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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 讨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下 手 术 患 者 术 前 焦 虑 、 抑 郁 现 状 ， 并 分 析 其 影 响 因 素 。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焦虑自评量表(Sel f -rat ing  A nx iet y  Scale，

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对2020年2月1日至3月10日在中南大学湘雅

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行择期手术的233例术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

手术患者术前焦虑得分为46.24±6.52，抑郁得分为50.16±7.97，明显高于国内常模(P<0.05)。担心

自己被传染的程度、家人的关心程度、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和延迟手术的想法既是导致患者术前焦

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患者术前抑郁的主要因素(P<0.05)；此外，年龄、婚姻是患者术前焦虑

的影响因素。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手术患者术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且焦

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医护人员应对手术患者术前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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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fore operation in patients under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metho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 qustionnare survey was 

performed in 23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elective surgery from February 1 to March 10, 2020 in the third-

class A hospital in Zhuzhou City. Results: The preoperative anxiety score of patients under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was 46.24±6.52, and the depression score was 50.16±7.9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domestic norm (P<0.05). Worrying about the degree of infection, family’s concern, concern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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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是 国 际 关 注 的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 1 - 2 ]。 由 于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传 染 性

强，潜伏期长，人群普遍易感，隐性感染者可能

为 传 染 源 ， 目 前 没 有 特 效 药 物 治 疗 [ 3 - 4 ]， 这 给 公

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使其处于较高的心

理应激状态。有调查 [ 5 ]显示9 8 . 5 4 %的受访者表示

非常害怕。手术是一种应激源，会对患者的身体

造成一定的创伤，也会对患者的心理造成严重的

影响。其中，焦虑是手术患者术前最常见的心理

反 应 [ 6 - 7 ]。 不 良 心 理 应 激 不 仅 会 增 加 麻 醉 和 手 术

的风险 [ 8 ]，还可引起免疫系统发生一系列的功能

变化，导致一定程度的免疫抑制 [ 9 ]，不利于患者

的身体康复。疫情时期手术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针对医务

人 员 、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患 者 、 隔 离 人 员 等 人

群 的 心 理 状 况 进 行 调 查 研 究 ， 而 缺 乏 对 疫 情 下

手 术 患 者 术 前 心 理 状 况 的 关 注 。 本 研 究 旨 在 调

查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下 手 术 患 者 术 前 心 理

状 况 ， 并 对 其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分 析 ， 以 期 为 今 后

面 对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时 ， 对 手 术 患 者 术 前 进

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及护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020年2月1日至

3月10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行择

期手术的患者233例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年

龄为18~75岁患者；2)同意参与本次研究者。排除

标准：1)病情危急，需行急诊手术的患者；2)既往

有严重精神病史、心理障碍史；3 )近期有过重大

的心理创伤；4 )沟通障碍、认知障碍、意识障碍

的患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查阅相关文献

自 行 设 计 ， 包 括 性 别 、 年 龄 、 婚 姻 、 学 历 、 职

业、月收入、病程、家人关心程度、居住地有无

疫情、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在疫情下住院手术担

心自己被传染的程度、在疫情下有无延迟手术的

想 法 、 在 疫 情 下 行 手 术 最 担 心 的 问 题 等 。 2 ) 焦

虑自评量表(Sel f -rat ing Anx iet y  Scale，SA S) [10]：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是 由 Z u n g 于 1 9 7 1 年 编 制 。 本 量 表

共 有 2 0 个 反 映 患 者 近 1 周 焦 虑 状 况 的 条 目 ， 除

( 5 、 9 、 1 3 、 1 7 、 1 9 ) 5 个 反 向 条 目 ， 按 4 - 1 评 分

外 ， 其 余 条 目 均 为 正 向 条 目 ， 按 1 - 4 评 分 。 焦

虑 标 准 分 = 2 0 个 条 目 得 分 之 和 × 1 . 2 5 ， 取 整 数 部

分，S A S 标准分低于5 0为无焦虑，分数越高说明

焦 虑 情 况 越 严 重 。 3 )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 S e l f - r a t i n g  
D e p r e s s i o n  S c a l e ， S D S ) [ 1 0 ]：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于

1 9 6 5 年 由 Z u n g  编 制 而 成 。 本 量 表 共 有 2 0 个 反

映患者近 1 周抑郁状况的条目， 1 0 个正向条目，

按 1 ~ 4 评 分 ， 1 0 个 反 向 条 目 ， 分 别 为 2 、 5 、 6 、

1 1、1 2、1 4、1 6、1 7、1 8、2 0，以4 ~ 1评分。抑

郁 标 准 分 = 2 0 个 条 目 得 分 之 和 × 1 . 2 5 ， 取 整 数 部

分，S D S标准分5 3为无抑郁，分数越高说明抑郁

情况越严重。

1.2.2  调查方法 
调查前向患者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及

注意事项，并说明其匿名、保密性，取得患者同

意后，在统一指导语的情况下指导患者当场完成

调查问卷。采取患者自填、面对面询问(年龄大、

已做好术前准备不方便填写等患者)相结合的方式

收集资料。

1.3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

描述及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

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比(%)表示。单因素分析采

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F检验或秩和检验；对单因素

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进一步统计分析；α=0.05作为检验水准，P值均为

双侧概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he epidemic and the tension of delaying surgery were not only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patients ‘preoperative 

anxiety, but also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patients’ preoperative depression (P<0.05). In addition, age and 

marriag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tients’ preoperative anxiety. Conclusion: In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before surger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not the same. Therefore, medical staff should provide patients 

with targeted psychological care before surgery.

Key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surgical patients; anxiety;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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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手术患者术前焦虑、

抑郁状况  
本 次 共 发 放 问 卷 2 3 3 份 ，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233份，有效回收率为100%。233例患者的焦虑得

分为4 6 . 2 4 ± 6 . 5 2，得分范围为2 6 ~ 6 7，无焦虑1 5 6
例( 6 6 . 9 5 % )，轻度焦虑6 9例( 2 9 . 6 1 % )，中度焦虑

8例( 3 . 4 3 % )。抑郁得分为5 0 . 1 6 ± 7 . 9 7，得分范围

为27~71，无抑郁147例(63.09%)，轻度抑郁74例

(31.76%)，中度抑郁12例(5.15%)。焦虑、抑郁得

分均明显高于国内常模(S A S评分为3 3 . 8 0 ± 5 . 9 0，

S D S 评分为 4 1 . 5 8 ± 1 0 . 5 7 ) [ 1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手术患者术前焦虑、

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手术患者术前焦虑、抑郁得分在

不同家人关心程度、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在疫情下

住院手术担心自己被传染的程度、疫情下有无延迟

手术的想法、在疫情下行手术最担心的问题等进行

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手术患者术前

焦虑得分在不同性别、年龄、婚姻、职业等进行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手术患者术前焦虑、

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以焦虑、抑郁评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

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α入=0.05，α出=0.10)。自变量赋值：性别：男=1，

女=2；年龄以实际数值输入；婚姻：未婚=1，已

婚= 2，其他( 离异/ 丧偶) = 3；职业：在职= 1，离

退休=2，在校学生=3，无业=4；家人关心程度：

特别关心=1，比较关心=2，不太关心=3，完全不

关心=4；对疫情关注程度：非常关注=1，比较关 
注 = 2 ， 不 太 关 注 = 3 ， 完 全 不 关 注 = 4 ； 担 心 自 己

被 传 染 程 度 ： 非 常 担 心 = 1 ， 比 较 担 心 = 2 ， 不 担 
心=3；延迟手术想法：有=1，无=2；疫情下手术

最担心的问题：与疫情有关=1，与手术有关=2，

无=3。结果见表2、表3。

表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手术患者术前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分，x±s，n=233)

Table 1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surgical patients under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point，x±s，n=233)

项目 患者/[例(%)] 焦虑 抑郁

性别

男 120 (51.50) 45.12±5.83 49.61±7.77

女 113 (48.50) 47.43±7.02 50.74±8.17

t −2.733 −1.086

P 0.007 0.278

年龄/岁

18~30 27 (11.59) 43.04±6.71 48.33±9.22

31~50 94 (40.34) 45.77±5.34 48.99±6.44

≥51 112 (48.07) 47.41±7.10 51.58±8.61

H 9.193 5.953

P 0.010 0.051

婚姻

未婚 24 (10.30) 42.71±6.71 47.67±9.48

已婚 194 (83.26) 46.48±6.35 50.30±7.71

其他(离异/丧偶) 15 (6.44) 48.80±6.76 52.27±8.41

F 4.969 1.740

P 0.008 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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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 患者/[例(%)] 焦虑 抑郁

学历

中专及以下 180 (77.25) 46.63±6.75 50.61±8.27

大专 29 (12.45) 45.10±5.70 47.07±6.47

本科及以上 24 (10.30) 44.70±5.47 50.45±6.62

F/H 1.426 4.738

P 0.242 0.094

职业

在职 166 (71.24) 45.87±5.73 49.89±6.75

离退休 39 (16.74) 46.21±7.59 50.20±9.72

在校学生 5 (2.15) 38.80±7.60 45.20±13.10

无业 23 (9.87) 44.74±5.31 48.04±7.74

F/H 2.897 4.261

P 0.036 0.235

月收入/元

<5 000 182 (78.11) 46.47±6.95 50.47±8.54

5 000~10 000 33 (14.16) 46.00±4.86 49.64±5.85

>10 000 18 (7.73) 44.33±4.23 47.94±4.41

H 2.536 2.025

P 0.281 0.363

病程/年

<1 138 (59.23) 46.25±6.67 50.43±8.37

1~5 63 (27.04) 46.87±6.42 50.62±7.27

>5 32 (13.73) 44.97±6.05 48.09±7.42

F 0.904 1.260

P 0.406 0.286

家人关心程度

特别关心 147 (63.09) 44.91±6.62 48.39±8.14

比较关心 82 (35.19) 48.37±5.73 52.88±6.59

不太关心 4 (1.72) 51.50±5.00 59.25±7.41

F 9.331 12.010

P <0.001 <0.001

居住地有无疫情

有 5 (2.15) 47.40±8.41 53.40±11.80

无 228 (97.85) 46.21±6.50 50.09±7.89

t 0.401 0.919

P 0.689 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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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 患者/[例(%)] 焦虑 抑郁

对疫情的关注程度

非常关注 168 (72.10) 45.39±6.30 48.85±7.58

比较关注 47 (20.17) 47.98±5.57 53.06±7.52

不太关注 15 (6.44) 50.47±9.38 55.47±9.54

完全不关注 3 (1.29) 45.33±4.93 51.33±9.02

F 4.359 6.217

P 0.005 <0.001

担心自己被传染程度

非常担心 39 (16.74) 51.21±6.63 55.13±7.00

比较担心 84 (36.05) 47.33±5.30 52.08±6.82

不担心 110 (47.21) 43.65±6.11 49.93±7.78

F 25.696 22.609

P <0.001 <0.001

有无延迟手术的想法

有 134 (57.51) 47.96±6.20 52.04±7.09

无 99 (42.49) 43.92±6.25 47.62±8.42

t/z 4.895 −4.922

P <0.001 <0.001

最担心的问题

与疫情有关 118 (50.65) 47.59±6.22 51.98±7.35

与手术有关 59 (25.32) 45.56±7.36 49.10±8.74

无 56 (24.03) 44.11±5.57 47.43±7.54

F 6.114 7.263

P 0.003 0.001

表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手术患者焦虑的多因素分析结果(n=233)

Table 2 Multi-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anxiety in surgical patients during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n=233)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45.188 2.486 — 18.175 <0.001

担心自己被传染程度 −3.027 0.519 −0.344 −5.830 <0.001

年龄 1.144 0.591 0.120 1.936 0.054

家人关心程度 1.463 0.722 0.117 2.026 0.044

延迟手术想法 −2.636 0.801 −0.200 −3.291 0.001

对疫情的关注程度 1.570 0.578 0.160 2.714 0.007

婚姻 2.499 0.965 0.156 2.591 0.010

R2=0.329，调整R2=0.311，F=18.441，P<0.001。
R2=0.329，adjust R2=0.311，F=18.44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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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患 者 术 前 焦 虑 发 生 率 为

33.04%，抑郁发生率为36.91%，其中中度焦虑为

3.43%，中度抑郁为5.15%，且得分均明显高于国内

常模(P<0.05)。可能是一方面手术本身就是一种强

烈的应激刺激，手术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导致手术患者术前普遍出现焦虑反应[6]；另一方面

可能与这次疫情的波及面广，传染源可能为无症

状感染者，且目前尚无特异性治疗药物等[3]因素有

关。这些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手术患

者术前出现严重的心理负担，引发焦虑、抑郁情

绪 [12]。但本调查结果未发现重度焦虑、抑郁的患

者，可能是株洲市处于低发区，政府防控及时，

所有确诊患者均已收入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在本研究调查期间株洲市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

制，降低了患者的恐慌感；也可能是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为株洲市医疗水平最好的

三甲医院，具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仪器设备，让

患者心安。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担心自己被传染的程

度，家人的关心程度，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延迟

手术的想法既是导致患者术前焦虑的重要因素，

也 是 导 致 患 者 术 前 抑 郁 的 主 要 因 素 ； 此 外 ， 年

龄、婚姻是患者术前焦虑的影响因素。其中，担

心自己被传染的程度是导致患者术前焦虑、抑郁

的最大因素。1 )患者越担心自己被传染，越易感

到焦虑、抑郁。可能是由于新冠病毒肺炎人群普

遍易感，可通过飞沫、空气、接触等传播 [ 4 ]，潜

伏期长，存在家族聚集性传染，目前没有有效的

治疗方法，而术后患者自身免疫力降低，被感染

概率增大，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并非“一对一”

进行治疗护理，患者担心自己被传染。2 )有延迟

手术想法的患者，相对无延迟手术想法者更易感

到焦虑、抑郁。可能是由于患者担心在疫情下行

手术治疗会增加感染的概率，但病情的原因又不

得不选择及时行手术治疗，使患者处于疾病与恐

慌的双重强烈刺激下。3 )完全不关注疫情和对疫

情特别关注的患者，相对其他分组的患者不易感

到焦虑、抑郁。可能是对疫情特别关注的患者，

分别通过微信(88.97%)和网页(82.06%)获取了相关

健康信息 [ 5 ]，及时、准确获悉政府权威机构发布

的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相关信息，充分

了解本次疫情的发展动态，对疫情的认知度高，

掌握正确的个人防护知识，相信疫情是可防、可

控、可治的；而完全不关注疫情的患者在本次调

查中仅有3例，且均为老年患者，可能是其不知道

疫情的严重性，也没有接收到有关疫情的负面信

息；也可能是自己周围没有发生疫情，觉得和自

己无关。4 )患者觉得家人对自己越关心，越不易

感到焦虑、抑郁，提示家人的关爱可以减少患者

的负性情绪。患者需要的不仅是生活和物质上的

支持，更需要的是家属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家

属的关爱能让患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而改善

其负性情绪 [13]。5)50岁以上年龄组的患者比其他

年龄组患者更易感到焦虑，与吴丽萍等 [14]研究结

果一致。可能是中老年人生理机能减退，受疾病

的困扰，社交范围缩小，子女对其的关注不够，

加上目前互联网上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信息

过载，接收各种传言或谣言等负面信息过多，产

生的不良情绪无处发泄，使患者产生严重的心理

应激。6)离异/丧偶者和已婚者比未婚者更易感到

焦虑，与程家国等 [15]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能是

离异和已婚者相对于未婚者而言，不仅有繁重的

社会工作任务，还需承担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的

家庭责任，在疫情下，担心自己被感染的同时，

表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手术患者抑郁的多因素分析结果(n=233)

Table 3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of depression in surgical patients during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n=233)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54.151 2.428 — 22.303 <0.001

担心自己被传染程度 −3.152 0.652 −0.293 −4.834 <0.001

家人关心程度 2.561 0.908 0.168 2.820 0.005

对疫情的关注程度 2.878 0.709 0.240 4.058 <0.001

延迟手术想法 −2.960 1.009 −0.184 −2.933 0.004

R2=0.279，调整R2=0.266，F=22.063，P<0.001。
R2=0.279，adjust R2=0.266，F=22.063，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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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担心家人被感染，因此其心理压力相对更大。

而丧偶者，普遍存在孤独感 [16]，在经历疫情、手

术等负性事件时，孤独感可能会增加患者的焦虑

心理[17]。

通 过 调 查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下 手 术 患

者术前的焦虑、抑郁状况，结果显示担心自己被

传染的程度，家人的关心程度，对疫情的关注程

度，延迟手术的想法等均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患者

术前的心理状况，且年龄和婚姻会不同程度影响

患者术前的焦虑症状。建议医务人员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下应更重视手术患者术前的心理问题，

尤其是年龄 5 0 岁以上，离异 / 丧偶和已婚者。针

对患者的不同心理需求，及时给予相应的心理疏

导，并做好疫情宣传和术前宣教，详细介绍手术

室及患者所在病房采取的疫情相关防控措施，减

少患者顾虑；鼓励家属增加对患者的关怀；指导

患者自我调节的方法(如正念减压、呼吸放松、音

乐疗法等)，使患者的心理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

从而缓解患者术前的不良情绪，使患者顺利完成

手术，促进其早日康复。本研究不足之处，仅对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233名术前患者

进行调查，对样本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偏倚，之后

可扩大地区、医院级别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其他因素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手术患者术

前心理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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