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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2
ratory Syndrome , SARS) 2003 年春夏之际在我

国一些地区暴发 , 面对严峻的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和大众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心理倾向 , 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共同组成了“SARS 患者和医护人员心

理干预项目组”, 对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心理

支持 , 促进临床治疗 , 同时了解人的心理应激

状态及规律。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 SARS 患者

也陆续康复出院 , 本项目组在疫情期间对

SARS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基础上 , 进一

步对康复患者进行跟踪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 141 名 SARS 出院患者跟踪

访谈 , 探索社会公众在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时 , 出现的主要心理问题和心态变化的

规律[1 ,2 ] 。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北京市朝阳区 141 名“非典”

出院患者。其中男性 71 名 , 女性 70 名 ; 最大

年龄 78 岁 , 最小年龄 14 岁 , 平均 3811 ±1518

岁 ; 其中已婚 90 人 ( 6318 %) , 未婚 44 人

(3112 %) , 另外 7 人缺失有关资料 (510 %) 。

目前有工作者 67 人 (4215 %) , 下岗者 4 人

(218 %) , 离退休者 26 人 (1814 %) , 无稳定

职业者 44 人 (3112 %) 。平均住院 3210 ±1316

天 , 截至回访时平均出院 3311 ±1310 天。

21 方法　访谈员包括临床心理学工作者、

流行病调查人员和临床医生 , 均有访谈经验 ,

在上岗前又进行了 SARS 相关知识和本项目的

培训。根据具体情况将电话访谈和上门访谈结

合进行。自行设计了《SARS 出院患者回访问

卷》, 内容主要包括咨询者个人基本情况、出

院后躯体情况、心理健康状况等 , 要求每位咨

询者认真填写记录表 , 并签名。在对方同意的

情况下 , 对访谈情况进行录音。对每一份访谈

问卷进行逐一整理 , 用 Epi Info 软件录入计算

机。应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1 各因子得分 　根据研究设计和因子分

析 , 将调查内容分为 5 个因子 : 躯体不适感、

淡忘性、合群行为、回避性、社交适应感。

躯体不适感指患者对目前躯体症状的主观

感受 , 包括胸闷、乏力等 ; 淡忘性指患者目前

对患病经历的回想情况及对未来的预期 ; 合群

行为指患者出院后与亲属、同事等的联系、交

流情况 ; 回避性指患者目前对与患病经历有关

的信息、事物采取的态度和行为 ; 社交适应感

指患者目前与他人交往时适应程度的主观感

觉。各因子得分见表 1。

21 男性与女性各因子得分比较 　男性与

女性相比 , 只有淡忘性一个因子存在显著差

异 , 其他各因子均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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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人群的各项因子得分 ( x ±s)

项目 得分

躯体不适感 5152 ±2102

淡忘性 6153 ±2107

合群行为 9149 ±1185

回避性 5148 ±1139

社交适应感 5189 ±1172

表 2 　各项因子得分的性别间差异 ( x ±s)

项目 男性 女性

躯体不适感 5158 ±2101 5155 ±2101

淡忘性 7108 ±1198 3 3 6103 ±2108

合群行为 9155 ±1182 9143 ±1194

回避性 5165 ±1134 5134 ±1146

社交适应感 6106 ±1163 5174 ±1180

　　注 : 3 3 　P < 0101

31已婚与未婚人群之间各因子得分比较

　在躯体不适感方面 , 已婚者得分显著高于未

婚者 ; 在淡忘性和社交适应感两方面 , 已婚者

得分显著低于未婚者 ; 两人群在合群行为与回

避两项因子上尚未见显著性差异 (表 3) 。

41高学历与低学历人群之间各因子得分

比较 　本研究将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调查对

象归为低学历人群组 (45 人) , 高中教育程度

者归为中等学历组 (44 人) , 大专及以上教育

程度者归为高学历人群组 (47 人) 。在合群行

为方面 , 不同教育程度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 , 低、中、高学历 3 组分别为 8171 ±2113 ,

9147 ±1178 , 10114 ±1134 , F = 6157 , P =

01002。其他 4 项因子均未见显著性差异。

51知道与不知道传染源的人群之间各因

子得分比较　在回访患者中 , 一些人明确知道

自己是如何感染 SARS 的 , 而另外一些人并不

知道自己是如何被传染的。据此 , 本研究将访

谈对象分为知道和不知道传染源的两组来分

析。与不知道传染源组相比 , 知道组的躯体不

适感因子得分高 , 而淡忘性和社交适应感两因

子的得分低。两组在合群行为与回避方面无显

著性差异 (见表 4) 。

表 3 　各项因子得分的婚姻

状态间差异 ( x ±s)

项目 　　 已婚 未婚

躯体不适感 5178 ±1195 3 4189 ±1197

淡忘性 6109 ±2106 3 3 7125 ±1191

合群行为 9136 ±1189 9162 ±1182

回避性 5145 ±1145 5176 ±1123

社交适应感 5167 ±1168 3 6143 ±1161

　　注 : 3 　P < 0105 ; 3 3 　P < 0101

表 4 　知道与不知道传染源之间

各项因子得分比较

项目 　　　 不知道 知道

躯体不适感 4193 ±1197 3 3 6112 ±1191

淡忘性 7108 ±2103 3 3 5179 ±1191

合群行为 9131 ±2108 9172 ±1147

回避性 5166 ±1142 5141 ±1131

社交适应感 6125 ±1158 3 3 5143 ±1177

　　注 : 3 3 　P < 0101

讨 　　论

11SARS 患者出院一个月后的心理状况 　

SARS患者在出院约一个月以后 , 身体和心理

各方面基本处于恢复修养阶段。本研究数据表

明 , 患者在各项因子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

题。

躯体不适感这一因子上得分较高 , 提示患

者普遍对这一疾病存有顾虑和担心 ; 例如“你

是否担心‘非典’会在日后给身体带来影响 ?”

这一条目 , 1919 %表示“很担心”, 2919 %表

示“比较担心”。淡忘性得分偏高反映出这一

疾病对患者的影响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 例如

“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 家人和朋友才会淡忘

你患过‘非典’这件事 ?”这一条目 , 44 %认

为 3 个月以内 , 还有 3911 %认为至少要经过半

年以上。SARS 患者出院以后需要重新适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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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生活、工作环境 , 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

一定障碍 ; 例如当患者外出遇到熟人时 , 40 %

会因自己患过“非典”而感到明显或一定程度

的“不自在”, 在外与陌生人接触时 , 也有

1115 %感到明显或一定程度的“不自在”。

21性别因素影响 　在躯体不适感、合群

行为、回避、社交适应感等其他几方面性别间

并无显著差异 , 但在淡忘性这一因子上 , 女性

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这一结果提示 : 经受

SARS这样的重大应激事件以后 , 女性比男性

更不易淡忘其中的经历和体验。以往有关应激

的研究表明 , 男性与女性在记忆方面存在一定

差异 ,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在危机干

预和后期心理支持等工作中需要采取针对性更

强的方案 , 以促进女性 SARS 患者心理健康的

恢复。

31 婚姻因素影响 　婚姻因素对 SARS 患者

出院后的心理健康水平显示出明显的影响。从

总体上讲 , 已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未婚

者。其中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点 : 第一 , 已婚

者对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责任感较强 , 这可能

加重了该人群的不良感受和对未来的担心 ; 第

二 , 对于已婚者和未婚者提供的社会支持条件

存在不同 , 这一点的具体影响值得进一步研

究。

41 教育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数据发现 ,

面对 SARS 这样的应激事件 , 教育因素主要影

响了合群行为 , 而对其他几项因子并无显著影

响。这提示在重大疾病应激源的作用下 , 不同

教育程度的人们在人际交往方面受到的影响不

同 , 需要在危机干预和后期心理支持等工作中

对低学历人群采取更有效可行的干预方案。以

往的研究结果表明 , 教育程度在很多方面会影

响人的心理感受和行为特点[3 ,4 ,5 ] 。本研究进

一步提示教育程度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开放程

度 , 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其应对压力的能力。

51 对传染源知晓性的影响 　本研究根据

“是否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感染的”将 SARS 患

者分为两组进行比较研究 , 发现传染源知晓性

对 SARS 康复患者心理健康有着重要作用。总

体讲 , 知道者比不知道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低。

这一结果可能与多方面原因有关 , 比如 : 患者

由于更清楚地知道传染途径 , 从而对外界产生

了更泛化的担心 ; 传染自己的患者作为客观存

在 , 成为刺激源 ; 可能知道传染自己者的疾病

转归情况 , 由此会对本人的心态产生影响等

等。这一特点可能是传染性疾病对人群心理行

为影响的共同特点 , 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作用特

点和演化规律 , 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

心理干预方案提供新的依据。

SARS 患病经历对 SARS 患者的心理健康

产生一定影响 , 在出院约一个月之后 , 女性比

男性更容易回忆起患病期间的经历。SARS 疾

病作为应激源 , 在整体上对已婚人群和那些知

道自己如何被感染人群的心理健康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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