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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护理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职业需求,越来越多

的男性投身于护理队伍,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男护士在紧急情况下往往能够随机应变,能够更沉着

地应对突发事件,寻找解决方案,能够对全局进行把

控,婚前婚后受家庭影响较小[1]。另外,男性病人十分

青睐男护士进行护理工作。男女护士搭配工作,提高

了病人及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和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团

队协作能力,在灾害及突发事件中更有力的起到救援

作用[2]。

  2019年12月开始,在我国暴发了一种新的由新

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迅速传播至全国30多个省

市[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突发疫情来势汹汹,江
苏省内众多医院面对疫情迅速做出应对措施,护理人

员中涌现出一大批不求回报的逆行者,特别是大批男

护士报名前去疫区支援,体现了男护士在突发事件中

的优势,在疫区救援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新

型冠状病毒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

的近亲[4],人群普遍易感、感染途径多、病情变化快、死
亡率高,十分凶险。正因为其具备这些特点,所以要求

护理人员必须具备过硬的临床技能和心理素质。除去

援鄂的男护士,由于很多原因,坚守在本医院护理岗位

的一些男护士不能完全做出正确的、良性的反应和心

态调整。多项研究表明,护士的心理健康与护理质量

密切相关[5-6],不良的心理调节导致不能顺利完成护理

工作,进而发生护理差错。鉴此,本研究对江苏省内各

医院120名男护士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对本省内男

护士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应急现状进行调查分

析,找出来自疫情的各种压力,制订切合男护士应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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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干预的最佳方向和目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9年12月—2020年2月江苏省

32所医院男护士120人进行调查。32所医院包括19
所三级医院和13所二级医院,调查的男护士来自各个

科室,包括急诊科、手术室、重症监护室(ICU)及各病

区重症监护室、外科病房等。职称分布:护士50人,护
师53人,主管护师14人,副主任护师2人,主任护师1
人;职务:护士113人,护士长6人,护理部秘书1人;
学历:研究生3人,本科90人,专科26人,中专1人;
年龄:20~30岁84人,30~40岁35人,>40岁1人;
工作年限:<3年38人,3年~5年25人,5年~8年

29人,>8年28人;婚姻状况:单身62人,已婚56人,
离异2人;政治面貌:党员23人,入党积极分子1人,
群众96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再对内容进行

筛选和矫正。内容包括3个方面。①男护士的自身工

作应对:自我防护意识、带教时的提醒、收治病患的警

惕性;②男护士对疫情的关注程度:自身落选去疫区的

心情、疫区的疫情变化情况、对在疫区的同事关注和自

身的募捐状态;③男护士对病人及家属的态度:探视时

关注家属情绪、探视时询问家属接触人群情况、外出检

查保护病人的措施;④开放式问答:如您是护士长,您
的应对措施有哪些,包括耗材,探视制度,人员管理等。
前3部分为是非题,如有其他答案可填备注,问题简单

易答;第4部分为简答题,无标准答案。

1.2.2 调查方法 通过各医院护理部干事或选取科

室护士协助,采用问卷星的方式发放问卷。调查对象

以无记名方式独立自愿填写,均要求在15min内完

成。发放问卷123份,回收有效问卷120份,有效回收

率97.56%。

2 结果

2.1 疫情下男护士的应对现状(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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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疫情下男护士的应对现状(n=120) 单位:人(%)

     调查内容 是 否      备注

具有自我防护意识:正确佩戴口罩 118(98.33) 2(1.67) -
带教时,提醒下级护士做好防护 72(60.00) 45(37.50) 认为不重要:3(2.50)
收治病人时,第一时间测量体温 101(84.17) 19(15.83) -
医院组织支援疫区报名 103(85.83) 17(14.17) -
报名第一时间与家里人商量 81(67.50) 39(32.50) -
落选后,为疫区的同事加油 76(63.33) 2(1.67) 遗憾情绪:42(35.00)
时刻关注疫情和同事工作状况 115(95.83) 5(4.17) -
募捐物资,支持疫区工作 80(66.67) 40(33.33) -
病区做出人员调整后积极配合 118(98.33) 2(1.67) -
病区采取防护措施,积极响应 116(96.66) 2(1.67) 认为不合理:2(1.67)
科室进行知识培训,积极学习 117(97.50) 3(2.50) -
探视时询问病人家属接触人群情况 112(93.33) 6(5.00) 测量家属体温:2(1.67)
探视时安慰病人及家属情绪 107(89.17) 3(2.50) 考虑过:10(8.33)
外出检查,对病人采取保护性措施 118(98.33) 2(1.67) -

2.2 如果您是病区护士长,您的应对措施有哪些 无

回答108人,有回答12人。回答所包含的相关内容及

比例如下。耗材方面:控制耗材,合理分配,定期检查

耗材6人(50.00%);人员管理:加强消毒隔离意识1
人(8.33%);协助人员应急1人(8.33%);合理安排上

班人员2人(16.67%);测量上班人员体温2人(16.
67%);探视制度:监测家属体温3人(25.00%);限制

探视4人(33.33%);谢绝探视3人(25.00%);改变探

视模式1人(8.33%)。

3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致病性极强、从未有过的

病毒,将伴随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男护士精力充沛,
思维活跃,常以较高的护理质量完成护理工作。本研

究结果显示:虽然80.83%调查对象不是党员,仍能踊

跃报名,甚至32.5%的男护士第一时间未与家里商量

便做出了支援疫区的决定,体现了男护士在疫情面前

所展现出的无所畏惧的决心和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所尽

的义务,这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在病区工作方面,84.
17%的男护士在收治病人立即测量体温,做好第一步

的筛查,同时能够积极配合病区人员调整,努力适应新

岗位,以及一系列的培训、防护措施的落实,为日常护

理工作正常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家属探视方面,
在疫情期间病人家属会出现焦虑、担忧、害怕等,所以

对病人家属情绪安抚是十分必要的。89.17%调查对

象做到了这一点,仅有8.33%男护士考虑过但未做

到,提高了病人及家属对护理满意度。但是,男护士在

带教时提醒下级护士做好防护、未去疫区支援的情绪

调试、向疫区募捐物资等方面都是非常欠缺的。在

ICU、各个病区的ICU、手术室的危重病人居多,上级

带教老师加强提醒同伴及下级后护士注意防护是非常

重要的,并且5%的调查对象职务是护士长,14.17%
拥有主管护师以上职称,体现在疫情发生男护士细心

程度不足,这是需要进行反思的。另外,在临床带教、
良好的上班情绪才能更好地护理病人;最后的问答题,
仅有10%的男护士认真回答,回答相对合理、可行,说
明调查对象缺乏整体宏观管理和参与意识,只能被动

的接受安排。

  综上所述,在疫情下男护士调节自身情绪,做好带

教工作是日后工作中需要改进的。此外,在落实病区

应急措施的基础上,男护士们积极参与病区应对措施

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关注男护士的心理健

康,帮助男护士发现自己的角色优势,建立护理专业大

有作为的信念,培养其职业成就感[7],不断优化护理措

施,使应急措施更具有创新性、合理性,协助护士长更

好地管理病房,保证病患安全。本调查仅在我省内部

分医院展开,未进行全面的系统调查统计,研究结果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扩大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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