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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首批临床一线支援护士的心理状况。［方法］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 41名参

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首批临床一线支援护士进行心理问卷调查，并针对现状进行原因分析。［结果］我院参加一线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支援的护理人员 2周内有 38人（92. 68％）出现心理问题，其中出现躯体化 11人、强迫症状 8人、人际关系敏感

17人、抑郁 2人、焦虑 32人、恐怖 38人。［结论］大部分支援护士存在心理应激反应。医院应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加强对应急护

理人员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以减轻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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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火灾和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禽流感和埃博拉等疫病流行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 [1⁃2]。中国地域辽阔，各省市地形状况复杂，

各种特大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疾

病疫情时有发生 [3]。在面对各种危机的时刻医护人员

总是在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参与救援，成为救援队伍的

核心力量 [4]。在突发的重大灾害面前，参与应对公共

事件危机的护理人员更加有限，因此，从临床各科室抽

调支援的护理人员大多没有应对经验和足够的准备，

面对公共事件危机时会出现心理功能紊乱 [5]。自 2019
年 12月湖北省武汉市出现多人感染不明原因新型肺

炎，2020年 1月 8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第一时间从全院各病区抽调 41名护理人员进

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线科室（感染科、发热门

诊、神经外科）支援，为了解支援护理人员应对公共突

发事件的心理反应，对首批参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一线护理人员进行心理状态评估，现将结果

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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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人，其中女 37人、

男 4 人 ，年 龄 26~35（31.28±2.53）岁 ，工 龄 3~14
（7.15±1.81）年；学历均为本科；护师 29人，主管护师

12人；已婚 33人，未婚 8人。均未参加过公共突发事

件应对工作。

1. 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首批参加支援的护理人员工作 2
周，于支援结束后第 1周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
评估其心理状态，量表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

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 9个
症状因子，采取 1~5级评分法，总分越高说明研究对

象症状越严重，总分超过 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 43
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 2分筛查为阳性 [6]。作者也是第

一批支援队伍成员，通过支援队伍微信群添加队伍成

员，向其介绍此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征得其同意后指导

完成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1份，回收 41份，全

部回答完整，有效回收率为 100%。

1.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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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我院参加一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支援

的护理人员 2周内有 38人（92.68%）出现心理问题。

参加一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支援的护理人

员 SCL ⁃90各因子评分及因子分≥2分的人数分布

见表 1。

3 讨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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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人们常会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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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使他们进行了适当的防范，可是依然承受了巨大的心

理压力 [7]。护理工作压力源既可以来自客观环境，也

可以来自主观感知 [8]，由于对新发或突发传染病的不

甚了解以及封闭式管理，多数护士会出现恐惧心理 [9]。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 38人（92.68%）出现不良情绪反

应，其中出现躯体化 11人，强迫症状 8人，人际关系敏

感 17人，抑郁 2人，焦虑 32人，恐怖 38人，说明大部分

支援护士存在心理应激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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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一线支援的护理

人员心理应激反应的原因分析 造成抗击新型肺炎一

线护理人员心理反应原因主要为以下几方面：①担心

感染。有研究显示，感染科护士要求调岗的原因中，担

心环境的安全对健康造成威胁者占 100%[10]。此次公

共突发感染事件发生突然，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感染病

人，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加之出现了少数病人感染医护

人员状况，对参加支援的护士心理造成一定负担，担心

感染状况发生。②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经验较少。面对

突发发热病人急剧增多，人力资源缺口远超人力资源

储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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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心理压力容易增

加。③工作负荷巨大。在应对重症急性呼吸系统综合

征（SARS）期间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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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此次参加一线

科室支援的护士排班为APN模式，每班次 8 h，工作量

较大，且防护要求严格，中途喝水、上厕所时间有限，加

剧了护士的生理心理负荷。④环境因素刺激。隔离期

间整个武汉市处于 1级应急响应状态，出现了较为紧

张的状态；而隔离服全面的防护使得护理人员长时间

处在密闭的空间里，容易产生憋气、缺氧等症状，使护

士容易感到恐惧。⑤此次事件发生突然，又正值春节，

在事件发生早期防护设备供应短期出现缺口，临床使

用紧张。同时市区内交通、快递等受春节影响及时性

受到限制，医务人员的衣食住行保障出现问题，容易出

现焦虑。⑥网络舆论导向。此次疫情发生与 2003年
SARS的信息传播速度有着显著的区别，本次疫情发

生后，信息传递速度更快，但是很多信息真实性得不到

保障，加重了人们的猜疑和担心，容易引起恐惧心理。

3. 3 应对突发传染性公共事件的早期支援护士心理

应激反应应对策略

3.3.1 完善大型公共事件应对管理机制 人力资源

是卫生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卫生服务

的发展。科学、合理的护理人力资源配置与管理可提

高医疗、护理质量 [12]。我院已经建立应急管理人力资

源库，储备了大量的应急管理机动护士，但是通过此次

公共感染突发事件发现，机动护士数量不足以应对此

次危机，从临床上抽调的护士应对应急事件经验不足，

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调至一线，培训时间不足。卢南君

等 [4]的调查发现，参与调查护理人员中参加过灾害救

援医学培训的人数较少，且分别有 58.67%（352/600）
和 63.00%（378/600）的护理人员未参加过灾害救援

知识培训与灾害救援模拟演练。因此，日常应加强护

士对大型事件应对处理学习培训，同时以 SARS和此

次新型肺炎为蓝本，组织实施模拟演练，制定相关管理

流程及应急预案。

3.3.2 加强应急管理人员的心理疏导 由于收治不

同病种、环境氛围等不同，护士心理压力和心理承受力

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3]。而工作压力可影响护士的

身心健康，使护士工作热情下降，产生疲倦感，从而影

响工作质量 [14]。本调查发现，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表 1 首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支援护士 SCL⁃90各
因子评分及≥2分的人数分布（n=41）

因子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合计

评分（x±s，分）

1.13±0.46
1.08±0.37
1.33±0.23
0.78±0.10
1.73±0.69
0.54±0.11
1.81±0.74
0.27±0.15
0.13±0.04

147.51±31.37

因子分≥2分[人(%)]
11（26.83）
8（19.51）
17（41.46）
2（4.88）
32（78.05）
0（0.00）
38（92.68）
0（0.00）
0（0.00）
38（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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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肺炎临床一线支援护士，大部分均是党员报名

自愿参加，所有人出于职业使命感均义无反顾奔赴前

线。作为科室管理人员应时刻关注护士的心理健康状

况，对未产生心理反应的护士进行预防，倡导正能量，

对心理反应较重的护士，定期进行疏导，必要时撤出一

线，给予适当的休息，以调节心理。同时医院要开展心

理疏导专线及专栏，定期开通线上和线下心理门诊，接

受医务人员的心理咨询。

3.3.3 加强公共事件时期临床一线护士的人文关怀

通过人文关怀和激励，可以提高护理服务品质 [15]。如

提供支持和心理辅助可增强护士对职业的认同感与归

属感 [16]。从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线支

援的护理人员心理应激反应的原因分析得知，护士产

生心理反应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作负荷大、后勤保障

不足、担心自己及家人感染等原因。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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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排班实施优化，如将 3班倒改成 4班倒，减少穿戴防护

服工作的时间。同时应加强后勤保障，保证护士有足

够的防护设备保护自己，保证衣食住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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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士气，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护士的人文

关怀。

3.3.4 重大事件信息公开化、及时化 现代社会网络

信息传递发达，重大事件发生后官方如未在第一时间

通报，很多未经证实的信息就容易传播，引起恐慌。因

此，对于重大事件的发生应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保

证信息畅通，减少医院内医护人员的恐慌和猜疑，增加

大家对未知事件的了解和应对方式，缓解恐惧和焦虑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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