查 采 用 目 前 国 内 外 应 用 普 遍 的 症 状 自 评 量

表#在FUDF流行后期对北京市高校学生的心理状

态进行研究#抽样有代表性且样本量大#结果真实可

靠$调查结果显示在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中#除了

恐怖因子得分与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国内常模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外#其他各因子均低于或接近

国内常模%!&$F*Y@"$阳 性 症 状 检 出 率 为K’%)#较

以往调查的检出率低%%@(&$说明社会 支 持 系 统 对 于

灾难后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况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作

用#多渠道’多 方 式 的FUDF知 识 的 宣 传 教 育 有 利

于形成自上而下的正面舆论#及时’透明和充分的信

息可以减少了不良心理问题的出现$
国 外 研 究 认 为 女 性 心 理 问 题 一 般 多 于 男

性%&#K&#但国内许多研究在男女性F*Y@"$阳性症状

检出率之间差异未见显著性%%#E#O&#而本研究结果显

示男生F*Y@"$阳 性 症 状 检 出 率 高 于 女 生#分 析 原

因可能是男生办事独立果断#不信任别人又主观不

务实际%"&#而 女 生 则 更 容 易 希 望 并 接 受 别 人 的 帮

助%!$&#在灾难发 生 时#更 容 易 受 到 社 会 支 持 系 统 的

影响$[.8J68%&&对不同年龄调查对象的心理状况进

行研究发现#年龄偏小的人群异常心理问题检出率

高于年龄长者(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心理问题

检出率较本科生低#考虑一方面是[.8J68认为的年

龄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与研究生阅历丰富#对
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好有关$

既往一些研究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不尽相同%(#O&#大 致 规 律 为 文 科 学 生 心 理 问 题 多 于

理工科和 医 科 类 学 生$本 次 调 查 获 得 了 类 似 的 结

果#考虑与不同专业学生的对事物的思维方式和心

理特征有关#文科学生情感丰富#波动较大#易受外

界环境的影响#提示在此特殊时期#更应加强对文科

学生的心理干预$
关于影响F*Y@"$阳性症状检出率的心理社会

学因素#研究发现减少封闭式管理对学生学习和个

人生活的影响#在学生中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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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有效的 防 治 措 施 并 充 分 地 让 学 生 了 解 这 些 措

施!能够减少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了解FUDF的

相关知识在多因素分析时未发现其作用!提示仅了

解相关知识对于灾难后心理问题的减低不能起到充

分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对防治措施有清

楚的认识"
研究还发现!心理问题的出现与抗击FUDF行

为意向有密切的关联!没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中具有

正确行为意向的比例高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可见

知识和态度能够影响心理状态!而心理状况又可以

影响 行 为"这 是 健 康 教 育 知#信#行 模 式 的 充 分 体

现!只有让学生在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充分地了

解防治FUDF的 措 施!建 立 防 治 措 施 有 效 的 信 念!
坚定战胜疾病的信心!才能以良好的心态配合学校

和社会共同抗击FUDF!控制疾病流行!预防疾病发

生"这对今后政府和学校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感谢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郭琦#李红老师!中国地质大学

的刘志方老师!北京邮电大学的刘兵老师以及北京大学的沈

千帆老师在调查实施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同时感

谢张桂芝#巫琦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邮

电大学的部分学生和老师共同完成了数据输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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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第八届全国临床流行病学学术会议第二轮通知

!!由中国临床流行病学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 分 会 主 办!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北 京 协 和 医 院#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基 础 医 学

研究所承办!北京市石景山区卫生局和北京 市 石 景 山 区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协 办 的 第 八 届 全 国 临 床 流 行 病 学 学 术 会 议!将 于

#$$E年O月#(!#O日在北京万商花园酒店举行"会议主题为*探索#创新#实践+""报到时间’#$$E年O月#(日全天报到"

#会议日期’#$$E年O月#&!#O日"’会议地点’北京石景山路##号 北京万商花园酒店$位于西长安街沿线!公交巴士和地

铁可直接到达&"(会务及住宿费’会务费$含资料&&$$元!住宿标准约"$!!$$元)人日")大会主要内容’重大疾病的临床

诊治和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分子流行病学及遗传流行 病 学%营 养 与 健 康$含 亚 健 康&%循 证 医 学 实 践%临 床 科 研 方 法 学 进 展%临

床合理用药"

会议期间将同时举办*帕金森病学习班+$O月##!#(日&#*循证医学学习班+$O月#(!#O日&和*VN*YHN领导与管理学

习班+"参加学术年会或学习班的与会者均可获得国家继续教育&类学分"

咨询和联系电话’$!$@O"!!(EE(!单 广 良"提 交 会 议 论 文 须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7>,-,7.>6<,+<3:7’643’7-$截 止 到K月#(
日&"回执请寄’北京东单三条(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王卉呈"

第八届全国临床流行病学学术会议组委会

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

中国临床流行病学网!*+,-.*YHN"

(K"((中华流行病学杂志#$$E年K月第#(卷第K期!*+,-LH<,46:,0>!L3>5#$$E!M0>’#(!N0’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