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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应激反应,并提出干预措施,以确保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方法]
借助问卷星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微信群、QQ群对168名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心理调查,了解其存在的心理应激反应。[结果]抗
疫一线医护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恐惧、无助、同情疲劳、工作压力及应急能力下降的心理应激反应。[结论]抗疫一线医护人
员存在明显的心理应激反应,应针对存在的问题给予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以减少心理应激障碍的发生。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护人员;心理应激反应;干预

Keywords SARS-CoV-2;COVID-19;medicalstaff;psychologicalstressreaction;intervention

中图分类号:R4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04/j.issn.1674-4748.2020.07.056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
CoV-2)感染所致的一种急性病毒性肺炎,临床表现以

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部分病人在1周后出现

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
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

碍[1]。该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不能排除粪口

传播可能,大多数病例是在与感染者近距离接触过程

中被感染的[2],各年龄段的人均可感染,其中年老体

弱、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易发展为危重症病人。目前

该病尚无特效治疗药物。截至2020年2月9日24
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已有确诊病例35982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

通报确诊病例64例[3]。面对严重的疫情,很多医护人

员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由于感染病人多、超负荷的

救治工作、面临职业暴露的危险、直面病人的死亡等,
导致医护人员的躯体和心理面临极大挑战。医护人员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这些心理应激反应

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疫情的有效防控,而且

会严重危害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本研究借助问卷星

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微信群、QQ群进行问卷调查,探
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所面临的心理应激反应,并提出

干预措施,以缓解医护人员心理压力,全面提高医护人

员的应急救援能力。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湖北省内参加抗击疫情的

医护人员。纳入标准:在湖北省内参加抗击疫情的医

护人员、在临床工作至少满1年且在岗、愿意参加问卷

调查的医护人员。

1.2 研究方法 借助问卷星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微信

群、QQ群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医护人员的

自我感觉、焦虑、恐惧、无助、同情疲劳、工作压力及应

急能力等。

2 结果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出170份,收回有效问卷168
份,参与调查的对象包括医生42人,护士126人;男

38人,女130人;年龄(28.44±7.24)岁。调查结果见

表1。

表1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应激反应情况(n=168) 单位:人(%)

项目 几乎总是 经常 有时 不经常 几乎从不

自我感觉良好 16(9.5) 62(36.9) 68(40.5) 22(13.1) 0(0.00)
焦虑 2(1.2) 22(13.1) 99(58.9) 41(24.4) 4(2.4)
恐惧 1(0.6) 18(10.7) 89(53.0) 50(29.8) 10(6.0)
无助 6(3.6) 12(7.1) 71(42.3) 68(40.5) 11(6.5)
同情疲劳 4(2.4) 9(5.4) 101(60.1) 48(28.6) 6(3.6)
压力很大 21(12.5) 78(46.4) 63(37.5) 6(3.6) 0(0.0)
应急能力下降 6(3.6) 26(15.5) 58(34.5) 56(33.3) 22(13.1)

3 讨论

作者简介 王芬,副教授,本科,单位:432000,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护理

学院;舒成单位:432000,湖北航天医院。
引用信息 王芬,舒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

应激反应及干预措施[J].全科护理,2020,18(7).

3.1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心理应激反应

3.1.1 焦虑、恐惧 表1显示,73.2%(123/168)的医

护人员会出现焦虑,其中13.1%的医护人员经常会焦

虑,而有10.7%的医护人员经常出现恐惧情绪。究其

原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大批医护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奔赴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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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一线。医护人员需穿厚厚的防护服进入隔离病区,
连续工作数小时,由于穿脱不便,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和

感染蔓延,医护人员会在穿防护衣前尽量少吃饭、少喝

水,穿上防护衣后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体力消耗

非常大。且加上持续紧张和超负荷的工作,睡眠严重

不足,医护人员常身心疲惫。另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流行初期,防护物质紧缺,各种防护措施不到位,医护

人员时刻面临职业暴露的危险,担心自身和亲属被感

染,从而出现焦虑甚至恐惧心理。

3.1.2 压抑、无助 表1显示,53.0%(89/168)的医

护人员会感到无助,58.9%(99/168)的医护人员常感

觉压力很大。救死扶伤的职业角色定位无形中给医护

人员造成了心理压力,他们深感自身的使命和担当。
疫情暴发之初由于疾病传染源、传播途径、确诊方法还

不明确,对导致该病的新型冠状病毒研究也很有限,且
临床目前尚无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特效药物。因

此,面对疑似或确诊病例时医护人员常感到无助和内

疚。而随着疫情蔓延,感染人数的增加、危重症病例的

出现及死亡病例的增多,由于疾病的特殊性,病人死亡

后多由医护人员直接进行尸体处理,面对救治无效死

亡的病人、被感染的同事或亲人及对疫情防控结果的

不确定,都会让医护人员陷入压抑和无助的状态,甚至

对自己的职业产生倦怠和无意义感。

3.1.3 同情疲劳 表1显示,有67.9%(114/168)的
医护人员会出现同情疲劳。同情疲劳又称为“次级创

伤”,是指由于在短时间内高强度接触不幸的讯息而产

生压力、冷漠、愤怒的心理状况[4]。自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医护人员既要负责确诊病例的救治、
疑似病例的取样、检测,还要帮助病人做心理疏导,缓
解病人的焦虑和恐慌。面对逐渐增多的确诊病例和各

种有关疫情防控的信息,部分医护人员会变得麻木、冷漠。

3.2 干预措施

3.2.1 管理压力,适当宣泄 医护人员在参与救援前

应集中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培训,了解应激反应,学习应

对应激、调控情绪的方法[5]。采取定时轮岗制,合理安

排医护人员的工作和休息时间,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超
负荷工作,工作之余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
允许自己出现负性情绪,做到能够及时察觉和调整,可
通过写日记、与家人聊天、与同事、朋友之间相互倾诉、
倾听、鼓励、打气等方式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

3.2.2 肯定自己,调整负性情绪 肯定自己的努力和

付出,接纳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告诉自己没有办法一次

性照顾到所有病人。理性、客观地看待疫情的发展和

急危重病人的死亡,避免过度内疚。利用正念冥想让

自己平静下来,感受并接纳自己,告诉自己尽力而为,
相信团队、国家的力量。收听或观看关于医护人员抗

击疫情的正面报道,增强信心。正视自己的身心状况,
如负性情绪持续存在或已发生应激症状应及时调整工

作岗位,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3.2.3 控制信息源 减少应激信息的输入,适度了解

疫情信息,避免持续暴露在疫情信息中做到重点、有限

关注即可,从权威可靠的媒体理解信息,做到心中有

数,不信谣、不传谣。工作之余可与家人、同事或朋友

聊聊工作、疫情以外的话题。面对疫情的蔓延、确诊病

例人数的增多,要客观分析原因,客观正确认识疫情防

控。一旦意识到自己出现“同情疲劳”,应及时进行心

理干预。总之,在重大灾害中救援人员急性心理应激

障碍发生率高达30%~50%,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

为8.92%[6-8]。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为突发的公共

卫生事件,且各方面认识不足,会给医护人员带来巨大

的身心挑战,因此做好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对确保医

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极为重要。
由于目前样本量较小且无干预后的比较,待疫情结束

后需进一步纵向研究明确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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