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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掌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COVID-19)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

心理弹性的状况，并分析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关系，为护士更好地应对应急救援工作

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应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评分和心理弹性量表

(CD-RISC)评分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84 名抗击 COVID-19 疫情的临床一线护

士进行调查。结果：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为(72.28±6.52)分，心理弹

性总分为(61.61±7.32)分；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呈正相关(r=0.713，P＜0.05)。结论：

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心理韧性较好，提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可以增强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心理韧性，有助于护士更好地应对应急救援工作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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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nurses fighting the epidemic of new coronavirus（2019-nCoV）infection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nurses to better respond to emergency 

rescue work. Methods: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and psycho-elasticity scale (CD-RISC) were applied to 84 clinical front-line nurses 

fighting COVID-19 in Beijing Luoh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72.28 ± 6.52) and the total score of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61.61 ± 7.32) of the nurses who resisted the pneumonia epidemic of 

2019-nCoV infection were posit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 of the nurs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was positive (r = 0.713, P <0.05). Conclusions: The nurses who are 

resistant to the 2019-nCoV infection and pneumonia epidemic have bette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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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can enhance the nurs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fight the 2019-nCoV infection and pneumonia epidemic and help nurses better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emergency rescue work. 

[Key words] COVID-19; 2019-nCoV; Nurs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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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武汉感染流行以来，全国陆续发现

2019-nCoV 感染的肺炎(WHO 归为 COVID-19)[1]。该病毒通过空气飞沫和接触患者的分泌物

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随着疫情的发展，确诊患者和疑似 COVID-19 患者数量不断增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被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定为定点收治该病的医院。面对

突发的疫情以及不断增多的 COVID-19 患者，临床一线护士工作量及工作压力随之增加，护

士不仅要面临沉重的工作负荷，还要面临被感染的风险[2]。徐明川等[3]研究显示，大部分抗

击 COVID-19 疫情的临床一线护士存在心理应激反应，但都能够克服自身的问题和不适，全

身心投入到救治护理患者工作中。 

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学品质是指当个体面对困境或威胁时能良好的适应并能够

积极发展，其在改善护士心理健康以及压力负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6]。有研究显示，社会

支持是影响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包括护士的心理弹性[7-8]。领悟社会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主

观支持方面，是指个体感受到被支持、被尊重及被理解的情绪体验，是对社会支持的期望[9]。

本研究探讨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状况，并分析领悟社会支持

与心理弹性二者的关系，为及时发现在抗击 COVID-19 疫情中护士心理异常，并进行早期心

理干预，提高其心理弹性，为应对应急救援工作的挑战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年 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84名抗击COVID-19

临床一线护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为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一线护士；参加疫情救

援工作≥1 周；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主要包括年龄、性别、职称、工龄、学历、婚姻状况、生育情况

以及是否感染性疾病护士等 8 项。 

(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10]：量表包括 3 个维度，分

别为家庭支持(4 个条目)、朋友支持(4 个条目)及其他支持(4 个条目)，共计 12 个条目。采用

Likert7 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分别赋予 1～7 分，总分 12～84 分，得分

越高表示领悟到社会支持越多。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 

(3)护士心理弹性量表：李亚萌等[11]对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只包含 21 个条目的中国护士心理弹性量表，包括适应性(11

个条目)、坚韧性(8 个条目)和目标实现(2 个条目)。采用 0～4 分评分，总分范围为 0～8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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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高。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0。 

1.2.2 调查方法   

取得护士同意，并进行简单的说明，对 86 名临床一线护士使用统一指导语解释调查目

的与填写方法，采用“问卷星”专业问卷调查平台收集资料。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描述；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

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资料收集情况  

采用“问卷星”专业问卷调查平台共调查有 86名临床一线护士，资料填写有效问卷 84份，

有效回收率为 97.67%。84 名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一般资料调查显示：①性别。男性 4

名(占 4.76%)，女性 80 名(占 95.24%)；②年龄。25～40 岁，平均年龄(31.64±4.31)岁；③职

称。护师 36 人(占 42.86%)，主管护师 32 人(占 38.10%)，副主任护师 16 人(占 19.05%)；④

工龄。5～21(10.54±2.31)年；⑤学历。大专 47 名(占 55.95%)，本科 36 名(占 42.86%)，硕士

1 名(占 1.19%)；⑥婚姻状况。已婚 67 名(占 79.76%)，未婚 17 名(占 20.24%)；⑦生育情况。

未生育 26 名(占 30.95%)，已生育 58 名(占 69.05%)；⑧是否感染性疾病护士。是 34 名(占

40.48%)，否 50 名(占 59.52%)。 

2.2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84 名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为(72.28±6.52)分，各维度均分由高到

低依次为：①家庭支持(6.34±0.63)分；②其他支持(6.11±0.52)分；③朋友支持(5.62±0.48)分。 

2.3 护士心理弹性得分情况 

84 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护士心理弹性总分为(61.61±7.32)分，各维度均分

由高到低依次为：①目标实现(3.28±0.42)分；②坚韧性(3.21±0.37)分；③适应性(2.67±0.32)

分。 

2.4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 

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中，护士领悟社会支持

总分及各维度与述情障碍均呈正相关(P＜0.05)，见表 1。 

表 1  84 名护士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r 值)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 

目标实现 坚韧性 适应性 总分 

家庭支持 

其他支持 

朋友支持 

总分 

0.437* 

0.428* 

0.416* 

0.471* 

0.441* 

0.369* 

0.369* 

0.410* 

0.474* 

0.453 

0.427* 

0.379* 

  0.676* 

0.686* 

0.649* 

0.713* 

注：表中*为 P＜0.05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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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处于偏高水平 

在抗击 COVID-19 疫情中，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对于了解与预测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有着

更为重要的意义，更可能表现出心理健康的增益功能[12]。本研究结果显示，84 名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为(72.28±6.52)分，满分 84 分，优于杨阳等[13]的研究

结果(62.12±10.48)分，表明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处于偏高水平。分析原因

可能是，本研究对象为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在疫情期间感知到各方面支持比平时工作

强烈，社会各界人事看到了医护人员为了这次疫情所付出的牺牲与努力，为此，向医护人员

提供各种募捐。叶旭阳等[14]研究显示，首批支援 COVID-19 防治护士积极工作体验包括工

作体验社会责任感及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进一步分析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

的 3 个维度，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得分最高，为(6.34±0.63)分，其次是其他支持(6.11±0.52)

分、朋友支持(5.62±0.48)分，表明家庭支持是护士工作的动力。除了家庭支持之外，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所感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包括来自医院的支持、同事支持以及社会各方

面的支持等。本研究结果提示，医院管理者尤其需重视家庭支持在抗击 COVID-19 疫情临床

一线护士中的作用，需多给予参与抗击疫情临床一线护士的家庭慰问解释工作，以取得家庭

的大力支持，解决护士的后顾之忧。 

3.2 护士心理弹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抗击COVID-19疫情护士心理弹性总分为(61.61±7.32)分，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高于李红等[15]对临床护士的调查结果，与许珂[16]等对援利医疗队护理人员的研究

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①作为抗击COVID-19疫情的一员，护士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

②在人员选拔上，医院严格挑选各方面素质高的护理精英作为抗击COVID-19疫情的队员。 

进一步分析抗击COVID-19疫情护士心理弹性的3个维度，其结果显示：①目标实现得分

最高(3.28±0.42)分，表明护士坚信疫情一定会战胜；②坚韧性(3.21±0.37)分，表明护士在抗

击COVID-19过程中的体验以正性体验为主，面临挑战，仍激情昂扬，众志成城；③适应性

得分较低，为(2.67±0.32)分，原因可能是，此次疫情发生突然，而且正值春运，早期防护设

备供应短期出现缺口，抗击COVID-19的临床一线护士防护装备使用紧张，随着疫情的发展，

疑似与确诊患者数量不断增加，抗击疫情护士工作量与工作压力随之增加。为此提示，医院

及其他相关部门建立组织支持系统，保证临床医护人员防护装置等供给，为护士提供相应后

勤保障。 

3.3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可影响其心理弹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与心理弹性均呈正相

关。即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越多，心理弹性的水平就越高。提示提高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提升护士心理弹性。建议医院管理者多关注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身心健康，努力帮助护士积极利用各方面的社会支持。 

(1)给予参与抗击 COVID-19 疫情临床一线护士的家庭慰问解释工作，使家庭成员了解

护理工作的性质及意义，以取得家庭的大力支持，解决护士的后顾之忧。 

(2)加强新闻网络媒体对医护人员工作的宣传，介绍医护人员工作生活中的先进事迹，

让护士感受到自己的工作价值，使其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有研究[17]显示，个体对家人、社

会的爱与责任感可以促进心理弹性的发展。 

(3)工作中同事相互支持包括临时组建的抗击 COVID-19 疫情的医护人员之间工作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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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支持，以及原科室同事的支持管鼓励等。 

(4)护理管理者的鼓励与支持，施行更丰富多彩的柔性管理，激发护士的热情和自我价

值感的实现。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心理韧性较好，提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可以增强

抗击 COVID-19 疫情护士心理韧性，有助于护士更好地应对应急救援工作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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