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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aling with COVID-19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care. For exampl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allocation of nursing human resources, 
low professional match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eams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Comprehensive training, reasonable de-
ployment,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ursing staff, psychological care and humanistic care of nursing staff, and the implemen-
tation of disinfection and isolation, dur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to ensure the high quality of all nursing 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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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对新冠肺炎，对护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例如，护理人力资源调配，专业匹配度较低，团队之间的配合等困境亟需解决。
护理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合理调配、科学防控，并做好护理人员的心理护理及人文关怀，落实消毒隔离，在疫情防控时期，
对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护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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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2 月以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开展流感及相

关疾病监测，发现多起新冠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新型冠

状病毒性肺炎肺部感染。新型冠状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新型

冠状病毒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气

溶胶传播的可能。由于在粪便及尿中可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

应注意粪便及尿对环境污染造成气溶胶或接触传播 [1]。中国卫

生健康委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

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新冠肺炎自发生以来，医务人

员发生新冠肺炎感染事件时有报道，对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造

成极大影响。随着新冠肺炎病例的激增，怎样护理好患者和做

好自身防护工作，如何科学、精准地调配与各医院护理团队协

作，使其即时胜任岗位需求，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这种传

播力强的新型病毒，中国根据新冠肺炎的特点发布了一系列诊

疗及防控指南，但护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难点亟需解决。

笔者结合近期新冠肺炎防控经验，旨在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流行期间护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 面临的挑战 

面对突如其来、传播迅速的新冠肺炎患者，护理中存在

着许多新问题，一线护理人员面临的挑战如下。

（1）缺乏应对突发严重传染病的实践经验及相关知识，

特别是疫情的早期，严密隔离、有效消毒、防护意识不足，造

成医护人员感染率较高，护理人员心理压力过大。

（2）缺乏相关专科疾病知识，专业匹配度较低。由于疫

区一线护理人员来自各个医院的专科，大部分人员缺乏呼吸系

统和感染防控相关专业知识。如何观察病情变化，如何掌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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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及有创呼吸机的使用等都是新难题。

（3）护理人员为临时组建的团队，面临着配合和协调

困难。

（4）在病区内如何做到有效的防护，降低医务人员的

感染。

3 新冠肺炎患者护理对策

3.1 对护理人员理论及操作的培训

疫情期间，为了避免聚集产生交叉感染，应对护理人员

采取线上培训，包括新冠肺炎的特点、传播途径、主要临床表

现、治疗原则和护理要点等。学习科学防控知识包括个人防护

知识、病区设置及流向、进出病区流程，物品准备及注意事项。

同时，对于操作相关知识，采用录制的短视频线上培训，如穿

脱防护服的顺序及氧疗、无创呼吸机的结构与应用、护理抢救

配合、终末处理等技术。线上学习结束后，进行扫码考核，以

检测学习效果。在正式进入隔离病房上岗前，每个病区小范围

集中本病区护理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演练，包括防护用品的正确

使用和穿脱流程、咽拭子取样方法等，并对每个工作流程、每

个关键环节进行“一对一”现场考核和再强化，让支援护士能

更加熟悉隔离病房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

3.2 加强实际操作及个人防护措施

护理人员应充分掌握防护知识，避免过度劳累及紧张情

绪，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适当应用免疫增强剂或服用预防药

物；院感部门组织线上学习感染防控专题讲座，强化医护人员

防护意识。除必要的诊疗、护理，应尽量减少与患者无效接触

时间，避免与患者正面接触，采取短时、多次接触方法与患者

交流，减少暴露。既要护理好患者，又要降低自身的感染机会，

既不要过分紧张，也不要麻痹大意。下班后经过消毒清洗，重

新更换衣物、帽子、口罩方可回到休息区，护理部应定期督导

检查各项工作制度的落实情况。

3.3 紧急状态下医院护理人员调配困难的挑战与磨合

 疫情时期，应急队伍都是由中国各地派来的人员临时组

建。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是对护理人

员的一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远超出医院日常的应

急处置能力。紧急状态下的岗位需求不匹配，降低了应急反应

速度，并影响了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效率及疫情的防控效果。跨

部门的专业人员分属不同的管理者，短时间内护理人员与其他

专业人员彼此间工作的融合度不高、衔接性不强 [2]。医院各科

室常规储备的应急专业人员远不能满足疫情变化的需求，急需

紧急调拨其他部门或科室，甚至其他区域的护理人员进行支援。

同时，疫情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源需求评估困难，应

急团队时常处于临时组建状态，所以对于临时组建的团队需要

磨合，要加强团队的协作精神，齐心协力。

3.4 严密消毒隔离，科学防护

疫情监测制度：护士长每日了解护士的饮食起居、身体

状况，每日监测体温 2 次。当体温≥ 37.2℃时及时汇报，立即

采取隔离措施，并做相关检查和治疗。

患者一人一室，生活起居在室内完成。生活、医用垃圾

及有污迹的被服经过双层黄色垃圾袋包装密封。采集检验标本

一律使用密闭容器装置。使用过的被服经过双层黄色垃圾袋包

装，传出病区经高压蒸汽灭菌 2 次后备用。房间持续通风，病

人房间安装紫外线灯持续照射。患者病情无禁忌时，均佩戴口

罩。禁止探视、无陪护。患者出院后按要求进行终末消毒。

病区消毒管理：病房通风、独立，与其它区域相隔离，

明确划分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规定各区域的功能，护

士长负责检查进出人员穿脱隔离衣。工作人员固定，限制活动

范围。每 4h 对地面、空气用含氯 1500mg/L 制剂进行擦拭和

喷洒。患者出院、转院、死亡，房间需要进行空气、地面及物

表的终末消毒，再进行彻底通风。

3.5 做好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及心理护理

及时了解一线护理人员的需求，给予满足。对一线护士

进行新冠肺炎心理问卷调查，了解其心理需求，给予充分的关

注和满足，使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给予她们多

一份理解和关心，少一份批评和责备。一线护理人员有时因个

人身体状况、家人身体出现异常等原因出现急躁情绪，经过认

真了解后，及时给她们送去医药和所需生活日用品。对家中老

人和孩子的需要也同时给予帮助，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对一

线护士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使她们以良好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面对工作，研究表明，在这种状态下，机体可以充分 调动免

疫系统活性，增强抗病能力 [3]。 

3.6 关注患者心理变化  

鼓励患者表达感受，利用语言技巧尽快安定患者情绪，

给患者以支持与鼓励，帮助解决患者的实际困难，减轻心理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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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同时，取得家属的密切配合，可以让家属定期给患者打电

话安慰、鼓励、定期转交家属提供的生活用品食物等。医护人

员可以给患者播放音乐，让他们读书、看报等，尽量满足他们

的各种生活需要，让他们体会到一种家的温暖，尽量淡化病房

的观念，这些方式都有利于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积极配合 

治疗 [4]。

4 结语

通过对新冠肺炎患者护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的分析，突

发的疫情对护理人员的工作既是挑战，也是考验和锻炼。工作

制度的落实、规范化的管理、消毒隔离工作的落实、自我防范，

人员培训及工作的动态调整是护理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目前，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尚缺乏成

熟的经验。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动态观察病人病情变化和心理

变化，及时分析调整方案，相关部门管理者也需要不断完善消

毒隔离规范。新冠肺炎传染性强，护理人员也要在治疗护理中

逐步的总结经验。最重要的是对每一位将要参加新冠肺炎护理

的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做好科学防护，保证护理人员的安全

和护理工作的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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