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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常态化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方法：选取深圳地区院校在校本科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事件影响量表和人口学基本信息资料进行调查，运用相关性、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大学生群体中受疫情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和创

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其中非医学生比例高于医学生，男生比例高于女生；不同专业、年级和生源地与焦

虑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专业和年级与抑郁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专业、年级和生源地与创伤后应激障

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学校可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开展心理干预以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心

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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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
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Undergraduates from universities in Shenzhen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The study used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the Event-Related PTSD Scale,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o conduct a sur-
vey.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college student population wa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to varying degrees, with anxiety, de-
pression, and PTSD symptoms. The proportion of non-medical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mal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Different majors, 
grades, and hometown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ith anxiety. Different majors and grad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ith depression. Different majors, grades, and hometown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ith PTSD. Conclusion: Schools can conduct targe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o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harm caused by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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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冠肺炎是重大突发卫生事件，除了在全球迅速传播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之外(景文展，刘民，

2020)，由于其在发生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不确定性，更可能导致公众心态的不平衡、安全感和控制感的丧

失、压力感的增大。它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Samji et al., 2022；吴文婷，陈莉，2021)，是

具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应激源(吴爱勤，2020)。 
学生是此次疫情影响的重要群体。由于防控疫情的需要，各学校利用在线教育平台和资源，组织开

展居家教学和学习，长期的居家状态会造成一定的负性情绪。尤其是大学生更容易暴露在大量与疫情事

件相关的压力环境中，他们的学业、家庭和社交生活的正常秩序被打破，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愤怒

等危害心理健康的症状，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王敏佳等，2020；中国教育报，2022)。因此，探究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疫

情期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防控压力。在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的背景下，深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应

该受到社会关注。 
目前我国在常态化疫情背景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较少。而我国各地域经济、政

策、疫情形势等不同，且深圳与内地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很难借鉴现有的研究结果对大

学生进行心理疏导与干预。此外，现有的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未分析不同专业类别、年级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深圳市，调查深圳市大学生在此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心理状况及影

响因素，为高校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心理健康教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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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据。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于 2022 年 9 月~2022 年 12 月，以在深圳就读在校本科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 517 人，回

收有效问卷 50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7%。采用访谈法与横断面研究的方式，运用问卷星平台收集问卷。 

3.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包含四个部分，人口学基本信息调查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事件影响量表。 

3.1. 人口学基本信息调查表 

问卷采用匿名填写的形式，包含性别、年龄、专业、生源地、户籍所在地。 

3.2. 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含有 20 个项目、分为 4 级评分，抑郁严重程度指数 
= 题目累计分/80，抑郁严重程度指数在 0.50 以下为无抑郁，0.50~0.59 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 为

中至重度抑郁，0.70 以上为重度抑郁。  

3.3. 焦虑自评量表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含有 20 个项目、分为 4 级评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

SAS 标准差分界值为 50 分，其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3.4. 事件影响量表 

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IES-R)是由 Weiss 和 Marmar 于 1997 年对美国精

神医学家霍罗威茨(M. Horowitz)等编制的自评量表进行修订后完成。用于评估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的

严重程度。包括 15 个条目，分分侵扰、唤醒和逃避 3 个因子的自评量表与闯入量表相加，可得出替代性

创伤程度。 

3.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均数 ± 标准差和率描述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运用相

关性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一般人口学情况 

本次调查 504 人，年龄集中在 19~22 岁，平均年龄 20.3 岁。其中男生 181 人，占比 35.9%，女生 323
人，占比 64.0%；医学类专业占比 38.0%；共 192 人，非医学类学生占比 61.9%，共 312 人，生源地在南方

占比 85.9%，有 433 人，生源地在北方 71 人,占比 14.0%，户籍所在地在城市 349 人，占比 69.2%，户籍所

在地在农村 155 人，占比 30.7%。504 名学生中，出现焦虑症状共 221 人，检出率为 43.8%，其中轻度焦虑

有 111 人，占比 22.0%，中度焦虑有 60 人，占比 11.9%，重度焦虑有 50 人，占比 9.9%。504 名学生出现

抑郁症状 322 人，检出率 63.8%，其中轻度焦虑有 120 人，占比 23.8%，中度抑郁有 170 人，占比 33.7%，

重度抑郁有 32 人，占比 6.3%。504 名学生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 389 人，检出率 77.1%，其中轻度创伤有

187 人，占比 37.1%，中度创伤有 122 人，占比 24.2%，重度创伤有 80 人，占比 15.8%。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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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项目  人数 
(N, %) 

焦虑(N, %) 抑郁(N, %) 创伤(N, %)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性别 
男 181, 35.9 103, 56.9 78, 43.0 58, 32.0 123, 67.9 33, 18.2 148, 81.7 

女 323, 64.0 180, 55.7 143, 44.2 124, 38.3 199, 61.6 82, 25.3 241, 4.6 

年龄 

≤18 69, 13.6 24, 34.7 45, 65.2 29, 42.0 40, 57.9 23, 33.3 46, 66.6 
19-22 423, 85.7 237, 54.8 195, 45.1 152, 35.1 280, 64.8 91, 21.0 341, 78.9 
≥23 3, 0.5 1, 33.3 2, 66.6 1, 33.3 2, 66.6 1, 33.3 2, 66.6 

专业 
医学 192, 38.0 129, 67.1 63, 32.8 93, 48.4 99, 51.5 61, 31.7 131, 68.2 

非医学 312, 61.9 154, 49.3 158, 50.6 89, 28.5 223, 71.4 54, 17.3 258, 82.6 

年级 

大一 57, 11.3 39, 68.4 18, 31.5 22, 38.5 35, 61.4 20, 35.0 37, 64.9 

大二 127, 25.1 76, 59.8 51, 40.1 54, 42.5 73, 57.4 25, 19.6 102, 80.3 

大三 235, 46.6 145, 61.7 90, 38.2 90, 38.2 145, 61.7 58, 24.6 177, 75.3 

大四 61, 12.1 21, 34.4 40, 65.5 15, 24.5 46, 75.4 10, 16.3 51, 83.6 

大五 24, 4.7 2, 8.3 22, 91.6 1, 4.1 23, 95.8 2, 8.3 22, 91.6 

生源地 
南方 433, 85.9 258, 59.5 175, 40.4 167, 38.5 266, 61.4 105, 24.2 328, 75.7 

北方 71, 14.0 25, 35.2 46, 64.7 15, 21.1 56, 78.8 10, 14.0 61, 85.9 

户籍地 
城市 349, 69.2 199, 57.0 150, 42.9 126, 36.1 223, 63.8 83, 23.7 266, 76.2 

农村 155, 30.7 84, 54.1 71, 45.8 56, 36.1 99, 63.8 32, 20.6 123, 79.3 
 
对 504 人的条目得分按照量表计分方法进行统计，采用均数±标准差的方式，发现焦虑自评总分均值

达到轻度焦虑，抑郁自评总分均值达到轻度抑郁，创伤应激总分处于轻度创伤应激，大部分数值和其平

均值之间差异较大。见表 2。 
 

Table 2. The score of each scale 
表 2. 各量表得分情况 

 N 最小值 最大值 Mean ± SD 

焦虑自评总分 504 26 100 50.09 ± 13.23 

抑郁自评总分 504 0.26 0.96 0.54 ± 0.12 

创伤应激总分 504 0 64 23.16 ± 17.44 

4.2.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Table 3.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项目 焦虑(P 值) 抑郁(P 值) 创伤(P 值) 

性别 0.781 0.315 0.894 

年龄 0.061 0.455 0.025 

专业 <0.001 <0.001 <0.001 

年级 <0.001 0.004 <0.001 

生源地 0.001 0.074 <0.001 

户籍地 0.600 0.755 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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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别、年龄、专业、年级、生源地、户籍所在地为自变量，以焦虑、抑郁和创伤分别作为因变量，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专业、年级和生源地变量与焦虑存在相关性；专业和年级变量与抑郁有相关性；专

业、年级、生源地和年龄变量与创伤有相关性。见表 3。 

4.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年级、生源地与焦虑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年级与焦虑症状呈正

相关关系，即年级越高，焦虑程度越高。专业和年级与抑郁具有统计学意义。专业、年级、生源地与创

伤有统计学意义，且年级与创伤后应激症状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年级越高，创伤后应激症状评级越高，

见表 4。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trauma 
表 4. 焦虑、抑郁和创伤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焦虑 抑郁 创伤 

B P 值 B P 值 B P 值 
性别 −0.557 0.647 −0.008 0.468 −0.282 0.856 

年龄 −1.198 0.514 −0.009 0.594 −2.501 0.286 

专业 4.582 <0.001 0.045 <0.001 5.958 <0.001 

年级 2.867 <0.001 0.013 0.042 5.073 <0.001 

生源地 3.755 0.030 0.012 0.436 7.533 <0.001 

户籍地 0.635 0.609 −0.002 0.876 0.119 0.940 

4.4. 各影响因素的组间比较 

在专业变量上，医学类学生在焦虑、抑郁和创伤三个量表的平均分都低于非医学生，独立样本 t 检

验结果显示，两者差异显著(P < 0.001)，有统计学意义；在生源地变量上，南方学生在焦虑、抑郁和创伤

三个量表的平均分都低于北方学生，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者差异显著(P < 0.001)，在抑郁量表具

有差异性(P < 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5。 
 

Table 5. Comparis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groups 
表 5. 影响因素的组间比较 

变量  
焦虑 抑郁 创伤 

Mean ± SD F 值 Mean ± SD F 值 Mean ± SD F 值 

专业 
医学类 46.30 ± 11.67 7.864** 0.50 ± 0.12 1.052** 17.76 ± 14.44 20.672** 

非医学类 52.42 ± 13.61  0.56 ± 0.12  26.49 ± 18.29  

性别 
男 50.31 ± 13.64 0.407 0.55 ± 0.12 0.409 23.02 ± 16.50 3.516 

女 49.96 ± 13.01  0.54 ± 0.12  23.24 ± 17.97  

生源地 
南方 49.28 ± 13.07 0.358** 0.54 ± 0.12 13.712* 21.62 ± 16.61 9.545** 

北方 55.03 ± 13.19  0.57 ± 0.09  32.55 ± 19.43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5. 讨论 

本次调查的 504 名大学生普遍存在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问题，焦虑的影响因素有年

级、专业和生源地，抑郁的影响因素有专业和年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有专业、年级和生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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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与焦虑、抑郁和创伤得分呈正相关关系，即年级越高，症状程度越高，这与国外奥登(奥登等，

2020)等学者研究结果相同。这可能由于大四、大五阶段是学生获得全面发展与蜕变的关键时期，此时的

大学生对一些问题有主见，是思想、学习、生活逐渐分化的时期(王雅等，2019)。同时由于即将步入社会，

正处于人生重大岔路口，而疫情背景下使其面临升学和择业的压力更大。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仍然要加

强心理普查筛选出高危人群，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 
非医学专业学生焦虑、抑郁和创伤的均分以及检出率较高，而医学类专业学生症状检出率明显低于

非医学类学生，可能因为医学生接受了专业知识教育，对人类身体机能和精神行为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

理解，具备一定的医学素养，从而对自身的心理状态有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够自己识别、管理和应对自

己的心理问题，懂得自我放松、心理调控和积极暗示等方法。而非医学专业学生医学知识欠缺，因而不

良心理的发生风险增高。学校可对非医学专业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医学相关知识讲座，提高疾病认识和

个人防护能力(石小盼等，2021)，降低其对疾病的恐惧。同时，建立学生社交网络，提供相应的支持和鼓

励，可以应用在线社交软件，使学生能够远程交流和分享他们的状态和情绪，从而减轻他们心理上的孤

独感和焦虑感。 
此外，研究发现女生的焦虑程度高于男生，但男生的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检出率高于女生。这

可能由于男性倾向于悲观的认知倾向，比较注重现实、性格独立(张耐思等，2021)，孤独感较强(雷璇

等，2011)，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较低(赵薇等，2013)且传统社会认为男性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挑

战，在事业、工作和家庭生活等方面要展示出表现和力量，这种社会角色的定位会让男性感到更大的

压力，容易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出现相对较多的负性情绪体验(陶沙，刘霞，2004)，同时，男性在处

理心理压力时可能会选择更加直接的方式，导致其表现出更加易怒、沮丧的情绪，而女大学生喜欢向

他人倾诉，负面情绪得以疏泄释放。提示我们可对不同性别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鼓励自我疏导调适、

积极寻求帮助。 
南北方生源地组间也显示有差异，北方学生在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均高

于南方。这可能是受地域和气候的影响，南北方生活习性不同，文化差异较大，而深圳是南方城市，作

为经济特区的城市，虽包容度较高，但饮食、文化和气候上与北方有较大差异，可能会给北方学生带来

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增加情感障碍的发生率。此外，北方人具有更强的内群体偏好，对内群体成员

具有更高信任水平(陈雅梅等，2021)，而身边多为南方人，可能不利于友情关系等建立，影响沟通交流及

负面情绪无法排解。提示学校在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时，要考虑到南北地域差异，更加关注

北方学生在面对陌生环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 

6. 小结 

此次新冠肺炎期间大学生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检出率较高，研究结果提示学校日常

应加强挫折教育等提高学生心理抗压能力和心理韧性(曾子煊等，2023)。并且遵循预防性干预为主的心理

危机预防机制(叶晓璐，2021；王高洁，2010)，给予咨询服务降低负面情绪(Velayudhan et al., 2010)。大

力提倡合理运动，增加体育锻炼的次数(谭天赐，2021)，同时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维护和谐的师生关系

(刘慧等，2023)，通过有力的社会支持、完备的心理预警机制、充足的个人防护知识和专业的干预，以预

防不良事件，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共同打造美好温馨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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