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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2 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多人感染不明原因

新型肺炎，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该病原并命名为 2019-nCoV，该

病原感染所致的肺炎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IP），截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中国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报告确诊病例 55748 例，NCIP
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突发重大灾害面前，受

过专业训练的护理人员有限，因此从临床各科室抽调支援的

护理人员就成为救援队伍的主要力量，而他们大多没有应对

经验和足够的准备，面对危机事件时会出现心理功能紊乱[1]。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输入性传播，我院接青海省卫健

委命令，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从全院各病区抽调 34 名护理

人员进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线科室（发热门诊、隔离病

房）为抗击 NCIP 做准备，截至目前，我院发热门诊共筛查疑似

NCIP 患者 571 人，确诊 4 人，为进一步了解一线护理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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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态及心理变化，为今后更好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提供证据支持，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全院各病区抽调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一线支

援的护理人员 34 人，另选择年龄组匹配的普通病房护士 45 人。

纳入标准：疫情开始以来在发热门诊和/或隔离病房工作

超过 1 周；自愿加入本研究。

2.2 方法

主要根据护士近 员 周来的情绪体验，利用其休息时间，完

成各量表评估，一般在 10min 左右完成。

2.2.1 基本情况调查表

自制一般资料与人口学特征调查表，包含性别、年龄、工

作年限、婚姻状况、生育情况、学历。

2.2.2 焦虑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 William W. K. Zung 于 1971 年编制，是一种简

便的分析主观焦虑感觉的临床工具，较准确地反映了有焦虑

倾向个体的主观感受，可操作性强，易于实施。该表共 20 个条

目，采用 4 级评分，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度，其标准为：“员”
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圆”表示有时有；“猿”表示大部分时间

有；“源”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量表中 15 项陈述均使

用负性词，按照上述 1耀4 评分，其余 5 项陈述使用正性词，按

照 4耀1 反向计分，该量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琢 系数 0.777
分半系数 0.757，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评定的标准分界值为 50
分，分值越高焦虑倾向越明。标准分在 50 分以下为正常，50耀
59 分提示轻度焦虑或抑郁，60耀69 分提示中度焦虑或抑郁，70
分以上提示重度焦虑或抑郁。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和百

分比表示，2 组间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 P约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两组护士一般情况调查结果

两组在性别、年龄、学历、婚否以及有无子女等比较均无

统计学差异，P跃0.05；两组 SAS 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570；两组 HEI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约0.01。

4.2 两组护士 SAS评分比较结果

条目 1，“我觉得比平时更容易紧张或着急”，P约0.01；条目

6，“我手脚发抖打颤”，P约0.01；条目 10，“我觉得心跳得很快”，

P约0.01；条目 11，“因为一阵头晕而苦恼”，P约0.01；条目 12，“我

有晕倒发作的感觉，或觉得要晕倒似的”，P约0.01；条目 13，“我

吸气呼气都感到很容易”，P约0.01；条目 14，“我的手脚麻木和

刺痛”，P约0.01；条目 15，“我因为消化不良而苦恼”，P约0.01；条
目 17，“我的手脚常常是干燥而温暖的”，P约0.01；条目 20，“我

做噩梦”，P约0.01；其余条目无统计学差异，P跃0.05。
4.3 两组护士 HEI 评分比较结果

条目 3，“感到过于紧张”，P约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条

目 4，“感到控制不住地担忧或担心”，P约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条目 5，“感到不安以致难以平静下来”，P约0.0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条目 6，“害怕再次出现严重恐惧和惊恐感”，P约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条目无统计学差异，P跃0.05。

4.4 新冠护理组护理工作难度排名结果

排名前十位的操作为：淤穿防护服进行静脉采血操作

（3.37依0.91）；于穿防护服进行静脉留置针操作（3.37依0.77）；

盂穿防护服进行动脉采血操作（3.34依0.97）；榆穿防护服进行

静脉输液操作（3.26依0.78）；虞脱防护服（3.20依1.16）；愚穿防护

服进行留置导尿操作（3.17依0.92）；舆穿防护服进行留置胃管

操作（3.09依0.85）；余穿防护服进行咽拭子采集（3.06依1.08）；

俞穿防护服更换床单位（2.91依1.27）；逾穿防护服协助患者翻

身活动（2.91依1.15）。

5 讨论

5.1 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一线支援的护

理人员心理状况

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常常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心

理应激反应，而作为奋战在救治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一

线的护理人员，尤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抗疫工作压力源

既可以来自客观环境，也可以来自主观感知，由于对新发或突

发传染病的不甚了解以及封闭式管理，多数护士会出现心理

问题[2]。

本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护理组 SAS 评分和 HEI 评分

高于普通病房护士。SAS 评分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护理组在情

绪稳定性以及躯体表现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焦虑。新型冠

状病毒护理组轻度焦虑者达 17 人（50%），普通组 18 人（33.3%），

虽然两组在总分上无显著性差异，但新型冠状病毒护理组的

焦虑程度明显高于普通护理组。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HEI 评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约0.05。有研究显示，HEI 评分在

护士群体中表现出更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新型冠状病毒护

理组在情绪稳定性方面较普通护理组差，并与 SAS 量表中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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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相对应。新型冠状病毒护理组中度抑郁者 1 人（2.9%），

重度抑郁者 33 人（97.1%），而普通护理组中度抑郁者为 15 人

（33.3%），重度抑郁者 25 人（55.6%）。该研究结果提示，发热门

诊和隔离病房护理人员存在一定的焦虑和抑郁状态，而这些

心理反应会直接影响护士在临床工作中的状态，对护士及病

人的安全造成隐患。此类问题的存在考虑有以下三个原因：

淤担心被感染。此次公共突发感染事件发生突然，短时间内出

现大量被感染患者，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加之出现了感染医护

人员被感染的情况，对参加支援的护士心理造成了一定负担，

担心感染状况发生。于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经验不足。此次疫

情，医院临时从全院各科室抽调护理人员支援，这些护士应对

公共突发感染事件的经验较少，同时参加此类事件本身就是

较大的应激源，因此容易增加心理压力。盂工作超负荷。由于

医院临时抽调人员，不能按普通病房配置人力资源，同时护理

人员兼具病房消毒、患者日常饮食起居等工作，因此护理人员

在隔离病区内的工作强度大和劳累是心理应激的主要因素之

一。同时，由于穿戴防护装置，限制了喝水、上厕所等生理需

求，更加剧了护士的生理心理负荷[3]。

5.2 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一线支援的护

理人员工作负荷情况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暴发后，我院护理部积极响应国家

的号召，按照医院的安排，抽调护理人员扩充发热门诊，组建

隔离病房，认真组织学习感染控制工作制度、流程，加强人力

资源、防护设备的调配管理，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实施

正确护理，护理工作过程中落实个人防护措施，有效阻断疾病

在病房中蔓延是防止院内感染的关键环节[4]。

本研究结果显示，由于穿戴了防护用具，对护理工作造成

了一定的难度。从调查结果不难发现，动静脉操作技术在护理

工作中难度较高，考虑与操作过程中视野不清、手部操作的敏

感性降低有关，同时也会导致职业暴露的危险，因此应该加强

日常工作中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的相关培训，以降低特殊时期

职业暴露的风险[5]。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脱防护服导尿、留

置胃管等侵入性操作和咽拭子采集、口腔护理等易被感染的

操作也有较大难度，考虑主要与护理人员前期职业暴露防护

培训不到位有关，并且此次疫情发生后，信息传递速度更快，

但是很多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障，加重了人们的猜疑和担

心，护士们普遍存在恐惧心理。

5.3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支援护士心

理应激反应应对策略

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护士心理应激反应还

是日常工作表现，防疫过程中可能造成感染是护理人员心理

和临床工作中最大的问题[6]。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应加强护士

对大型事件应对处理学习的培训，同时以 SARS 和此次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为模板，组织实施情景模拟演练，制订相关管理

流程及应急预案，还要加强突发事件时期临床一线护士的人

文关怀，管理者应从临床一线护士的现实困难着手，加强人力

资源补充，优化排班，减少穿戴防护服工作的时间，采取一些

具体的措施，如适当予以经济奖励或假期奖励等，激励一线支

援护士。另外，要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利用网络资源，传播医

护人员的典型事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舆论导向鼓励护

理人员，鼓舞士气，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护士的人文关怀 [7]。随

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医院成为抗击感染的主战场，

关注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是成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最重要

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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