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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隔离期间心理状况及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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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已有数万患者确诊，也导致����余人的死亡，给大众的正常生活带来

了严重影响。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为了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对于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感染者的疑似人员

需要实行至少��天的隔离隔离。受隔离时间较长、隔离空间相对密闭、隔离人员对于感染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影

响，被隔离人员的心理状况发生一系列变化，医务工作者应给予足够重视并实施防御措施，谨防不良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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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died,�which�seriously�a�ected�the�normal�life�of�the�public�in�China.�In�order�to�e�ectively�control�the�spread�of� the�

�����QRYHO�FRURQ�YLU�V��SHUVRQV�ZKR�FRQW�FWHG�WKH�LQIHFWHG�S�WLHQWV�GLUHFWO��RU�LQGLUHFWO��VKR�OG�EH�LVRO�WHG�IRU��W�OH�VW����G��V��

The�psychological�status�of�isolated�people�was�a�ected�by�the�factors�including�the�long�isolation�time,�the�relatively�narrow�

LVRO�WLRQ�VS�FH���QG�WKH�IH�U�RI�WKH�YLU�V���QG�VR�RQ���HQFH��ZH�VKR�OG�S���PRUH��WWHQWLRQ�RQ�WKH�SV�FKRORJLF�O�VW�W�V�RI�LVRO�WHG�

people�and�give�e�ective�intervention�earlier�to�avoid�adverse�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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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是����年��月开始在中国湖北武汉首先出现并被报

道的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传染性极强的一种肺炎，死亡率达����％>��。截至����年�月��日��时，全国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例，累计死亡����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人。因传播迅速，可以人传人，发生时间恰值中国

春节前后，人员流动性较大，导致疑似且需要隔离的人员数字庞大，疫情对疑似病例的心理状况均已产生了明显影

响。现将疫情对疑似病例心理状况的影响及防御措施综述如下。

二、疑似人员隔离期间常见的心理状况

（一）睡眠质量下降

新近研究发现，隔离人员睡眠质量显著低于中国常模>��。该研究共纳入���例与确诊新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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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括直接接触者和间接接触者，采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以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进行测评，研究结果显示隔离人

员睡眠质量低于中国常模，尤其是医学观察隔离人员睡眠质量下降、入睡时间长，更倾向于出现睡眠障碍。可能与隔

离人员活动范围和程度有限，压抑和束缚感升高，身心得不到有效调整，进而导致躯体化表现>��。

（二）呈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隔离期疑似人员主要表现为紧张、不安、烦躁和易激惹等临床表现，隔离过程中，感到焦虑和紧张的人员高达隔

离人员的����％a�����％，极少部分人员（����％）甚至出现了绝望情绪>����。董人齐的研究>��显示，采用广泛性焦虑量

表评估��名隔离人员，其中多已轻度焦虑为主占比����％，中度焦虑约��％，重无度焦虑人员，相对于正常对照人群

明显升高。

而隔离的人员中，若分为自主隔离和医学隔离，自主隔离的人员焦虑评分（抑郁—焦虑—压力量表评分）高于医

学隔离人员，提示自主隔离的人员更为谨慎，间接接触增加了感染的不确定性，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正是诱发了焦虑

的不确定性>����。隔离人员中，女性焦虑人员大于男性，��a��岁人群焦虑发生率要高于其他年龄段，已婚者焦虑发生

率高于未婚者，焦虑发生与学历程度呈负相关，城镇居民较农村隔离者更容易发生焦虑，在职人员被隔离焦虑发生高

于其他就业状况人员。

（三）可出现轻中度抑郁

疫情发生以来，现有的报道基本均一致指向隔离人员心理状况可除睡眠障碍、焦虑外可出现抑郁，这一状况更

值得医务人员高度警惕。一项研究以抑郁�焦虑�压力量表测量隔离人员的情绪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隔离人员抑郁评分

����“����，显著高于中国常模����“����；而自主隔离人员的评分����“����，高于医学隔离人员的����“����>������。在另

一项研究中，研究以3�4��抑郁症筛查量表进行测评>����，发现隔离组人员主要有三种表现：

���感到心情低落，沮丧和绝望。

���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觉得自己很失败，或让自己家人失望。

���有不如死掉或用某种方式伤害自己的念头。

这�个条目上得分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从发生率上来看，隔离人员总的抑郁发生率为��％，其中轻度��％，中

度���％，中重度���％，未发现重度抑郁人员>��。

三、引起不良心理状况可能的原因

（一）隔离时间长

疫情防控期间对疑似人员隔离要求至少��天，在此期间疑似人员不能离开隔离区域，不能进行室外活动，存在

多种需求受限，身心得不到有效调整，这种人为的自我封闭可能最终导致隔离人员出现睡眠障碍、焦虑情绪甚至抑

郁状态>���。

（二）隔离空间的密闭

疑似人员的隔离通常要求单间单人隔离，在长达��天的时间内，不能离开这一相对密闭的空间，可能一定程度上会

增加疑似人员的恐惧感。此外，独自在密闭空间无所事事，也势必会增加其对疾病本身的过度思虑，产生内心恐慌。

（三）对于诊断结果的期待和不信赖的矛盾心理

疫情发生以来，关于新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数次更新，越来越多的数据发现，上呼吸道标本检测存在“假阴

性”风险，也有患者可为无症状传染源，由于这种个体差异和临床特征的多样性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导致隔

离人员出现期待和不信赖的矛盾心理>���。

四、不良心理状况的防御措施

（一）营造温馨的隔离环境

安排疑似人员入住隔离观察室后，应对屋内的设备环境、功能设施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尽可能给他们配备有线电

视、对讲机、手机等设备，保证与外界有良好的沟通，并告知有任何自身不适，包括睡眠障碍在内的问题都可以及时

沟通，并给予及时处置，避免患者陷入恐慌和焦虑的恶性循环中。从隔离初始要帮助隔离人员改变认知，正确认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的知识，传染环节等知识>���。

（二）提高医护人员防护知识和观察、沟通能力

进出隔离区域的医护人员应严格按照进出隔离区域的规范流程进行隔离服的更换，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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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医护人员要善于及时发现隔离人员的情绪变化，及时进行耐心疏导，且不可敷衍了事。要有耐

心倾听他们的诉求，尽可能一一回复他们的疑惑，达到安抚和舒缓情绪的目的。当焦虑情绪严重时，鼓励他们进行表

达，同时要尽可能安抚隔离人员学会宣泄情绪>���。

针对上述常见的心理状况，进行针对性地疏导，以正性数据给患者以信心，特别是在等待检测检测结果回报前，

应通过分散患者注意力等方式帮助患者顺利度过等待期。对于结果检测为“阴性”，但其仍怀疑可能“假阴性”的隔

离人员，进行充分疏导，让其明白“假阴性”属于小概率事件，要相信客观数据，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从而减轻患者

心理压力。对于过度恐惧的隔离人员，可告知其有轻重之分，以每日治愈患者数激励患者，同时强调自身免疫力在对

抗新型冠状病毒中的重要性，而睡眠和情绪是免疫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及时改善睡眠状况

一旦隔离人员出现入睡困难、易觉醒等睡眠障碍，应及早给予干预，避免形成恶性循环。轻者尽可能通过疏导减

轻压力达到改善睡眠的目的；如若效果不理想，合理的辅助睡眠药物也应及早给予。

然而，并非所有隔离人员会主动告知自己睡眠状况，少数人员甚至出现沉默寡言，我们也要充分观察隔离人员的

神情和眼神，有无明显倦意，以明确隔离人员在前一日的休息状态，主动询问核实，必要时给予药物治疗，及时改善

隔离人员的睡眠状态。

（四）中医药治疗

在本次疫情中我国传统中医药再次展现了其伟大之处，对于疑似人员心理状况较差，上述诊疗效果不理想者，可

行中医药方剂或针灸等给予调节，帮助其早日度过隔离期，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

五、结语

综上，有数据证实的是本次新冠状病毒肺炎不仅对国家和感染人员带来了重创，对作为直接接触者或间接接触者

的疑似人员心理也带来了伤害，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疑似人员的心理伤害。而对于疑似人员的异常心理状况的防治，目

前尚无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证实哪些方案更为有效，但现有的研究资料分析和疫情防控经验疗法可能会提供一定的参

考价值，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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