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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筛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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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方案

Ø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根据筛查地点不同，共产生23个二维

码：包括北京市的5所院校、12家医院、5个社区以及其他途径

Ø 筛查前由负责本区域筛查的相关人员利用现场讲解或海报宣传的方式

介绍调查的目的、内容及二维码，电子化筛查工具配有指导语，有接受

调查意愿的人员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评估，所有信息进行去隐私化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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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单位

来源 单位名称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大医院

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航天航空总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医三院 广安门中医院

学校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企业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等

其他 社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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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筛查系统

筛查电子问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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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工具

01

02 04

03

uPHQ-9、GAD-7、PDQ-5

u二维码/公众号扫码

目标人群

u学生、老年人、企业人员

u伴随躯体疾病患者

u医院工作人员

u孕产妇

筛查范围

u委员所在医院为主，10家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2家专科医院

u大学、社区、企业

u北京

筛查时间

u2017年10月19日-2018年

1月15日

u纳入本次分析10062例

筛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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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PHQ-9用来筛查特定人群的抑郁情绪，至少4个条目 ≥ 2分（必须包

含条目1和条目2)，满足上述条件为筛查阳性

ØGAD-7用来筛查特定人群的焦虑情绪，GAD-7 ≥ 10分为筛查阳性

ØPDQ-D的5条目版本用于快速评估认知功能，包括组织/计划、注意

力及记忆力3个维度；PDQ-D5 ≥ 5分提示认知受损

界值划分

PHQ-9 Patient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  D.Severity, 1999
Yena Lee HBSc , FRCPC, 2017

7



特定人群性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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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群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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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抑郁、焦虑筛查阳性率

*  P value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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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认知筛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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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value <0.05



孕产妇的抑郁、焦虑筛查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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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认知筛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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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value<0.05



老年人的抑郁、焦虑筛查阳性率

14* P value <0.05



老年人认知筛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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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value <0.05



就诊患者的抑郁、焦虑筛查情况

16* P value <0.05



就诊患者认知筛查情况

17* P value <0.05



企业员工的抑郁、焦虑筛查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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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的认知筛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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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value <0.05



医院工作人员的抑郁、焦虑筛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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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工作人员认知筛查情况

21
*  P value <0.0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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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人群
阳性率（%）

大学生 孕产妇 老年人 就诊患者 企业员工 医院工作
人员

抑郁 10.14 11.33 10.75 15.88 12.42 9.62

焦虑 18.08 23.83 15.25 26.73 23.5 19.06

抑郁合并
焦虑 6.8 7.83 7.23 11.25 9.29 6.41

1. 本次筛查特定人群的抑郁筛查阳性率为9.62%-15.88%

2.  本次筛查特定人群的焦虑筛查阳性率为15.25%-26.73%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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