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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状况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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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医务科，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发生情况，为医务人员心理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咨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和PubMed等数据库，收集2020年1月1日

至2021年11月30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COVID-19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状况调查；依据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

机构关于横断面研究的质量标准评价文献质量；采用Open Meta Analyst 3.0软件对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进行Meta分析；

采用漏斗图和Begg秩相关检验分析发表偏倚。结果 检索文献598篇，纳入36篇，包括中文文献33篇和英文文献3篇。

高、中等、低质量文献分别为 5篇、29篇和 2篇。调查均在 2020年，共调查医务人员 19 872人，检出焦虑 5 261人，

焦虑检出率为 28.8%（95%CI：24.0%~33.6%）。33篇中文文献的亚组分析显示，我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医务人员

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31.9% （95%CI： 17.6%~46.2%）， 29.6% （95%CI： 17.8%~41.4%） 和 25.3% （95%CI： 20.2%~
30.3%）；男性和女性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4.9% （95%CI：3.3%~6.4%）和 22.9% （95%CI：17.7%~28.0%）；护

士、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21.6% （95%CI：13.2%~29.9%），5.2% （95%CI：2.8%~7.5%） 和 4.8%
（95%CI：2.2%~7.4%）；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18.6% （95%CI：14.0%~23.2%），5.5% （95%CI：4.1%~
6.8%）和1.9%（95%CI：1.3%~2.5%）。漏斗图和Begg秩相关检验显示无发表偏倚。逐一排除文献分析显示，Meta分析结

果及异质性检验稳定。结论 COVID-19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为28.8%，以轻度焦虑为主；女性医务人员、护

士的焦虑检出率相对较高，应予以重点关注并及时采取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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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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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o as to provide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Methods The public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ere retrieved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databases from January 1, 2020 through
November 30, 2021, including CNKI, Wanfang Data, VIP, SinoMed,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The quality of publi⁃
cation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United States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 quality assessment of included
cross-sectional studies, and the pooled prevalence of anxiety was estimated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using the soft⁃
ware Open Meta Analyst version 3.0. The publication bias were evaluated with funnel plots and Begg rank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Totally 598 publications were retrieved, and 36 eligible publications were enroll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in⁃
cluding 33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3 English publications. There were 5 high-quality, 29 moderate-quality and 2 low-
quality publications. All investig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er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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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ed in 2020. Totally 19 872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was 28.8%
(95%CI: 24.0%-33.6%).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was 31.9% (95%CI: 17.6%-46.2%)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western China, 29.6% (95%CI: (17.8% - 41.4%) from central China, and 25.3%
(95%CI: 20.2%-30.3%) from eastern China.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was 4.9% (95%CI: 3.3%-6.4%) among mal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22.9% (95%CI: 17.7%-28.0%) among mal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was 21.6% (95%CI: 13.2%-29.9%) among nurses, 5.2% (95%CI: 2.8%-7.5%) among doctors and 4.8% (95%CI:
2.2% - 7.4%) among oth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he prevalence of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anxiety was 18.6%
(95%CI: 14.0%-23.2%), 5.5% (95%CI: 4.1%-6.8%) and 1.9% (95%CI: 1.3%-2.5%), respectively. No publication bias
was detected as revealed by funnel plots and Begg rank correlation test, and stable meta-analysis results and heteroge⁃
neity test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is 28.8%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mild anxiety is predominant. A high prevalence rate of anxiety is seen female healthcare pro⁃
fessionals and nurses, who should be given a high priority and timel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Keywords: COVID-19;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anxiety; meta-analysis

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作为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播疾病，病毒变异速度快、传

播能力强，仍在全球多个国家流行。医务人员在抗击

COVID-19 疫情的一线，面临较大感染风险，心理压

力加重，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明显增

加［1］。国内学者报道，COVID-19 疫情期间，存在焦

虑情绪的医务人员占 9.05%～36.12%［2-5］。但这些研

究大多为横断面调查，调查对象分散，且样本量偏小，

不能完全反映医务人员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焦虑状

况。为减少发表偏倚以及小样本研究带来的误差，本

研究收集关于 COVID-19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状

况的研究文献进行 Meta 分析，归纳医务人员焦虑特

征，为医务人员心理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检索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咨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和中

国生物医学数据库，检索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2019 冠状病毒病”“新冠病毒”“2019-nCOV
肺炎”“医生”“护士”“医务人员”“焦虑”。检索英

文数据库 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检索词为

“novel corona virus neumonia”“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2019-nCoV”“doctor”“nurse”

“medical staff”“anxiety”。检索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开发表的关于 COVID-19 疫情

期间医务人员焦虑状况的调查研究。

1.2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研究设

计为横断面研究，现场调查或网上在线调查方式；

（2）研究对象为 COVID-19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包

括医生、护士及医技人员；（3）结局指标：焦虑状

况。排除标准：（1）综述或重复发表的研究；（2）结

局指标不包含焦虑状况。

1.3 文献筛选和数据提取 由 2 名研究人员按照检

索策略独立检索，采用 EndNote 20 软件管理获取的

文献。2 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首先去除重复文

献，然后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浏览文献标题和摘要

初步筛选文献，最后通过阅读全文确定纳入的文献。

对于存在分歧的检索结果，由 2 名研究者共同审查，

如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由第 3 人审核判定。制定数

据提取表，由 2 名研究者提取纳入研究中的样本量、

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调查方法、研究对象性别、职

业和焦虑程度等资料。

1.4 文献质量评价 依据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

机构 （American Agency for Health 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关于横断面研究的质量标准［6］，评

价纳入文献质量。共 11 项评价条目，满分 11 分，

总分≥8 分为高质量，6~7 分为中等质量，≤5 分为

低质量。

1.5 统计分析 采用 Open Meta Analyst 3.0 软件统

计分析。合并效应计算结果用森林图表示。I2<50％
且 Q 检验 P≥0.1 提示研究间异质性不大，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I2>50％提示研究间异质性较大，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对 33 篇中文文献按照研究对象性别、

所在地区、工作类别和焦虑程度进行亚组分析，亚组

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漏斗图定性分析发表

偏倚，采用 Begg 秩相关检验定量分析发表偏倚，P>

0.05 表示无发表偏倚。采用逐个剔除文献法评价研

究结果的稳定性。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纳入研究基本情况 检索获得文献 598 篇，排

除重复文献 72 篇，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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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篇，通过阅读全文排除 32 篇，最终纳入 36
篇［2-5，7-38］，包括中文文献 33 篇和英文文献 3 篇。

研究时间均为 2020 年。所用焦虑评估工具为广泛性

焦虑量表 （GAD-7） 16 篇，焦虑自评量表 （SAS）
15 篇，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 2 篇，症状

自评量表 （SCL-90）、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ADS）
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各 1 篇。高、中等、

低质量文献分别为 5 篇、29 篇和 2 篇。

2.2 COVID-19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情况 Meta 分

析结果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I2>90％，P<0.05，
提示研究间存在异质性，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总效应分析。2020 年 COVID-19 疫情期间共调查医

务人员 19 872 人，检出焦虑 5 261 人，焦虑检出率

为 28.8%（95%CI：24.0%~33.6%）。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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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 Meta 分析森林图

Figure 1 Forest map of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2.3 亚组分析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期间，女性

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为 22.9%，高于男性医务人员焦

虑检出率 4.9% （P<0.05）。不同地区医务人员焦虑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西部地区

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较高。不同专业医务人员焦虑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护士焦虑

检出率较高。不同程度焦虑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其中轻度焦虑检出率较高。采用

GAD-7 评估的焦虑检出率高于采用 SAS 评估的焦虑

检出率（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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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的亚组分析

Table 1 Subgroup analysis of prevalence of anxiety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亚组Subgroup

地区Region
东部East
中部Central
西部West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专业Profession
护士Nurse
医生Doctor
其他医务人员Others

焦虑程度Anxiety level
轻度Mild
中度Moderate
重度Severe

焦虑评估量表Anxiety assessment scale
GAD-7
SAS

文献数量

Number of
literature

19
7
7

14
14

8
8
8

24
24
24

16
15

焦虑检出率

Prevalence of
anxiety（95%CI） /%

25.3（20.2~30.3）
29.6（17.8~41.4）
31.9（17.6~46.2）

4.9 （3.3~6.4）
22.9（17.7~28.0）

21.6（13.2~29.9）
5.2 （2.8~7.5）
4.8 （2.2~7.4）

18.6（14.0~23.2）
5.5 （4.1~6.8）
1.9 （1.3~2.5）

31.2（22.6~39.1）
26.3（20.5~32.1）

χ2值

10.352

891.090

475.514

1 399.576

141.673

P值

0.006

<0.001

<0.001

<0.001

<0.001

I2值/%

98
94
98

96
99

97
99
97

99
94
99

99
97

2.4 敏感性分析及发表偏倚评估结果 先依次排除

低质量文献［7］和［18］，合并 Meta 分析医务人员

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27.7% （95%CI：22.9%~32.4%）

和 29.2%（95%CI：24.4%~34.1%），I2 均为 99%，均

P<0.001；再逐一排除其他研究文献，合并 Meta 分析

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I2 值和 P 值与图 1 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Meta 分析结果及异

质性检验稳定。漏斗图呈分布对称，无发表偏倚，见

图 2； Begg 秩相关检验结果显示，Kendall's τ =
-0.020，P=0.890，无发表偏倚。

3 讨 论

本研究纳入了 36 篇有关 COVID-19 疫情期间医

务人员焦虑状况的研究文献，其中 33 篇为国内研究

文献。调查医务人员共计 19 872 人，其中检出焦虑

5 261 人，焦虑检出率为 28.8% （95%CI：24.0%~
33.6%），提示应重视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及时开展

心理咨询与干预。

对 33 篇国内研究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女

性医务人员焦虑检出率高于男性医务人员，护士焦虑

检出率高于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其原因可能与工

作岗位特性有关［6］。护士要执行各种治疗及护理操

作，与 COVID-19 患者的接触时间较长，承受的

压力较大，焦虑发生率较高；而且国内医院的护

士绝大多数为女性，因此女性医务人员焦虑检出

率高于男性医务人员。我国西部地区医务人员焦

虑检出率较高，东部地区相对较低，可能与资源

0.01 0.1 1
效应Effect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精
度

Pre
cisi

on

图 2 发表偏倚漏斗图

Figure 2 Funnel plot of publication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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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COVID-19 防控措施落实程度的地区差异有

关。本研究纳入的文献绝大多数采用 GAP-7 和 SAS
量表评估焦虑状况，GAD-7 量表对 COVID-19 疫情

期间医务人员的焦虑检出率高于 SAS 量表，提示评

估量表可能是研究间异质性的来源之一。本研究还发

现，COVID-19 疫情期间出现焦虑的医务人员以轻度

焦虑为主，应及早给予心理支持和干预，有利于尽快

恢复健康。

本研究纳入的 36 项关于 COVID-19 疫情期间医

务人员的焦虑研究文献，总体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各

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能与研究地区、疫情

严重程度、研究性质均为横断面研究等因素有关。因

此对于 Meta 合并结果的解释及推广需谨慎对待，未

来需要更多证据的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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