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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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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于 2019 年 12 月下旬被首次报道，随后在中国暴发流行。该病传染性

强、病死率高，大众和医务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国内外学者已针对 COVID-19 患者心理健康展开研究，本

文从心理卫生政策、心理干预措施、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 3 个方面对 COVID-19 相关心理健康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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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disease 2019-related mental health: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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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was first reported in late December 2019, and then erupted in 
China. COVID-19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infectivity and a high mortality rate. The public and medical staff are under great 
psychological pressur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arried out researches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mental health related to COVID-19 from three aspects: mental 
health policy, ment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mental health of key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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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于 2019 年 12 月下旬在中国被首次报

道，其暴发流行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截至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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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 COVID-19 确诊病例

76 936 例，疑似病例 4 148 例［2］。由于确诊病例和

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大众和医务人员一直承受着心

理上的巨大压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发布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

预指导原则》［3］，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和院校都

开放了在线平台，为患者及其家人和其他受疫情

影响的人群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国内外学者也陆

续针对 COVID-19 患者的心理健康开展研究。截

至 2020 年 2 月 23 日，中国知网数据库共有 140 篇

有关 COVID-19 的以中文发表的论文，其中 14 篇

关注心理健康；PubMed 数据库共有 322 篇有关

COVID-19 的论文（已除去 42 篇以中文发表的论

文），其中 10 篇关注心理健康。本文就 COVID-19
相关心理健康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　心理卫生政策

政府出台的卫生政策可能会对大众带来心理

影响。2020 年 1 月 28 日，Rubin 和 Wessely［4］发文

讨论了武汉市的“封城”政策（2020 年 1 月 23 日

上午 10：00 执行）可能产生的心理学效应。作者

认为，“封城”以后武汉当地人可能会出现焦虑、

恐慌、被控制、被困住的想法；第 2 个影响是可

能会降低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产生谣言；第 3 个影

响是可能会导致很多轻度身体不适但并没有患上

COVID-19 的患者到医院就诊，还可能出现武汉居

民受到歧视或财产遭到攻击的情况。目前尚未见大

样本量的心理调查研究。强制大规模的隔离措施有

利于疫情防控，同时也应采取相关措施降低其对大

众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

其他学者就施行心理卫生政策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进行了探讨。Xiang 等［5］于 2020 年 2 月 4 日

发表文章，认为需要关注 COVID-19 暴发后大众的

心理健康；通过类比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的 暴

发，作者提出了数个国家层面医疗卫生政策方面的

建议，如建立国家级别和区域级的多学科精神卫生

小组、向医务人员和患者定期提供准确的疫情信息

等。Duan 和 Zhu［6］对中国已开展的心理健康工作

进行了点评，提出了国家对心理健康工作具体执行

情况关注少、总体规划有待完善、缺乏心理健康专

业人才等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Bao 等［7］认

为 COVID-19 的暴发是对大众心理健康的挑战，并

认为其危害程度可能会超过 COVID-19 暴发本身引

发的后果。除了中国的情况外，Shigemura 等［8］也讨

论了日本民众对于 COVID-19 的心理反应，其中提

到有一位负责隔离的政府官员因工作失误而自杀。

2　心理干预措施

一些学者介绍了 COVID-19 暴发期间中国的心

理健康工作经验。Liu 等［9］描述了中国在线心理工

作的开展情况，从在线心理调查、在线心理健康教

育和在线心理干预 3 个方面介绍了经验。Kang 等［10］

介绍了武汉当地政府针对医务人员开展的心理干预

工作，特别强调了政府从不同角度减轻医务人员的

工作压力，如从其他省市抽调医务人员驰援武汉、

建立轮班制度、提供在线问诊平台等；此外，还成

立了心理干预小组，对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心理干

预。Chen 等［11］介绍了湖南某大型三甲医院为医务

人员提供心理健康关怀的经验，如医院为医务人员

提供休息区、帮助员工录制日常活动录像、让医务

人员了解患者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应对措施、派遣医

院安全人员帮助应对不合作的患者、心理咨询师定

期走访休息区聆听并支持工作人员等。魏华和李廷

玉［12］分析了 COVID-19 疫情对不同人群心理的影

响，提出了相关心理干预的建议。周小东［13-15］提出

了抗击心理防线要点及患者的心理卫生、焦虑恐惧

心理的防治措施。马良坤等［16］也提出了疫情防控

期间孕产妇心理调整的建议。保持患者和医务人员

心理健康对于更好地控制疫情至关重要，虽然目前

对疫情期间如何实施心理干预尚未达成共识，但这

些心理干预经验和相关建议为更好地应对突发传染

病暴发事件提供了参考。

3　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

COVID-19 对不同人群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也

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应该关注一些重点人群的心理

健康。Yang 等［17］认为，应在 COVID-19 暴发后关

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原因包括中国是世界上老龄

化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部分 COVID-19 死亡病例为

老年患者导致老年人心理压力更大、老年人群互联

网和手机使用率不高导致大部分老年人无法接受在

线精神卫生服务，以及现阶段多地实施隔离和交通

管制措施给老年精神疾病患者的维持治疗造成不便

等。Liem 等［18］认为，疫情期间不应忘记关注国际

移民工作者，因为与当地居民相比他们具有较高的

常见精神疾病（如抑郁症）负担，生活质量较低，

这种情况在 COVID-19 流行期间可能会恶化。王悦

等［19］、李少闻等［20］研究发现，386 名疫情期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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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儿童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分别达

22.0% 和 10.4%，认为尤其应该关注女生、年龄较

大的高年级学生、乡镇及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

在国家层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

原则》把 COVID-19 影响人群分为 4 级［3］：第 1 级

人群为 COVID-19 确诊患者（住院治疗的重症及以

上患者）、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

管理人员等。这类人员的早期心理特点为麻木、否

认、愤怒、恐惧、焦虑、抑郁、失望、抱怨、失

眠或攻击、孤独，也可能因对疾病的恐惧而不配合

或放弃治疗，或对治疗的过度乐观和期望值过高，

或濒死感、恐慌、绝望。第 2 级人群为居家隔离的

轻症患者（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和到医院就诊

的发热患者。这类人员的心理特点是恐慌、不安、

孤独、无助、压抑、抑郁、悲观、愤怒、紧张，以

及被他人疏远躲避的压力、委屈、羞耻感或不重视

疾病等；有些疑似患者可能出现侥幸心理、躲避治

疗、怕被歧视，或焦躁、过度求治、频繁转院等。

第 3 级人群为与第 1 级、第 2 级人群有关的人，如

家属、同事、朋友，以及参加疫情应对的后方救援

者如现场指挥人员、组织管理人员、志愿者等。这

类人员的心理特点是躲避、不安、等待期的焦虑，

或盲目勇敢、拒绝防护和居家观察等。第 4 级人群

为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区相关人群、易感人

群、普通公众。这类人员的心理特点是恐慌、不敢

出门、盲目消毒、失望、恐惧、易怒、攻击行为和

过于乐观、放弃等。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展了 COVID-19 相关心理

健康方面的横断面研究，如针对疫情期间居家儿童

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的调查等［19-20］，但针对

COVID-19 患者的研究尚少。梅俊华等［21］调查了 
70 例感染 COVID-19 的医护人员患者，发现这些

医护人员患者存在明显的心理障碍、应激障碍及

睡眠障碍。马楷轩等［22］对 145 名隔离人员的调查

研究发现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相对而言，针

对医务工作者群体开展的调查研究较多。Liu 等［9］

开展的多中心在线调查研究显示，1 563 名医护人

员的抑郁、焦虑、失眠和应激症状的检出率分别

高达 50.7%、44.7%、36.1% 和 73.4%。徐明川和

张悦［23］研究发现，41 名参加一线抗击 COVID-19
疫情的护理人员中有 92.68% 在 2 周内出现心理问

题。吴际军等［24］发现，4 所三甲医院 106 名一线

抗击 COVID-19 疫情的护士中有 64.15% 存在睡眠

问题，79.25% 存在轻中度焦虑。蒲佳等［25］研究发

现，COVID-19 疫情期间某医院 867 名护士总体上

无明显的焦虑及危机反应。刘祯帆等［26］研究发现，

629 名临床医务人员 COVID-19 的核心应急能力

处于中等水平。杨海红等［27］开展的针对一线抗击

COVID-19 护士的质性研究发现，知识储备不足、

工作负荷大、心理状态波动、感激团队及社会支持

是她们的心理体验主题。

总体而言，老年人、儿童青少年、COVID-19
患者和医护人员存在较多心理健康问题，应给予重

点关注，制定个体化心理干预措施，以保障其身心 
健康。

4　小　结

COVID-19 暴发后的在线心理健康服务和面对

面的心理干预已经开展，但相关研究尚显不足，心

理健康方面的实验性研究特别是针对重点人群的随

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研

究还未见发表。这可能是因为心理服务的起效需要

一定时间、一线医疗团队缺乏有临床经验的心理

学专家和精神科医师参与，开展相关研究需要一定

的周期；此外还可能与临床试验研究论文发表前

需要更长时间的同行评议有关。随着 COVID-19 心

理健康工作的不断深入，针对患者和医护人员心理

服务的大规模 RCT 研究、针对某特殊群体（如老

人、儿童青少年、低收入人群等）的大规模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长期的患者及家属心理服务效果的

队列研究、针对疫情期间特殊社会现象（如抢购

双黄连）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等将陆续开展。总之，

COVID-19 疫情暴发期间的心理健康研究需要被更

多地关注，为临床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充分的依

据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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