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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2020年1月31日,世

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作为医疗储备人才，具有医生和学

生的双重角色[1]，虽然具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但缺乏充足的临

床经验和防疫经历。他们在临床一线与患者近距离接触，承担诊

治任务，面临被感染的高风险，其心理应激状况、焦虑水平和心

理需求如何亟待了解和掌握。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疫情期间参与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规培生202名。

1.2 方法：采用问卷星创建调查问卷，说明此次调查的目

的、注意事项，问卷承诺对资料保密，填写遵循自愿原则，问卷

第一部分为学员基本资料；第二部分为焦虑自评量表[2](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SAS 标准分＜50分为无焦虑,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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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抑郁自

评量表[3](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共计20个项

目，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2分以上为

重度抑郁。第三部分为问答题形式，主要包括疫情期间主要压力

来源等。

1.3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 ± 标准差 ( )sx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以n（％）表示。

2  结果

2.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规培医师一般资料统计（见表

1），共收集202 例数据，其中男性82（40.60%），女性102

（59.40%）；专业分为内科学（感染科或呼吸科）24，其他消化、心

血管内科等61，麻醉25；生源类别分为研究生106，社会人20，

本院8，委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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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例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82 40.60 

女性 120 59.40 

生源类别

社会人 20 9.90 

委培 68 33.66 

本院 8 3.96 

研究生 106 52.48 

婚姻状况

已婚 30 14.85 

未婚 172 85.15 

轮转时间

小于半年 15 7.43 

半年-1年 36 17.82 

1-2年 94 46.53 

大于2年 57 28.22 

工作经历

有 70 34.65 

无 132 65.35 

专业

内科学（感染科或呼吸科） 24 11.88 

内科学（其他） 61 30.20 

麻醉 25 12.38 

急诊 4 1.98 

影像学 7 3.47 

重症 7 3.47 

其他 74 36.62 

表1     规培医师一般资料汇总

项目 例数 百分比

抑郁

无抑郁 124 61.39

轻度抑郁 52 25.74

中度抑郁 17 8.42

重度抑郁 9 4.45

焦虑

无焦虑 160 79.21

轻度焦虑 26 12.87

中度焦虑 13 6.44

重度焦虑 3 1.48

项目 例数 抑郁 焦虑

性别

男 120 48.80±9.86 40.22±9.34

女 82 51.8811.99 43.43±12.77

t值 -1.994 -2.063

P值 0.048 0.040 

年龄（岁）

≤25 81 50.43±10.30 41.80±10.12

>25 121 49.79±11.24 41.33±11.51

t值 0.409 0.3

P值 0.683 0.765

生源类别

研究生 106 54.10±9.82 45.26±9.84

其他（委培、社
会人、其他）

96 45.05±10.06 36.90±10.57

t值 6.397 5.759

P值 <0.001 <0.001

婚姻状况

已婚 30 45.17±7.53 36.43±6.64

未婚 172 50.90±11.13 42.40±11.32

t值 -2.712 -2.804

P值 0.007 0.06

轮转时间

≤1年 51 45.65±10.81 42.89±10.62

>1年 151 51.54±10.49 37.45±10.98

t值 -3.44 -3.136

P值 0.001 0.002

工作经历

有 70 45.54±10.08 32.29±10.69

无 132 52.44±10.52 43.77±10.44

t值 -4.499 -4.168

P值 <0.001 <0.001

专业

内科学（感染科
或呼吸科）

24 45.29±7.70 37.00±7.28

其他 178 50.69±11.07 42.13±11.23

t值 -3.037 -3.004

P值 0.004 0.005

表2    规培医师抑郁、焦虑分布情况

表3     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下规培医师抑郁、焦虑单因素分析 (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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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型冠病毒肺炎疫情下规培医师抑郁、焦虑分布情况

（见表2），202 名规培学生中78 人抑郁，42 人焦虑。绝大多

数规培学生无焦虑抑郁表现，能很好地调节自身情绪。

2.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抑郁、焦虑因素分析（见表

3），通过对202 名规培医师进行不同维度的分组，规培学员抑

郁、焦虑水平在性别、生源类别、婚姻状况、工作经历、专

业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年龄方面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2020 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而来，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各省市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4]，

由于对新冠病毒认识有限，对于相对缺乏临床经验的医学规培生

来讲，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5]。接受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是其积累临床经验的重要阶段。但部分规培生心理

调节能力欠佳，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容易产生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如果缺乏专业老师指导，很容易出现心理问

题。心理健康教育一直以来均被认为是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

容,调查学生心理问题更容易给予专业指导。

本次主要对疫情期间规培生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分析，202名

规培生中，抑郁人数78（38.61%），焦虑人数42（20.79%），

焦虑合并抑郁人数34（16.83%），面对反反复复的疫情，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规培生学习及临床工作的顺利进行，心理极容易产

生波动。通过调查发现女生抑郁、焦虑得分高于男生，这是因

为女性情感体验、特殊身体生理情况的影响，在面对疫情时容

易出现负面情绪。研究生规培比其他生源类别规培生更容易发生

抑郁及焦虑，专业型研究生同时面临临床工作及科研任务双重压

力，疫情导致临床工作延期，科研任务无法顺利完成，导致心

理波动。另外规培生抑郁、焦虑也与轮转时间、工作经历、婚

姻状况有关，工作经历越少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此次研究显

示轮转时间越长，越容易焦虑，可能与临床工作压力大有关；

已婚规培生心理状况比未婚规培生好，可能与伴侣之间相互鼓

励，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相关。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身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更加直接地

接触到了新冠病毒，我们所做的不但要解决病人病痛，更要注

重病人心理健康，所以更应该调节好规培生心理状况，针对广

大规培生，我们可以网络讲课、座谈会等形式，讲解关于新型

关注病毒肺炎特点、防护措施等，加深规培生对新冠肺炎的认

识。以科室为单位，对穿脱防护服进行培训，加强防护意识。

对于抑郁焦虑规培生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分析规培医师心理变化情

况，掌握疫情期间规培医师心理波动情况更有利于对其教学，

解除其心理问题从而解除其心理负担，更好的胜任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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