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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医学院校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情况及对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影响。方法：用问卷网制作的调查问卷，对 2 所医学院
校 1881 人通过网络平台开展问卷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 1822 份，对于“飞沫传播”途径知晓率为 96.65%（1761 人），其他传播途径
知晓率稍低于“飞沫传播”；对于“发热”、“干咳”、“胸闷”、“乏力”为主要症状的知晓率分别为 99.45%、88.25%、77.17%和 76.02%，“腹
泻”症状知晓率偏低；对于主要防护措施认知率较好。新冠肺炎疫情对学生学习、实习、毕业就业、睡眠影响很大，学生中·重度抑郁/焦
虑比例达到 7.69%，55.98%学生认为对学习工作影响最大。结论：医学院校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认知普遍较高；疫情对学生整体影响较大，
因此，应针对学生群体在政策、生活、心理方面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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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2 月底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病例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
流行[1–2]。2020 年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此次疫情为世
界大流行，防控工作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共同关注的问题[3–4]。截至
6 月 21 日 24 时，我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396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5]。截至 6 月 21 日 8 时，全球 216 个国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708008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1715 例[6]。为了解医学院校大学生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情况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影
响，本调查研究对 2 所医学院校 1881 名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开展问
卷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2020 年 6 月 5 日进行调查，采取
随机抽样的方法，采用问卷网问卷调查的形式，参与者均知情同意，
共收集了 2 所医学高等院校 1881 份问卷，有效问卷 1822 份，问卷
有效率 96.9%。 
1.2 研究方法 

课题组通过问卷网制作微信二维码，发送给调查对象，并扫描
微信二维码进入在线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含 3 个部分，（1）基本
资料包含：性别、专业层次、所学专业、是否为毕业班学生、所在
城市、居住地等；（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知包含：疫情动态获取
渠道、传播途径、主要症状、防护措施、对疫情了解程度、为预防
新冠肺炎实施的行为等；（3）对自身影响包含：对学习的影响、对
实习的影响、对毕业就业的影响、对精神的影响、对睡眠的影响、
对自身影响较大的方面。 
1.3 质量控制 

研究对象采用独立作答、匿名填写方式，用手机进行不少于
1min 的电子问卷（问卷网）填写并提交，课题组成员对收回的调查
问卷根据回答时长、手机 IP 地址，对不合格问卷进行剔除。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通过“问卷网”平台导出，并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包括基本情况，认知情况、影响情况的分析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822 份，其中男生占 33.92%，女生
占 66.08%；专科层次 19.7%，本科层次占 76.69%，硕士研究生占
0.6%；临床医学专业占 20.58%，临床医学相关专业占 79.42%；毕
业班学生占 23.11%，非毕业班学生占 76.89%；在河南省人数占
96.98%，在其他省份占 3.02%；城市居住占 41.6%，农村居住占
58.4%。 
2.2 新冠肺炎信息获取渠道 

大学生获取新冠肺炎疫情动态信息的主要渠道有 4 种：手机端
占比 98.57%,电脑门户网站占比 41.71%，听家人/朋友说占比
45.99%，电视占比 58.07%。 

2.3 对新冠肺炎认知情况 
由调查结果可知，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于“接触传播”途径知晓

率为 96.65%，对于“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血液传播”、“粪
口传播”作为主要传播途径仍有错误的认识；对于“发热”、“干咳”
为主要症状的知晓率分别为 99.45%和 88.25%，对于“胸闷”、“乏
力”、“腹泻”作为主要症状仍有错误的认识；对于“勤洗手”、“不
吃或少吃生冷食物”、“不食用野生动物”、“出门戴防护口罩”、“外
来物品及时消毒”、“减少外出”为主要防护措施的知晓率分别为
97.97%、78.87%、94.62%、98.46%、96.54%和 96.27%；了解新冠
肺炎基本情况的比例为 98.4%，其中 22.17%非常了解；主要采取的
防护行为“公共场所戴口罩”、“室内消毒勤通风”、“勤洗手并认真
仔细揉搓”、“减少或放弃外出并尽量说服家人不要外出”、“加强体
育锻炼”、“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比例为 98.52%、98.52%、95.28%、
94.73%、95.28%、87.49%和 87.16%，只有 2.8%的学生还和以前一
样没有采取防护措施。 
2.4 新冠肺炎对自身影响 

由调查结果可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72.17%学生认为对学习
有影响，其中 25.3%的学生认为影响很大，在学习影响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实习生中有 95.52%认为对实习有影响，其中 56.15%认
为影响很大，在实习影响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毕业生中有 95.9%
认为对毕业就业有影响，其中 55.4%认为影响很大，在毕业就业影
响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 33.27%的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焦
虑，其中中·重度抑郁/焦虑占到 7.69%，在学生精神影响上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对 20.25%的学生睡眠有影响，在睡
眠影响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55.98%学生认为对学习工作影响最
大，20.8%学生认为对日常生活影响最大，14.22%学生认为对朋友
交际影响最大，9%学生认为对心情影响最大。 
2.5 对疫情的态度 

由调查结果可知，91.6%的学生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我们肯
定能战胜此次疫情；8.01%的学生对此次疫情存在一定的担忧；
0.38%的学生认为与自己无关。 
3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并已纳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
[7]。为进一步做好 COVID-19 病例诊断和医疗救治工作，要学习《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8］并参照执行。 

本研究显示，女生占 66.08%，女生应答相对较高。传播途径、
主要症状、防护措施知晓率、对疫情了解程度、采取防控措施的比
例女生稍高于男生，不关心疫情的全部是男生，还和以前一样不采
取防控措施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相关研究表明，18 岁以上成年人
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低于男性，相对于男性更易产生焦虑[9-12]，而本
研究显示不同程度抑郁/焦虑比例女生（30.98%）明显低于男生
（37.7%），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学生群体尤其是医学院校女生的
心理承受能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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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生占 58.4%，农村学生在传播途径、主要症状、防护措
施知晓率、对疫情有所了解、疫情期间采取防护措施、对实习生实
习、毕业生就业、睡眠质量等方面几乎没有差别。但对疫情“非常
了解”的比例，城市学生明显高于农村学生，这也和其他相关研究
结论一致[13]。对学生精神影响方面，中·重度抑郁/焦虑比例农村学
生稍高于城市学生，认为对学习工作影响最大，农村学生比例明显
高于城市学生，这和城市与农村发展程度、资源匹配不平衡有一定
关系，因此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减小城乡
差距。 

临床专业学生占 20.58%，传播途径、主要症状、主要防护措
施知晓率、对疫情了解方面、疫情期间采取防护措施比例、临床专
业稍高于其他专业，不关心疫情的都是非临床专业。非临床专业学
生认为对自己学习、毕业就业方面影响更大，因为临床专业学生毕
业后大部分进入医院、医学相关院所工作，相对就业形势好一些。
不同程度抑郁/焦虑比例、睡眠质量低下方面临床专业都高于其他专
业，这是因为临床专业学生对疫情关注度、了解程度相对较高，符
合本次调查结果。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仅对我省 2 所医院院校 1881 学生
进行调查，样本量有限，被试对象不能完全大学生这一人群，结果
推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并将非医学
院校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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