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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老年人心理状态,为老年人心理干预提供依据,进一步做好老年人心理防控提出策略和

建议。[方法]从我院出院随访的病人及专科门诊群的老人护理服务档案库中随机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人300例,使用自测量

表和广泛性焦虑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老年人得分为(9.49±2.960)分;不同年龄之间和婚姻及居住状态的老年人的焦虑量

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的执业状态、文化程度、亲属新型冠状病毒患病情况的老年人的心理量表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老年人不良情绪来源占前3位的是不能正常出行、买不到防护用品,担心自己被感染等。
[结论]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老年人存在焦虑情绪,建议加强新型冠状病毒心理防护和疏导工作,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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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以来,我国及境外陆续出现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COVID-19)[1]病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给人们生活和心理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危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突

然,传播快速,除了躯体上的传播之外,疫情对不同人

群的心理均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

展,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我国至2017年,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4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7.3%[2]。截至2月11日共报告72
314例病例,其中,确诊病例44672例(61.8%),疑似

病例16186例(22.4%),临床诊断病例10567例(14.6%),
无症状感染者889例(1.2%),其中60岁以上老年病

人占31.2%,病例死亡占81%[3]。而大多数老年病人

机体免疫力低下,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易感人群。国

内学者报告居家不出的老年人中高达55.8%的人存

在抑郁情绪[4],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

质量。本研究于对年龄≥60岁老年人进行心理孤独

问卷调查,旨在为疫情防控期间老年病人心理护理提

供依据与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出院随访的病人及专科门

诊群的老人病人资料库。发放问卷300例,回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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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295例,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33%。纳入标准:

①年龄≥60岁;②无性别限制;③同意参加本调查研

究。排除标准:①意识障碍者;②新冠肺炎留观、疑似

或确诊病例;③拒绝参加调查者。共纳入295例,其中

男144例,女151例;年龄60~89(76.3±12.9)岁;广
泛性焦虑量表评分结果3~15(9.49±2.960)分。所

有老人填调查表之前都有指导语。

1.2 方法

1.2.1 自制量表 收集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婚姻、教
育程度及慢性病情况等,通过问卷星录入形成二维码

通过微信发送至老人或其家属手机上,无法操作手机

的老人可以由家属代为答卷。

1.2.2 采用的量表 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Disorder-7,GAD-7)共包含7个条目,总分0~
21分,每个条目分为0~3分,其中0分表示完全不会

焦虑,3分表示几乎每天都会焦虑,评分越高提示焦虑

症状严重程度越高。结果0~4分为没有焦虑,5~10
分为轻度焦虑,11~14分为中度焦虑,15~21分为重

度焦虑[5],本研究中结果 GAD-7评分<4分为无焦

虑,≥4分为焦虑。以上2种自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Cronbach'sα系数为0.965,效度为0.907[6-7]。

1.3 统计学方法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检查校对后,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

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调查的老年人基本情况(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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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老年人基本情况(n=295)

项目 例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151 48.81
   女 144 51.12
年龄 60~69岁 141 47.80
   70~79岁 139 47.12
   ≥80岁 15 5.08
婚姻情况 已婚 142 48.14
     未婚 120 40.68
     离异及丧偶 33 11.1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8 6.10
     中学 137 46.44
     专科及以上 140 47.46
居住状态 独居 46 15.59
     与配偶或孩子同居 249 84.41
合并慢性病 有 160 54.24
      无 135 45.76
执业状态 退休 157 53.22
     退休返聘 44 14.92
     其他 94 31.86
亲属中是否有留观、疑似或确诊病例 是 11 3.73
                否 284 96.27

2.2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不同特征老年人焦虑得分的

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GAD-7得分为(9.49±
2.960)分;不同年龄之间和婚姻及居住状态的老年人

的GAD-7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的

执业状态、文化程度、亲属新型冠状病毒患病情况的老

年人的GAD-7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2.3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老年人不良情绪来源的调查

情况 调查结果提示: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老年人不良

情绪来源占前3位的是不能正常出行、买不到防护用

品,担心自己被感染,见表3。

表2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不同特征老年人GAD-7得分比较(n=295) 单位:分

  项目 GAD-7评分 统计值 P
性别 男 9.54±2.94

t=0.265 >0.05   女 9.45±2.99
年龄 60~69岁 9.52±2.64
   70~79岁 9.13±3.20 F=10.287 <0.001
   ≥80岁 12.67±1.11
婚姻情况 已婚 9.01±2.73
     未婚 9.51±3.24 F=10.485 <0.001
     离异及丧偶 11.55±1.7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94±1.80
     中学 9.50±2.80 F=2.464 >0.05
     专科及以上 9.31±3.19
居住状态 独居 11.65±1.65

t=32.001 <0.001     与配偶或孩子同居 9.10±2.98
合并慢性病 有 9.54±2.79

t=0.308 >0.05      无 9.44±3.16
执业状态 退休 9.64±2.73
     退休返聘 9.52±2.84 F=0.517 >0.05
     其他 9.24±3.38
亲属中是否有留观、疑似或确诊病例 是 10.82±1.94

t=1.515 >0.05                否 9.49±2.98

表3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老年人不良情绪来源调查(n=295)

   项目 例数
百分比

(%)
缺乏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知识 91 30.85
买不到防护用品 139 47.12
不能正常出行 163 55.25
担心自己被感染 126 42.71
担心自身疾病无法正常就诊 91 30.85
担心家人及孩子被感染 106 35.93
看到疫情数据每天都在增长 66 22.37
自身慢性病 31 10.51
其他 57 19.32

3 讨论

3.1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不同特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

现状 调查结果提示,疫情期间,老年人广泛性焦虑量

表评分为3~15(9.49±2.960)分。GAD-7得分与年

龄之间和婚姻及居住状态有统计学意义,与性别、职业

状态、文化程度、合并慢性病、亲属中是否有留观、疑似

或确诊病例无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焦虑

得分越高,80岁以上老人GAD-7均分为(12.67±
1.113)分,达到中度焦虑。这与齐芳[8]的研究一致,随
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越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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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丧偶、未婚、及独居的老年人更易发生焦虑

与抑郁等不良情绪[9],结果与本调查结果相同。同时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职业状态、文化程度、合并慢

性病、亲属中是否有无留观、疑似或确诊病例组内分层

比较焦虑无统计学意义,这与老年人相关的研究中文

化程度与焦虑呈负相关,与退休、慢性病等呈正相关不

一致[10]。可能的原因是在新冠肺炎流行的特殊期间

政府呼吁全民在家不外出、活动减少、空间局限、担心

疫情进展等相关因素导致焦虑程度无明显差异有关。

3.2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老年人不良情绪的来源 在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疫情进展迅速,新闻媒体滚动播放

也是影响老年人情绪变化的原因,根据调查表显示位

居前5位的原因有不能正常出行55.25%、买不到防

护品47.12%、担心自己42.71%和家人被感染30.
85%以及缺乏新冠肺炎知识有关30.85%。可能的原

因是疫情流行上升期间举国上下动员不外出、不集会,
老年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和交流导致不良情绪的产

生。同时,防护用品的短缺无法买到致不敢外出及担

心自己和家人被传染及知识的缺乏等产生焦虑、抑郁

情绪。

3.3 应对疫情期间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策略和建议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建议采

取以下策略:社区工作人员对地段内的老年人进行排

查,尤其是独居、丧偶及高龄老年人是重点关注的对

象;建议老人多居家,少出门,出门一定做好防护,带好

口罩和手套,尽量不去乘坐公共汽车,建议不要去人多

聚集的地方,与他人保持1m以上的距离;防护用品的

来源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社区和街道对于特殊关注老

年人建议给予送温暖服务提升老年人的价值感,缓解

焦虑情绪;建议老年人在家锻炼,选择适合老年人的居

家运动。有研究表明:老年人选择强度小,适合老年特

点的有氧运动,可以有效减轻焦虑的程度[11];家属协

助老年人制度运动计划,疫情期间居家可以做些太极

拳、健身操等分散老人注意力,同时提高身体免疫力;
合理饮食,保持心情愉快,与亲属和朋友通过手机、互
联网等沟通交流,互相关爱和 支持[12];指导老人感到

焦虑时可找家人诉说,如果得不到缓解,建议老年人拨

打心理援助热线寻求专业帮助;慢性病老年人要加强

自我管理[13];关注权威真实的新闻,不信谣、不传谣。

4 小结

  调查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老年

人容易产生焦虑情绪,老年人的心理护理需求较为突

出,社区及养老服务主体在疫情期间应关注老年病人

的心理问题,采用多种形式的沟通和心理疏导,提供规

范化得居家护理,提高老人的心理照护质量,满足老人

的心理照护需求,减少疫情所致的心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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