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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特征，为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2020 年 5 月 17 日至 2020 年 6 月 17 日，采用调整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PQEEPH）对北京联合大学

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PQEEPH 分为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性焦虑和疑病症 5 个维度，依据情绪反应症状的程

度和频度进行 4 级评分，0 分为无症状，1 分为轻度症状，2 分为中度症状，3 分为重度症状。结果  共获得有效问卷 
3 019 份。在COVID-19 疫情期间，大学生情绪反应症状从重到轻依次为恐惧、神经衰弱、抑郁、强迫性焦虑和疑病症，

发生率分别为 87.7%（2 648/3 019）、44.8%（1 353/3 019）、37.4%（1 129/3 019）、17.3%（522/3 019）、11.6%（350/ 
3 019）。女生恐惧得分高于男生（P＜0.001），居住在乡镇 / 城郊的大学生恐惧得分高于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 
（P 均＜0.017），身边有确诊 COVID-19 病例、亲人作为医护人员或后勤保障人员参与疫情防治工作的大学生抑郁、神

经衰弱和强迫性焦虑得分高于无此类情况者（P 均＜0.017），身边有疑似 COVID-19 病例的大学生抑郁、强迫性焦虑和

疑病症得分高于无此类情况者（P均＜0.017）。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中重度恐惧心理（OR＝1.53，95% CI 1.25～1.88， 
P＜0.001），身边有确诊或疑似 COVID-19 病例的大学生比无此类情况者更容易出现中重度恐惧心理（OR＝2.03， 
95% CI 1.29～3.20，P＝0.002），居住在乡镇 / 城郊的大学生比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中重度恐惧心理 
（OR＝0.72，95% CI 0.56～0.94，P＝0.015；OR＝0.78，95% CI 0.63～0.97，P＝0.025）。结论 COVID-19 疫情对大学

生心理造成了影响，需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大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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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From May 
17, 2020 to Jun. 17, 2020, the adjusted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s for emergent events of public health (PQEEPH) was 
surveyed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5 dimensions: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fear, obsessive-compulsive anxiety, and hypochondriasis. Four grades were scor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and frequency of emotional responses: 0 means no symptoms, 1 means mild symptoms, 2 means moderate symptoms, 
and 3 means severe symptoms. Results A total of 3 01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emotional response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most serious to the least, were fear, neurasthenia, 
depression, obsessive-compulsive anxiety, and hypochondriasis, with the incidences being 87.7% (2 648/3 019),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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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已经被 WHO 认定为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COVID-19 疫情作为一种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的心理会造成不良影响，超过

半数的研究对象出现心理感受异常，包括对基本生

存的担忧，对个人和亲人安全的恐惧、焦虑情绪，

睡眠障碍等［2-3］。许多研究聚焦 COVID-19 疫情对

一线医护人员、COVID-19 患者和普通民众心理健

康的影响，调查显示 COVID-19 确诊患者和疑似患

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且症状越强

烈睡眠质量越差，部分个体甚至会发展为创伤后 

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并伴有严重的睡眠问题［4-7］。高校大学生是一个非

常特殊的群体，延迟开学、线上教学、封闭管理

等疫情防控措施对其生活和学习带来严重影响。

COVID-19 疫情的突发性、传染性、广泛性、不确

定性、危害性已经严重打乱了大学生的生活和学

习秩序，同时也导致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抑郁、恐惧等不良心理反应［8-12］，如果未能及时加

以教育引导与调适，则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因此，加强 COVID-19 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十分必要。本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为研究

对象，分析大学生在 COVID-19 疫情下抑郁、神经

衰弱、强迫性焦虑、恐惧和疑病症反应的发生情

况，比较不同特征大学生心理反应的差异，以期为

尽早识别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和提供针对性的干预

提供参考。

(1 353/3 019), 37.4% (1 129/3 019), 17.3% (522/3 019), and 11.6% (350/3 019), respectively. The fear scores of femal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 students (P＜0.001), the fear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owns/suburb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from rural and urban areas (both P＜0.017),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obsessive-
compulsive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around them or their relatives participated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medical staff or logistics support personne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conditions 
(all P＜0.017), and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obsessive-compulsive anxiety and hypochondriasi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suspected COVID-19 cases around the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condition (all P＜0.017). Female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moderate to severe fear than males (odds ratio ［OR］ ＝1.5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25-1.88, P＜0.001), 
those with confirmed or suspected COVID-19 cases around them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moderate to severe fear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conditions (OR＝2.03, 95% CI 1.29-3.20, P＝0.002), and those living in towns/suburb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moderate to severe fear than those living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OR＝0.72, 95% CI 0.56-0.94, P＝0.015; OR＝0.78,  
95% CI 0.63-0.97, P＝0.025). Conclusion COVID-19 epidemic has impact on the psych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 targete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them.

［ Key words ］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ear
［Acad J Naval Med Univ, 2022, 43(6): 709-714］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 年 5 月 17 日至 2020 年 6 月

17 日，以北京联合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由

各学院辅导员随机抽取学生参加在线问卷调查。

1.2 调查工具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调查大

学生的性别、年级、地区、城乡、身边有无确诊或

疑似 COVID-19 病例、是否有亲人参与疫情防治工

作等基本特征。采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s for emergent events of 

public health，PQEEPH）调查大学生心理状态。该

量表由高延等［13］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流行期间

针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编制，已被广泛用于调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的心理状态［14-16］。本研

究依据 COVID-19 疫情的特点对问卷题目的内容表

述进行了适当调整，问卷分为抑郁、神经衰弱、恐

惧、强迫性焦虑和疑病症 5 个维度，共包含 27 个

条目，每个条目依据情绪反应症状的程度和频度进

行 4 级评分，0 分为无症状，1 分为轻度症状，2 分

为中度症状，3 分为重度症状［13］。每个维度的得

分为该维度所有条目得分总和除以条目数。本研究

中 PQEEPH 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9，抑

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性焦虑和疑病症各维度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78、0.738、0.648、

0.705、0.414。
1.3 数据收集 所有问卷均通过问卷星平台完

成，调查对象均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问卷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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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必答题以确保问卷回答的完整性。由 2 名调

查小组成员分别对回收问卷进行逐一检查并排除无

效问卷，剔除答题时间＜2 min 或＞30 min 的问卷

及重复提交的问卷。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不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

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 
U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检验（两

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法）。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中重度恐惧心理的影响因素。检验水

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COVID-19 疫情下大学生心理状态整体状况 共获 
得有效问卷 3 019 份。3 019 名大学生中，男生 

1 000 人（33.1%），女生 2 019 人（66.9%）；大

一 1 367 人（45.3%）， 大 二 871 人（28.9%），

大 三 424 人（14.0%），大 四 357 人（11.8%）；

居住在北京地区 1 868 人（61.9%），非北京地区 
1 151 人（38.1%）；居住在城市 1 516 人（50.2%），

居住在乡镇 / 城郊 740 人（24.5%），居住在农村

763 人（25.3%）。此外，93 人（3.1%）身边有确

诊或疑似 COVID-19 病例；225 人（7.5%）有亲人

参与疫情防治工作，包括医护人员 84 人（2.8%）、

后勤保障人员 141 人（4.7%）。调查结果显示，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大学生情绪反应从重到轻

依次为恐惧、神经衰弱、抑郁、强迫性焦虑和疑

病症，发生率分别为 87.7%（2 648/3 019）、44.8% 
（1 353/3 019）、37.4%（1 129/3 019）、17.3%（522/ 
3 019）、11.6%（350/3 019），详见表 1。

表 1 COVID-19 疫情期间大学生 PQEEPH 各维度得分和症状分级

N＝3 019

维度 得分, M (QL, QU)
症状分级, n (%)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抑郁 0.00 (0.00, 0.33) 1 890 (62.6) 948 (31.4) 154 (5.1) 27 (0.9)
神经衰弱 0.00 (0.00, 0.40) 1 666 (55.2) 1 202 (39.8) 124 (4.1) 27 (0.9)
恐惧 0.67 (0.33,1.00) 371 (12.3) 2 056 (68.1) 559 (18.5) 33 (1.1)
强迫性焦虑 0.00 (0.00, 0.00) 2 497 (82.7) 492 (16.3) 27 (0.9) 3 (0.1)
疑病症 0.00 (0.00, 0.00) 2 669 (88.4) 323 (10.7) 21 (0.7) 6 (0.2)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PQEEPH：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M (QL, QU)：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

2.2 COVID-19 疫情下不同特征大学生心理状

态的比较 由表 2 可见，女生恐惧得分高于男生 
（P＜0.001）；居住在北京地区和非北京地区的

大学生 5 个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居住在农村、乡镇 / 城郊、城市的大学生

恐惧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两两比

较结果显示居住在乡镇 / 城郊的大学生恐惧得分高

于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P 均＜0.017）；身

边有确诊或疑似 COVID-19 病例与无此类情况的大

学生的抑郁、神经衰弱、强迫性焦虑、疑病症得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两两比较结

果显示身边有确诊病例者的抑郁、神经衰弱、强迫

性焦虑得分高于身边无确诊病例者（P均＜0.017），

身边有疑似病例者的抑郁、强迫性焦虑和疑病症得

分高于身边无疑似病例者（P 均＜0.017）；亲人参

与疫情防治工作与未参与疫情防治工作的大学生抑

郁、神经衰弱和强迫性焦虑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均＜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参与疫情防治工

作的亲人为医护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的大学生以上

3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无相关情况者（P均＜0.017）。

2.3 COVID-19 疫情下大学生恐惧心理影响因素

的多元回归分析 本次调查中 19.6%（592/3 019）
的大学生有中重度恐惧心理。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表 3）显示，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中重

度恐惧心理（OR＝1.53，95% CI 1.25～1.88，P＜ 

0.001），身边有确诊或疑似 COVID-19 病例的大

学生比无此类情况者更容易出现中重度恐惧心理

（OR＝2.03，95% CI 1.29～3.20，P＝0.002），

居住在乡镇 / 城郊的大学生比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

大学生更容易出现中重度恐惧心理（OR＝0.72，
95% CI 0.56～0.94，P＝0.015；OR＝0.78，95% CI 
0.63～0.97，P＝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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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OVID-19 疫情期间大学生恐惧心理影响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值 OR (95% CI)

性别
 女 0.43 0.10 ＜0.001 1.53 (1.25, 1.88)
 男 参考变量
地区
 北京地区 －0.14 0.10  0.160 0.87 (0.72, 1.06)
 非北京地区 参考变量
居住地
 农村 －0.32 0.13  0.015 0.72 (0.56, 0.94)
 城市 －0.25 0.11  0.025 0.78 (0.63, 0.97)
 乡镇/城郊 参考变量
身边有无确诊或疑似病例
 有 0.71 0.23  0.002 2.03 (1.29, 3.20)
 无 参考变量
是否有亲人参与疫情防治
 有 0.11 0.17  0.506 1.12 (0.80, 1.57)
 无 参考变量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OR：比值比；CI：置信区间.

表 2 COVID-19 疫情期间不同特征大学生 PQEEPH 各维度得分的比较

M (QL, QU)

特征 N 抑郁 神经衰弱
得分 平均秩 P值 得分 平均秩 P值

性别   0.174  0.130 
 男 1 000 0.00 (0.00, 0.33) 1 483  0.00 (0.00, 0.40) 1 479  
 女 2 019 0.00 (0.00, 0.33) 1 523  0.00 (0.00, 0.40) 1 525  
地区    0.878   0.121 
 北京地区 1 868 0.00 (0.00, 0.33) 1 508  0.00 (0.00, 0.40) 1 528  
 非北京地区 1 151 0.00 (0.00, 0.33) 1 513  0.00 (0.00, 0.40) 1 482  
居住地    0.250   0.085 
 农村   763 0.00 (0.00, 0.17) 1 471  0.00 (0.00, 0.40) 1 463  
 乡镇/城郊   740 0.00 (0.00, 0.33) 1 528  0.00 (0.00, 0.40) 1 554  
 城市 1 516 0.00 (0.00, 0.33) 1 521  0.00 (0.00, 0.40) 1 512  
身边有无确诊或疑似病例    0.001   0.023
 有确诊病例 60 0.08 (0.00, 0.67) 1 775  0.20 (0.00, 0.75) 1 784  
 有疑似病例 33 0.17 (0.00, 0.58) 1 819  0.00 (0.00, 0.60) 1 561  
 无 2 926 0.00 (0.00, 0.33) 1 501  0.00 (0.00, 0.40) 1 504  
是否有亲人参与疫情防治    0.007   0.011
 有亲人为医护人员 84 0.00 (0.00, 0.50) 1 693  0.20 (0.00, 0.60) 1 672  
 有亲人为后勤保障人员 141 0.00 (0.00, 0.50) 1 641  0.20 (0.00, 0.60) 1 658  
 无 2 794 0.00 (0.00, 0.33) 1 498  0.00 (0.00, 0.40) 1 498  

特征
恐惧 强迫性焦虑 疑病症

得分 平均秩 P值 得分 平均秩 P值 得分 平均秩 P值
性别  ＜0.001   0.295  0.831 
 男 0.50 (0.17, 0.83) 1 292  0.00 (0.00, 0.00) 1 526  0.00 (0.00, 0.00) 1 507  
 女 0.67 (0.50, 1.00) 1 618  0.00 (0.00, 0.00) 1 502  0.00 (0.00, 0.00) 1 511  
地区    0.759    0.823   0.553 
 北京地区 0.67 (0.33, 1.00) 1 514  0.00 (0.00, 0.00) 1 508  0.00 (0.00, 0.00) 1 506  
 非北京地区 0.67 (0.33, 1.00) 1 504  0.00 (0.00, 0.00) 1 513  0.00 (0.00, 0.00) 1 517  
居住地    0.007    0.950   0.553 
 农村 0.67 (0.33, 1.00) 1 464  0.00 (0.00, 0.00) 1 515  0.00 (0.00, 0.00) 1 514  
 乡镇/城郊 0.67 (0.33, 1.00) 1 595  0.00 (0.00, 0.00) 1 511  0.00 (0.00, 0.00) 1 493  
 城市 0.67 (0.33, 1.00) 1 491  0.00 (0.00, 0.00) 1 507  0.00 (0.00, 0.00) 1 516  
身边有无确诊或疑似病例    0.176   ＜0.001   0.007
 有确诊病例 0.83 (0.50, 1.17) 1 682  0.00 (0.00, 0.20) 1 804  0.00 (0.00, 0.00) 1 598  
 有疑似病例 0.83 (0.33, 1.17) 1 661  0.00 (0.00, 0.20) 1 853  0.00 (0.00, 0.50) 1 745  
 无 0.67 (0.33, 1.00) 1 505  0.00 (0.00, 0.00) 1 500  0.00 (0.00, 0.00) 1 506  
是否有亲人参与疫情防治    0.209   ＜0.001   0.086 
 有亲人为医护人员 0.67 (0.50, 1.17) 1 674  0.00 (0.00, 0.20) 1 719  0.00 (0.00, 0.00) 1 612  
 有亲人为后勤保障人员 0.67 (0.33, 1.00) 1 521  0.00 (0.00, 0.00) 1 620  0.00 (0.00, 0.00) 1 549  
 无 0.67 (0.33, 1.00) 1 505  0.00 (0.00, 0.00) 1 498  0.00 (0.00, 0.00) 1 505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PQEEPH：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M (QL, QU)：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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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大学

生中有 87.7%（2 648/3 019）存在恐惧情绪，44.8% 
（1 353/3 019）存在神经衰弱表现，37.4%（1 129/ 
3 019）存在抑郁情绪，17.3%（522/3 019）产生强

迫性焦虑情绪，11.6%（350/3 019）有疑病症表现。

既往研究表明人在突发事件刺激下易产生恐惧情

绪，导致生理、心理异常，进而影响行为反应［17］。

COVID-19 疫情下，在校大学生的恐惧情绪反应较

为普遍。大学生群体尚处在心智成熟的转化期，思

维的判断力还不够成熟理智，内心的感受非常容易

受到各种信息的影响。越在危机的情况下，人们越

期待并选择性地接受证实这种危机的负性信息，走

入所谓自证预言的怪圈［18］。因此，恐惧不仅因为

疫情本身，更是由于疫情信息的不确定性所造成。

研究表明，民众心态的平静程度与政府信息公开的

程度成正比［19］。本研究中 19.6%（592/3 019）的

大学生存在中重度恐惧心理，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女生产生中重度恐惧心理的风险高于

男生，身边有确诊或疑似 COVID-19 病例者产生中

重度恐惧心理的风险高于无此类情况者，居住在乡 
镇 / 城郊的大学生产生中重度恐惧的风险高于居住

在农村与城市的大学生。因此，高校管理者要特别

注重信息传播对大学生心态变化的影响，要充分利

用各种宣传渠道向学生输送有关疫情的可靠数据和

积极信息，纠正其不良认知，进行科学的心理健康

教育与干预。

本次调查表明，大学生对 COVID-19 疫情的心

理反应存在群体性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感到

恐惧。可能的原因是面对疫情女生更愿意表达自

己的恐惧情绪，而男生可能更多采用回避、压抑或

理性化的应对方式。既往研究发现 COVID-19 疫情

下大学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多的焦虑［20］，而本研

究中并没有类似发现。同时，大学生的心理反应也

因所处地区、身边是否有确诊或疑似 COVID-19 病

例、是否有亲人参与防疫工作等而不同，居住在乡

镇 / 城郊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恐惧心理，身边有确

诊或疑似病例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神经衰

弱、强迫性焦虑、疑病症的心理反应，亲人参与防

疫工作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神经衰弱、恐惧、强迫

性焦虑的心理状态。因此，高校管理者要根据不同

情况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分类管理，适当干预［21］。

作为高校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在为学生提供心理服

务时，必须要考虑到人群特征，因人群而异，对于

不同人群实施有针对性、专门化的心理服务。要

加强对学生群体的细化分类，关注到不同性别大学

生的心理反应差异，并重点关注身边有确诊或疑似

COVID-19 病例、生源在乡镇 / 城郊的学生。

有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能调节生活事

件、人格、压力带给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降低个

体的焦虑情绪［22］，对于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促进

作用［23］，是预防 PTSD 发生的保护因素［24］。学校

的支持将有助于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因此，高

校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多样化的心理支持系统，帮

助大学生应对 COVID-19 疫情下的恐惧和应激情绪

反应。由于疫情期间绝大部分学生处于隔离状态，

无法提供面对面的心理服务，高校要善于利用网

络平台、新媒体技术等手段，开展多样化的心理服

务。例如，利用网络教学资源提供专题心理教育，

利用在线测评方式提供心理健康测评，利用微信、

QQ 等在线平台、热线电话等形式开展咨询服务。

综上所述，COVID-19 疫情对大学生心理造成

了影响，其中恐惧情绪反应较为普遍，需要引起管

理者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高校应加快心理辅导的

步伐，尽快建设心理应激监测系统，对大学生的心

态变化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 , 为提供有效的心理

干预和支持措施做好充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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