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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SARS 期间 138 名高校隔离学生心理焦虑的干预分析
北京军医学院 　　　　　(100071) 　金宁宁 　左月燃 　张 　昕 　唐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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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与 SARS 疑似患者接触而被

隔离的学生共 138 名进行了心理干预 ,

年龄在 18～23 岁 ,无明显偏差。隔离时

间 14 天 ,隔离学生被限制在宿舍楼六层

及楼顶平台范围内活动 ,互相之间不得

串宿舍。宿舍每天空气消毒 2 次 ,有医

护人员定期巡诊 ,饮食单独供应 ,生活垃

圾消毒后处理。干预前后两次调查中有

3 份问卷填写不完整 ,数据未进入统计 ,

问卷有效率为 9718 %。

采用 Zung(1971) 编制的焦虑自评量

表 (SAS) [1 ]及自行设计的开放式问卷调

查。开放式问卷包括四个问题 :考虑最

多的问题、最担心的问题、最希望解决的

问题及最困惑的问题 ,每道题被学生根

据要求可填写 0～4 个答案。在干预前

(隔离后第 2 天)和干预后 (隔离第 12 天)

分别进行调查。

进行同步连续系统的干预 :隔离期

间每天由干预工作组老师针对学生反映

的问题实施干预 1～2 次。具体实施方

法如下 : (1) 进行小组或个别晤谈 ,讲解

内容包括 : ①有关 SARS的相关知识和信

息 ,增加学生对 SARS 的认识 ,减少恐惧

心理 ; ②隔离的目的和意义 ,帮助学生积

极地接受“隔离”这一现实 ; ③人在应激

状态下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恐惧、易

激惹等情绪反应 ,使他们对自己可能出

现的情绪状态有正确的认识 ,以便在有

准备的前提下进行适当控制 ,尽量避免

出现情绪的大起大落 ; ④良好群体所给

予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鼓励隔离同学间

主动沟通 ,互相帮助 ,理解和包容他人 ,

建立合作、信任的人际关系 ,形成有效的

支持网络。⑤教给学生正确的情绪宣泄

途径。告之压抑不良情绪会损害人的健

康 ,所以提倡采用正确的途径和方式宣

泄情绪 ,避免有害发泄。一是注意通过

同学之间的有效沟通获取心理支持。二

是学会寻求帮助。学校的干预工作组老

师为隔离学生开通了热线电话 ,提供可

获得帮助的途径。三是书写隔离日记。

(2)行为暗示 :干预者以身作则对 SARS

采取科学的应对态度和措施 ,在干预过

程在露天平台上进行的前提下不过分包

裹自己 ,并和学生保持正常的谈话距离 ,

不过分疏远学生。(3) 角色扮演 :让学生

模拟卫生部官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学校

领导讲话。(4) 游戏 : 如摔倒试验等。

(5)向学校管理者反映学生的意见 ,帮助

改善生活条件。采用 STATA 710 统计软

件。对 SAS结果进行 t 检验 ;对发生率 ,

干预前后的差异进行χ2 检验。

结果 :11 干预前后 SAS结果比较 :隔

离学生干预前 SAS平均总粗分高于常模

( 32108 ± 9166/ 29178 ± 10107 , P <

0105) [1 ] ,差异有显著性 ;干预后隔离学

生 SAS 平均总粗分从 32108 降至 29147 ,

与常模没有显著差异 ,但低于干预前 ,差

异有显著性 ( P < 0105) 。

表 1 　干预前后学生关注事件发生频率比较

干预前
(N , %)

干预后
(N , %) χ2

11 考虑最多的问题
　自己、家人、朋友感染 SARS 95 (7014) 18 (1313) 90123 3 3

　影响学习 + 65 (4812) 88 (6512) 7198 3 3

　隔离事件本身 57 (4212) 13 (916) 37133 3 3

　正常放假回家 + 46 (3411) 76 (5613) 13146 3 3

　物质生活条件 31 (2310) 15 (1111) 6171 3

　有效防治 SARS + 23 (1418) 39 (2819) 8147 3 3

　精神生活空虚、情绪不良 6 (414) 0 (010) 6114 3

21 最担心的问题
　自己、家人、朋友感染 SARS 113 (8317) 34 (2512) 93120 3 3

　SARS疫情蔓延 57 (4212) 19 (1411) 26144 3 3

　不能正常放假回家 + 40 (2916) 69 (5111) 12194 3 3

　影响学习 + 37 (2714) 69 (5111) 15190 3 3

　一直被隔离 251815) 4 (310) 17103 3 3

　物质生活条件 23 (1710) 10 (714) 5183 3

　情绪不良 12 (819) 4 (310) 4125 3

31 最希望解决的问题
　改善生活条件 122 (9014) 34 (2512) 117157 3 3

　学习、丰富生活 + 44 (3215) 61 (4512) 4150 3

　结束隔离 43 (3119) 34 (2512) 1147
　SARS 41 (3013) 26 (1913) 4146 3

　正常放假回家 + 30 (2212) 41 (3014) 2131
41 最困惑的问题
　隔离 56 (4115) 20 (1418) 23173 3 3

　SARS是什么 ,怎么控制 29 (2115) 19 (1411) 2153
　物质生活条件 26 (1912) 4 (310) 18115 3 3

　精神生活空虚、情绪不良 20 (1418) 7 (512) 6195 3 3

　自己是否感染 SARS 19 (1411) 0 (010) 20143 3 3

　学习考试 + 15 (1111) 24 (1718) 2143
　能否正常放假回家 + 15 (1111) 30 (2212) 6100 3

+ 表示该类事件干预后发生率增加 , 3 P < 0105 , 3 3 P <

0101

21干预前后开放式问卷结果的比

较 : 干预后隔离学生对 SARS 恐惧、隔

离事件本身、生活条件、不良情绪等方

面事件的关注及担忧比干预前明显减

少 , 而对学习、是否能正常放假回家及

有效防治 SARS 的关注则明显增加 (见

表 1) 。

讨论 : 在对隔离学生进行调查干预

时发现 , 隔离后学生焦虑水平较高。还

发现大多数学生缺乏有关 SARS 的信息

和知识 , 因此对隔离学生进行相关知识

的宣教是十分需要的。同时 , 调查发现

几乎所有隔离学生都愿意接受干预 , 他

们渴望得到关心和支持 , 害怕自己“被

当作传染源被人歧视”, 愿意了解有关

SARS的知识 , 提示对隔离学生干预是

可行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隔离学生的

焦虑水平明显下降 , 表明有针对性地连

续系统的干预对降低 SARS 时期隔离高

校学生心理焦虑水平是有效的。研究还

显示干预后 , 隔离学生的首忧问题发生

了转移 , 对 SARS、隔离、生活条件等

的考虑和担忧明显减少 , 不良情绪的发

生也减少了。相反对隔离后如何赶上耽

误的功课以及如何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秩序 (正常放暑假、正常回家) 的思考

增多。此外 , 在干预中还发现最初晤谈

干预时 , 学生与干预人员保持很疏远的

距离 (2 米以外) , 担心干预者恐惧与他

们接近 , 在几次干预后 , 学生开始以正

常的交谈距离 (1 米左右) 与干预者交

流 , 担心别人嫌弃他们的想法消失了。

表明干预有利于帮助隔离学生合理化地

接受隔离并将更多的注意力升华到积极

应对隔离后的学习生活中。

本文得到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陈龙教授的

悉心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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