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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访谈基层医院首批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线临床护士心理体验，了解在突发疫情中临床护士的心理

状态，为护士进行人文关怀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１０ 名首批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护士进行深度访

谈，运用 Ｃｏｌａｉｚｚｉ 七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　 基层医院首批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线临床护士心理体验共

提炼 ３ 个主题：知识储备不足，工作负荷大；心理状态波动；感激团队及社会支持。 结论　 首批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的一线

护士对培训需求强烈，心理压力大，护理管理者应加强对护士的培训，及时关注、疏导护士心理压力，促进护士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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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地区感染

患者数量不断攀升，疫情呈现蔓延趋势。 湖北省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Ⅰ级响应，拉开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序幕。 作为

基层医院，参与应对突发疫情的护理人员有限，需从

临床各科室调派组建临时护理救治团队，护士在面对

突发情况时，缺乏应急经验，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不良

心理体验［１］。 心理体验是指心理活动（如紧张、轻松、
忧伤、喜悦等）在一定时间内的完整特征［２］。 目前对

护士心理状态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使用量表测量，
而个体心理有其复杂性，量表测量不能充分体现其真

实的心理感受。 质性研究相信世间万物有各种不同

的理解方式，着眼于发现被研究者所见的意义，而不

是研究者本身对世界的理解［３］。 本研究运用质性研

究方法，从临床一线护士护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的真实体验出发，了解其在参加救治过程中的真实想

法及感受，分析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探究原因，为改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临床一线护士的心理体验提供

合理化建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湖北省潜江市某三

级乙等医院首批完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护的护士。
纳入标准：①首次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②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 样本量设定为受访

者的资料重复出现后再访谈 ２ 名，且资料分析时不再

有新的主题呈现为标准。 本次研究共访谈 １０ 名护

士，研究对象一般资料见表 １。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资料收集　 在系统学习质性研究相关理论知

识的基础上，组建了以研究者和 １ 名心理咨询专家、
１ 名感染科护理专家为主的研究小组，通过回顾相关

文献［４－５］结合研究主题、临床经验，最终拟定半结构式

访谈提纲，并对 ３ 名护士进行预访谈，对访谈提纲进

行调整修改，最终形成正式的访谈提纲，内容包括：
①在知道被抽调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隔离病区

时，您的心理感受如何？ ②在首次接触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时，您的心理体验如何？ ③在隔离病区工作

期间，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感受如何？ ④在

护理管理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０ 卷



　 表 １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ｎ＝１０）

编号 性别
年龄

（岁）
学历 婚姻状况

工作年限

（年）
职称

１ 女性 ２３ 大专 未婚 ５ 护师

２ 男性 ２８ 本科 已婚 ５ 主管护师

３ 女性 ３２ 本科 已婚 ８ 主管护师

４ 女性 ２４ 大专 未婚 ６ 主管护师

５ 女性 ２５ 本科 未婚 ３ 护师

６ 男性 ３０ 本科 已婚 ７ 主管护师

７ 女性 ２２ 大专 未婚 ３ 护师

８ 女性 ３４ 大专 已婚 ８ 主管护师

９ 女性 ３０ 大专 已婚 １０ 副主任护师

１０ 女性 ２８ 本科 已婚 ４ 护师

将要结束隔离病区工作时，您最大的心理感受是什

么？ 研究场所选择光线好、舒适的空间，避免干扰。
访谈前介绍访谈目的与意义，营造轻松的氛围，取得

受访者的信任。 所有问题均采用开放式提问，访谈过

程全程录音，并且告知被访谈者。 访谈过程中，尽可

能对受访者表达的内容进行澄清，并且对内容进行扩

展以准确了解受访者表达的真正意图，必要时向受访

者确认。 访谈时注意被访谈者的表情、肢体动作，并
做好笔录。 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以倾听为主，适当

回应以示尊重，不表达自己的观点，避免影响研究对象

的观点。 每次访谈时间为 ３０ ～ ５０ ｍｉｎ，访谈结束时询

问：“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请问您还有要讲的内容吗？”
以确认受访者的想法都表达完毕。
１．２．２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的 ２４ ｈ 内，研究者立

即采用 Ｎｖｉｖｏ １１．０ 软件将访谈录音逐字逐句转录为文

档形式，转录过程中注意标点符号的位置以及受访者

声音、停顿、面部表情及肢体动作的正确穿插，将不连

贯的、混乱的或容易暴露身份的口头语巧妙地转化为

正确流畅的书面语，增强文档可读性。 出于伦理道德

方面考虑［６］，访谈录音在确认转录完成不再使用后予

以删除。 最后将转录的访谈稿返回受访者处求证，对
表述不准确的进行修改，确保资料的可靠性。 资料分

析采用 Ｃｏｌａｉｚｚｉ 的七步分析法：①逐字逐句阅读所有

访谈记录，包括表情、肢体语言记录；②对重要意义的

陈述进行分析并且提取；③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表述进

行编码；④将编码后的观点进行汇集；⑤写出详细的

描述；⑥辨别出相似的观点；⑦返回受访者处求证。
为了增加研究可信性，由 ２ 名通晓质性研究的人员分

别进行资料分析，共同对资料分析结果进行归纳和总

结，最终得到本次研究的主题。
２　 结果　

经分析、归纳与整理基层医院首批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护士的心理体验，共提炼出 ３ 个主题，这些

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首批参加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救治的一线临床护士心理需求与期望。

２．１　 主题一 ：知识储备不足，工作负荷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都是一个新课题，
对其研究在不断进行中，５ 名受访者表示对疾病的治

疗护理知识需要不断的学习，担心自己储备的知识不

足。 同时患者病情发展快、病情重，需要完成的护理

工作量非常大。 护士 １：“我需要通过学习，不断更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知识，才能及时调整护理措

施。 重症患者的护理措施非常复杂，我们每天脱下隔

离衣后，衣服都湿透了，工作量很大。”护士 ３：“危重

患者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我从普通科室调过来，这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缺乏，想好好跟着有工作经历的老

师学习。”护士 ５：“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疫情救治，担心

自己能力欠缺，希望能全面培训一下。”护士 ７：“我第

一次接触患者的时候心理非常紧张，担心患者问的问

题我回答不上来。”护士 ８：“因为患者没有陪护人员，
所以我们要负责饮食、治疗、检查、基础护理等患者所

需要的一切。”
２．２　 主题二：心理状态波动

２．２．１　 心理矛盾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初次接到抽调

隔离病房的任务时，心理充满了矛盾和委屈。 一方面

内心很激动、兴奋，另一方面又担心。 护士 ２：“接到

抽调至隔离病房的任务时，心理是很激动的，因为终

于可以冲到前线去，觉得很光荣，但是又担心，怕被感

染。”护士 ３：“能被派进隔离病房是护理部信任我，我
很高兴，但又怕自己不能胜任工作，有些担心”。 护

士 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一个家庭一起感染的情

况，患者感觉压力很大，有向医护人员发脾气的现象，
这时候我们觉得委屈，但是也很理解患者，只有将委

屈默默的放在心中。”
２．２．２　 心理适应　 有 ４ 名受访者表示，随着对工作流

程的熟悉，工作上得心应手，心态也渐渐适应了工作

环境。 护士 １：“现在对病房的工作流程很熟悉了，对
患者的病情也越来越清楚，心态渐渐平和下来了。”护
士 ９：“到隔离病房有一段时间了，从刚进来的紧张，
到现在能独立应对，工作能力提高了；同时医院搭建

了心理咨询平台，组织心理咨询师担任志愿者为我们

进行心理服务，所以就不紧张了。”护士 ６：“我和搭档

相处的时间长了，慢慢的两个人工作起来很有默契，
心理有底了。”护士 ７：“在隔离病房待的时间长了，大
家都彼此熟悉了，慢慢适应了工作节奏，而且我们是

１５ ｄ 一次轮换，下一梯队的护理姐妹也会来接班，我
就感到有了安全感。”
２．２．３　 心理认同　 有 ３ 名受访者表示，对即将结束的

任务有些不舍，因为她们已经对工作环境熟悉甚至习

惯了，每天工作很充实，心理充满了满足感和自豪感。
护士 １：“我对工作环境越来越熟悉，已经习惯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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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模式，看着患者治愈出院，我们都蛮自豪的。”
护士 ８：“有患者出院的时候还和我说注意保护自己，
我听了很感动。”护士 １０：“其实患者被感染，他们只

有我们可以依靠，我们才能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２．３　 主题三：感激团队及社会支持

受访者一致认为，虽然救治工作量大，危险性高，
但团队的密切合作和家庭的支持让护士感受到了关

爱。 护士 １：“有一天晚上 １０：００ 多了，后勤人员还给

我们送来了食物，我感到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尤其是护士长，每天早上 ４：００ 多起床给我们准备早

餐，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共同进退，很温暖。”护士

３：“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中，护士姐妹们总是帮助

我，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护士 ６：“我父母和爱人总是

说让我安心工作，不要记挂家，她们默默的在家支持

我。”护士 １０：“一直关注新闻得知防护物资到处都

缺，我们也很紧张，但是护士长从来没有说过没有防

护服、没有口罩等等，现在才知道我们的副院长晚上

都亲自去拉物资保证我们的防护物资，真的很感动。”
３　 讨论　
３．１　 首批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线护士责

任感、使命感强

本研究发现，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士

责任感、使命感很强。 通过参加此次突发疫情救治工

作，深刻体会、履行了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自豪

感、职业满足感增强，同时也获得各界对护理工作的

认可，增强了其对护士职业的认同。 隔离病区内的医

护人员虽然是临时组建的团队，但她们有共同的目

标：挽救患者生命，平安离开隔离病房。 基于强烈的

一致认知，团队各成员会调整自身行为融入团队、配
合团队，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７］，提高团队效能，从而

提高护士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凝聚力。 提示护理管理

者在构建团队时应树立团队共同的目标，引导团队共

同朝着目标前进，形成高效能团队。
３．２　 关注突发疫情下护士的负性情绪，及时疏导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会引发个体或群体的

恐惧、焦虑、抱怨等心理应激反应［８］。 作为奋战在突

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一线的护士，承受了巨大的心

理压力［９－１１］。 本研究中受访护士担心家人、自己被感

染，其心理负担重。 在护理患者过程中，患者对疾病

的不了解，甚至不配合等行为也给护士造成一定的心

理压力。 医院搭建了心理咨询平台，组织心理咨询师

进行志愿服务，为护理人员提供积极心理干预，缓解

其心理压力。 同时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团建工作，利用

现有条件组织多种形式的压力释放活动，缓解护士的

身心疲劳感［１２－１３］。

３．３　 加强基层医院护士培训，提升护理职业素养

护理人力资源不足、护理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基

层医院护理的发展［１４］。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规模大、传播快，对基层医院提出很大的挑战。 本研

究显示，多名参加救治工作的护士均表示知识储备不

够，对护理培训有着强烈的需求，知识缺乏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护士工作的心理体验，可能是由于此次

突发疫情传播速度快，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是一个新的课题，虽然在护士进入隔离病房

前完成了岗前培训，但培训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同时，护士知识储备不足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就医体

验［１５］。 隔离病区护士长应在第一时间积极组织开展

仪器设备、疾病知识、护理常规等内容的培训，帮助护

士提升自身能力，以便更好地开展护理工作［１６－１８］。 护

理管理者应重视日常的护理理论知识、心理知识及技

巧培训，应急预案演练，在培训内容、培训方法上不断

创新，提高护士的职业素养，提升其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
３．４　 构建安全屏障，保障护士安全

对事物良好的应对方式能够改变个体的主观认

识，改善消极情绪［１９－２０］。 有研究表明，保证人员的充

足，减轻护士工作负荷，合理排班，对减轻护士的压力

有较好的效果［１，２１－２２］。 疫情突发时，基层医院护理管

理者应努力营造安全屏障，立即启动人力资源应急预

案，组织人力梯队，对一线护士进行合理轮换和补充，
减轻护士压力［２３］。 同时加强对防护物资储备、防护

用品完好性的检查，保障护士自身安全，及时改进不

合理的工作流程，制订合理的应急预案，提供安全

保障［２４－２６］。
４　 小结　

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首次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护士责任感、使命感强，对自身工作得到认可的

积极心理体验，同时也存在担心知识储备不足、担心

自身感染等的负性心理体验。 基层医院护理管理者

应立足实际情况，做好应急状态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做好护理培训，应急预案演练提升护士职业素养，积
极建立心理辅导平台对护士进行心理疏导，及时与后

勤部门联系，确保物资供应充分、设备仪器正常运行，
构建护理工作的安全屏障。 并且建立护理应急机制，
为以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机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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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１５ｘ．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５．

［２３］　 郭冬梅，郭翠梅，周燕珍，等．优质护理在改善基层医院

护理质 量 中 的 应 用 ［ Ｊ ］． 护 理 实 践 与 研 究， ２０１７，
１４（１９）：１１７－１１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９６７６．２０１７．
１９．０５２．

［２４］　 杜娟，刘晓星，陈婷婷．军队医院应对突发疫情处置能力

培训方法探讨［Ｊ］．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２（２）：
１８４．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０４ ／ ｊ．ｃｎｋｉ．ｊｙｙｘ．２０１４．０２．０４６．

［２５］　 刘红，王宪利，司迎，等．禽流感疫情处置过程中的卫勤

保障工作［ Ｊ］．武警医学，２００６（３）：２２５ － ２２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４０１０ ／ ｊ．ｃｎｋｉ．ｗｊｙｘ．２００６．０３．０３３．

［２６］　 崔琳，罗羽，陈俊国．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中

护理人员的素质现状及对策［ 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０，
２５（４）：９４－９６．ＤＯＩ：１００１－４１５２（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９４－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１；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３）

（本文编辑：刘晓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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