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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各基层单位高度

重视,纷纷制定严格的预防隔离措施。针对从湖北武

汉疫区返回人员,有过体温升高史的疑似人员,直接将

其送入医院发热门诊进行14d的医学隔离。此次疫

情正值新春佳节,很多疫区返回的疑似人员还没来得

及和家人见上一面,就被封闭在了隔离区。为此,本研

究针对隔离期疑似人员进行心理护理,采取了一系列

有效的措施,收到较好的成效。现报告如下。

1 疑似人员隔离期不良情绪的特点

1.1 焦虑 隔离期疑似人员主要表现为紧张、不安、
烦躁、抑郁、易激惹等,特别是焦虑表现突出,人员存在

着“早诊断、早排除”的迫切心理,希望得到发热门诊工

作人员的关注,希望与医护人员多进行病情交流。

1.2 恐惧 由于疑似人员对隔离环境陌生,新型冠状

病毒潜伏期较长,导致隔离时间长,再加上对病情诊断

结果的未知,难免会产生恐惧,导致疑似人员紧张不

安。

1.3 敏感 疑似人员隔离期对诊疗医护人员的精神

面貌、言谈举止、情绪变化等都非常敏感,有时会因医

护人员说话时的语气语调不适而产生争执。

2 引起不良情绪的原因

2.1 隔离时间长 隔离对控制感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保护易感人群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须严格按照

医学隔离时间14d进行隔离。疑似人员此期间不能

离开隔离室,日常起居的所有生活都在此区域进行,没
有室外活动时间,各种需求受到限制与剥夺,容易产生

一些心理问题。采访隔离期疑似人员,他们自诉度日

如年、心情烦躁、易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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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隔离环境恐惧 疑似人员须单间隔离。单间隔

离环境易使隔离期疑似人员产生莫名的恐惧感,加上

其对疾病、未知和死亡的过度思虑,恐惧感会加重。隔

离期疑似人员自诉感觉四周冰冷,内心恐慌。

2.3 急于求成 疑似人员渴望通过医学设备立刻做

出医学诊断,希望马上看到结果,但同时又担心自己确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出现心理顾虑、心理负担加

重、情绪不稳定、不良情绪增加。

3 疑似人员不良情绪的心理护理

3.1 营造温馨、和谐、有序的接诊氛围及隔离环境,消
除疑似人员的焦虑 接诊的医护人员要讲究沟通技

巧,应设身处地地为来诊人员考虑。讲究接诊的语言

技巧,应针对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发病体征、心理状态

的疑似人员,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如安慰、鼓励、
劝说、疏导、解惑等。安排疑似人员入住隔离观察室

后,应对屋内的设备环境、功能设施进行介绍,并逐一

讲解使用方法,帮助疑似人员以最快的速度熟悉环境,
消除顾虑、稳定情绪。屋内还应配备播放器,供人员随

时收听有益于平和心境的音乐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防控知识。屋内增设手持呼叫机,当疑似人员有任何

问题时能与工作人员及时沟通。营造温馨的环境,有
助于消除疑似人员的焦虑。

3.2 善于运用心理学知识,消除疑似人员的恐惧 为

了及时观察疑似人员的心理状况,每天交接班时应对

疑似人员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每周还应派护理专业

的心理咨询师对疑似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细心观察疑

似人员的心理需求,进行良好有效的解释、沟通,提高

疑似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知识的认知,帮助

疑似人员理性地分析恐惧源,确定正确的应对措施,减
少疑似人员因知识缺乏而导致的恐惧。医护人员应仪

表端庄,不仅使疑似人员心情舒畅,还让其感到依赖、
可信任。与疑似人员交流时使用礼貌用语,亲和的态

度能有效拉近护患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良好的信任

关系,减少疑似人员的恐惧心理。

3.3 提高医护人员防护知识及增强优质化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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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疑似人员的敏感心理 所有进入隔离区的医护人

员应严格按照进出隔离区的规范流程更换隔离服,在
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对隔离期疑似人员心理护理,
沟通时语言要专业性强,说话的语气要平和,避免粗枝

大叶、漫不经心、敷衍了事的态度。与疑似人员建立彼

此信任的关系,认真倾听疑似人员的心理需求,最大限

度地去满足,使疑似人员心理上感觉不到被歧视。医

护人员应时刻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从内心和行动上

影响疑似人员,消除疑似人员敏感的心理状态。

3.4 睡眠护理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需到上

一级医院进行检查,因此病人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长。
在等待结果期间隔离期疑似人员大多忐忑不安、精神

紧张、思虑过度、焦虑,夜间睡眠质量下降,甚至整夜难

以入眠,精神状态差。针对睡眠质量差的隔离期疑似

人员应进行心理护理,要多与其沟通,善于倾听他们的

心声,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应对措施,为他们排忧解

难,减轻心理负担。如医护人员日间对疑似人员采集

标本后,要主动与疑似人员谈话,告知其病毒核酸检测

是同其他检查项目一样的常规检查,并告知这项检查

更具权威性,能帮助更高效地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从而消除被检查人员的不安心理,增加其安全感。指

导入睡困难的隔离期疑似人员睡前服用牛奶、热水泡

脚、按摩脚心、静下心躺在床上听舒缓的音乐帮助入

睡。如果实施了以上方法仍然不能入睡者,应及时告

知夜班医生,给予小剂量地西泮口服进行对症药物干

预,并在给药前告知应用小剂量地西泮不会产生药品

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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