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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学院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知、心理
及行为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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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某医学院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知识的知晓情况及疫情防控过
程中的心理、行为反应，为相关部门制定精准防控策略及开展健康宣教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某
医学院大学生进行调查，利用问卷星随机发放问卷。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核心知识、大学
生心理和行为４个部分。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该医学院校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核心知识中
怀疑自己感染了的正确做法、杀灭新型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的条件、饮食注意事项、医学观察的天数正答率
较高（分别为９９．２３％、９７．８６％、９７．３８％和 ９７．２１％），但对确定的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传播途径正答率较低（为 ４５．
７６％）；女生［（７９．３０±１１．７６）分］正答率高于男生［（６９．１７±１５．５８）分］；知识得分在性别、专业和年级之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ｔ性别＝７．０５２，Ｐ性别＜０．０５；Ｆ专业＝１４．５０３，Ｐ专业＜０．０５；Ｆ年级＝７．７６５，Ｐ年级＜０．０５）；而学生在学历层
次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２．６１６，Ｐ＝０．０７３）；面对疫情有５９．３４％的大学生出现过焦虑／抑郁情绪；有４．１７％的
大学生有过跨市区以上范围的外出史；９４．９６％的大学生对本次疫情的防控工作表示有信心。结论　ＣＯＶＩＤ１９
发生后，宣传取得了一定效果，相关部门应强化重点人群知识点的宣教，同时做好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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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ｎｏｖｅ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ｐｎｅｕｍｏ
ｎｉａ，ＮＣＰ），简称新冠肺炎，其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
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１１日 ＷＨＯ将该
疾病正式命名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目前认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主要传染源是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感染的患者，隐性感
染者（即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潜伏

期患者和恢复期患者传染性还有待研究明确；人群

对其缺乏免疫力，普遍易感［１］。鉴于其流行趋势

和危害性我国于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０日将 ＣＯＶＩＤ１９
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进行管理［２］。

通过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改变不良行为，是控

制传染病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解某医学院大

学生对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核心知识知晓情况及心理
认知、行为反应，评估前阶段宣教效果，为下阶段制

定精准防控策略及开展健康宣教提供依据，开展本

次调查。

１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问卷星随机发放网络问卷，对某医学院大

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７０５份，获得有效问卷
１６８２份，有效率９８．６５％。其中男生４５３人（占２６．
９３％），女生 １２２９人（占 ７３．０７％）；一年级 ６５２人
（占３８．７６％），二年级３５８人（占２１．２８％），三年级
３４９人（占２０．７５％），四年级及以上３２３人（占１９．
２０％）；专科 １７８人（占 １０．５８％），专升本 １７４人
（占１０．３４％），本科 １３３０人（占 ７９．０７％）；法医学
专业９３人（占５．５３％），护理学专业６８６人（占４０．
７８％），康复医学专业 １６１人（占 ９．５７％），药学专
业２５５人（占 １５．１６％），中西医结合专业 １７９人
（占１０．６４％），临床医学专业２１０人（占１２．４９％），
预防医学专业９８人（占５．８３％）。
１．２　方法

参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控

指南（第一版）》［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

册》［４］《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５］，自行

制定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ＣＯＶＩＤ
１９防控基本核心知识、学生的心理和行为 ４个部
分。其中知识部分均为多选题，共 ２０题，每题 ５
分，少答或错答均不给分，满分１００分。焦虑／抑郁

情绪采取自评的方式。问卷设立逻辑项进行质量

控制。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进行整理分类，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Ｆ检验和 ｔ检验，
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ＣＯＶＩＤ１９认知情况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核心知识正答率较

高，对杀灭病毒的条件、医学观察天数、怀疑自己感

染后的处理方式、饮食注意事项的正答率均在

９５％以上，但对病毒传播途径等正答率较低。见表
１。

表１　大学生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核心知识认知情况

　　　题　　　　目 正确人数 正答率／％

ＷＨＯ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的命名 １３０８ ７７．７６

杀灭ＳＡＲＳＣｏＶ２的条件 １６４６ ９７．８６

冠状病毒常见的宿主 ９３１ ５５．３５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传播途径 ３８２ ４５．７６

密切接触者 １４４６ ８５．９７

咳嗽和打喷嚏时的注意事项 ８２３ ５５．７０

口罩的选择 ８３５ ５１．３１

口罩的使用时注意事项 １３０４ ７７．５３

对废弃口罩的处理方法 １０１２ ６０．１７

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 １６３８ ９７．３８

在家中预防感染的具体措施 ９９６ ５９．２２

关于从室外进入家门正确行为 １４２６ ８４．７８

收到从武汉发过来的快递正确做法 １２７１ ７５．５６

远途出行正确行为 １３１２ ７８．００

老年人出现可疑症状时，正确做法 １４０７ ８３．６５

在寒假结束返校途中做法正确 ６９２ ８２．５６

医学观察的天数 １６３５ ９７．２１

怀疑自己感染了正确做法 １６６９ ９９．２３

在家中自我隔离的具体措施 １３５２ ８０．３８

关于就医时的事项说法正确 １４５３ ８６．３９

２．２　学生对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知识掌握情况
大学生对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核心知识掌握较好，

女性知识掌握程度高于男性、高年级优于低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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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学分析差异在性别、专业和年级之间具有

统计学意义，学生在学历层次上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大学一年级学生得分均低于其他年级，而其他

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

高于其他专业，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专业得分低于其

他５个专业，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大学生对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核心知识得分情况
（分，珋ｘ±ｓ）

人员 分类 ｎ 得分 ｔ／Ｆ值 Ｐ

性别

男

女

４５３
１２２９

６９．８７±１５．４８
７９．９０±１１．９６

７．０５２ ０．０００

专业

法医学

护理学

康复医学

药学

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

预防医学

９３
６８６
１６１
２５５
２１０
１７９
９８

７５．０３±１２．２８
７４．１６±１２．２２
７５．８７±１０．８６
６８．１６±１４．５６
７６．２９±１２．２８
７０．２５±１２．５７
７７．１２±１０．３２

１４．５０３ ０．０００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五年级

６５２
３５８
３４９
３２３

７０．７９±１４．０２
７３．４２±１２．９１
７４．９９±１１．７６
７４．４４±１２．５５

７．７６５ ０．０００

学历层次

专科

专升本

本科

１７８
１７４
１３３０

７２．４７±１１．７２
７５．０９±１２．３７
７２．９５±１３．１６

２．６１６ ０．０７３

２．３　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状况
调查显示，面对疫情有５９．３４％的大学生出现

过焦虑／抑郁情绪；有４．１７％的大学生有过跨市区
以上范围的外出史；９４．９６％的大学生对本次疫情
的防控工作表示十分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

３　讨论

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及预防控制一

直是医学界、乃至全民关注的热点。我国武汉市发

生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很快蔓延至全湖北省，逐

步发展到全国，ＣＯＶＩＤ１９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
题［６８］。医学院校作为医护工作者的培养基地，医

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具备一定的医学基

础，其行为在社会和家庭中往往具有一定的示范作

用，因此了解医学院校大学生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知识
的掌握情况，规范知识的传递，对整个社会的防控

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结果显示，该医学院大学生整体自我防控

意识、对杀灭病毒的条件、隔离时间、密切接触者等

核心知识掌握较好，也客观反映了目前知识的宣教

效果显著。研究也显示大学生能够较好地认知老

年人为感染的高危人群，在发现可疑症状后如何处

理，能够明确密切接触人群，其原因与其医学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关。

在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中口罩的佩戴是非常重

要的一道防线，其可以降低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感染风
险［９１０］，而口罩的正确选择、佩戴方式、使用更换频

率以及废弃后的处理方式等都会影响防护效果，尤

其污染后处理不当可能会形成新的传播。通过本

次研究显示，该医学院大学生对口罩的相关处理认

知一般，提示在健康宣教时应该加强自我防护相关

知识的宣传。

认知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以及常见宿主是

控制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关键环节，目前明确了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可以通过接触、飞沫和气溶胶等途径
传播［３５］，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知晓前两个传播途

径，而对气溶胶途径传播的知晓率较低。咳嗽或打

喷嚏时产生的巨大气流和飞沫，能形成气溶胶，并

长期在空气中滞留，如为感染者，会播散大量病毒，

对社会产生危害性［７］。正确做好咳嗽和打喷嚏的

防护及处理是对社会和其他人群负责的良好行为，

９０％以上的大学生能够做到用纸巾或胳膊肘遮掩
口鼻，用过的纸巾放入有盖的垃圾桶，并彻底清洁

双手；但有４４．３０％的大学生用双手遮掩口鼻，而
手很能会形成新的传播媒介。ＣＯＶＩＤ１９的传染源
及传播途径目前尚未完全确定，但通过病毒序列比

对分析，很多野生动物都可能携带病原体，果子狸、

蝙蝠、竹鼠、獾等都是冠状病毒携带者［１１１３］。提示

相关部门应该通过新媒体、网络等媒介加强传播途

径和宿主等知识点的宣传，促使规范行为，在陌生

人通话时应保持１ｍ以上的安全距离，做好咳嗽或
打喷嚏的防护，并减少与野生动物的接触。

分析显示女生知识得分高于男生，其原因可能

与女性对更关注生活社会健康问题有关。本次调

查为ＣＯＶＩＤ１９防控基本核心知识，相关传染病和
微生物的防控知识在医学相关专业大学第二学期

后的课程中均有所涉及，因此医学相关专业高于药

学专业，大二以上年级高于大一学生；而学历层次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为
新发传染病、其防控知识及指南大部分均为新知识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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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
播迅速广泛，传染性强，且尚无特异性治疗药物，给

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易使公众产生

紧张、焦虑的心理反应，继而引起其他心理功能紊

乱和心理障碍［１４１６］。本文结果显示，面对疫情有

５９３４％的大学生出现过焦虑／抑郁情绪，提示相关
部门应该采取有效的心理疏导。由于高校寒假的

特殊性，大学生流动性较大，疫情发生后该医学院

只有极少部分大学生有过跨市区以上范围的外出

史，提示医学生能够很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

９４．９６％的学生对本次疫情的防控工作表示十分有
信心或比较有信心。

综上所述，ＣＯＶＩＤ１９发生后，通过学校、社会
和政府等各个方面的宣传，该医学院大学生对ＣＯ
ＶＩＤ１９相关防控知识掌握较好，自我防护意识较
高，但对病毒传播途径、返校路途中的安全防护等

知识相对缺乏，学校相关部门应强化重点人群和知

识点正答率低的人群宣教，并做好心理干预，以保

证大学生掌握返校路途中的安全防护知识，学会自

我保护，安全返校。同时，随着疫情波动和各类事

件的发生，对公众行为、心理会产生持续影响，应加

强对学生认知、行为和心理的动态持续监测，为疫

情防控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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