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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是一种从未在人类中

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经飞沫近距离接触传播，不排除

体表伤口、排泄物污染等其他途径传播的可能，传染性强，

人群普遍易感。伴随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人们

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而作为奋战在救治突发

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一线的护理人员，即使他们进行了适当

的防范，可是依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1]。医院内一线医

务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 [2]感染本病的可能性最大，将直接

影响护理质量，在严峻的疫情面前，由于工作强度大、休息

不足等原因，使得护士精神高度紧张，临床一线护理人员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为避免非战斗性减员，对一线护理人员进

行积极的心理干预尤为重要，也是打赢这场“战役”的根本

保障。

有研究显示，感染科护士要求调岗的原因中，担心环境

的安全对健康造成威胁者占 100%[3]。张文慧等研究 [4]显示，

进入隔离病区工作三天以上护士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情绪，SAS

均分达（3803±452）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焦虑水平（P＜ ）。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恐惧与焦虑呈正相关，即恐惧感越强的

护士焦虑症状越明显。无论是在门诊还是在住院病房工作，

护理人员与患者密切接触，随时都面临着感染的风险，常常

会过分担心自己和同事会被病毒感染，过度为家人和亲属担

心，会产生恐惧、缺乏安全感，过度担惊受怕等情绪反应，

伴随心慌、出汗、发抖等躯体症状，会出现畏惧行为，头脑

里会反复出现各种担忧、回避的念头。

面对医院不断增加的病患，工作强度大，休息时间相对

较少，身体和心理都会很疲惫，很容易感到委屈、绝望、无助，

甚至产生自我怀疑、过分悲伤和忧愁。进入隔离病区工作三

天以上的护士焦虑心理更明显，护士在隔离病房工作，面对

大量涌入的患者感到压力、无助和恐惧。由于休息严重不足，

饮食条件较差，容易产生过度枯竭，感到精疲力竭、情绪低

落或情感淡漠，宣泄不满情绪，产生无助和无力感等。

当疫情发展迅猛，大量新的病患不断涌现，当患者抱怨，

会感到委屈和不被理解；当治疗无效，病人病情的不断加重，

甚至导致死亡时，会产生严重的自责、内疚心理，无助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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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甚至产生绝望无助、无价值的抑郁情绪，导致自我评价低，

缺乏自信。不愿说话。

很多护理人员无法接纳自己的脆弱和负性情绪，把负性

情绪看作一种懦弱的表现，他们未来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患病风险显著增高。由于在疫情爆发期，情况变化无常，压

抑的情绪没有得到释放，就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爆发，宣泄情绪。

病区工作的人员实施岗前培训与进入隔离区后定期学习

相结合的方法，持续更新知识 [5]。岗前培训包括公共部分、

专业部分以及心理护理 3部分。公共部分包括有效防护、病

区消毒等；专业部分包括护理常规、气管切开护理以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预防护理疑难问题等；心理护理包括病人各阶

段的心理及表现、干预措施。进入隔离病区后，利用晨会或

晚上集中学习最新发布的诊疗方案及护理相关知识，保证护

理人员接受最新的治疗、护理知识 [6]。

要实行合理弹性排班，可将原来的 3班倒改为 4班倒，

适当增加放松和休息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饮食，尽量

安排定点医院一线人员在医院附近住宿，尽量保持与家人和

外界联络、交流，安排专人进行后勤保障，隔离区工作人员

尽量每月轮换一次，消除一线护理人员的后顾之忧。

不必过分强求自己保持镇静，要认识到情绪起伏是正常

的反应，压抑情绪，反而会影响后续的抗压能力。因疫情严重，

每个护理人员都会有心理或生理上的应激反应，同事之间的

恐慌也会互相传染，需要及时阻断恐慌的蔓延，不要传递沮

丧与焦虑，要相互鼓励，增强信心。网络上很多负面新闻，

这很容易引起我们的“灾难性思维”，这种灾难化思维会造

成过度紧张焦虑，让我们容易失去合理的认知。

可通过练习呼吸、肌肉放松技术、与困难相处等身心调

节方法，既可稳定焦虑、紧张、恐慌情绪，避免自己陷入无

谓的担心与焦虑中，同时可以帮助我们觉察自己的情绪，对

内心的真实情况保持一种敏感，不与这些负面情绪认同，继

而增加积极的情绪体验。

在离开工作岗位休息时，尽量不接触有关疫情的信息，

不去翻看有关的材料和朋友圈，可以和身边的人聊一些无关

的话题，注意补充营养，适当身体锻炼，传统的太极拳、八

段锦、五禽戏等不仅可以达到强身健体功效，还可以改善情绪，

提高自身免疫力，通过运动获得对生活的控制感和自信心。

允许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并表达和宣泄出来。通过

电话、微信等增强与亲人的联系，获得支持，传递情感和力

量；并积极调配资源，使家人得到照顾，安顿自己担忧的情绪。

与同事相互鼓励、打气，相互肯定，适时地将你的感觉

和经验与同事讨论分享，绝不要互相指责。可以通过写日记、

绘画的方式表达宣泄自己的情绪。

如果出现失眠、情绪低落、焦虑时，可寻求专业的心理

危机干预或心理健康服务，可拨打心理援助热线或进行线上

心理服务，有条件的地区可进行面对面心理危机干预。持续

两周不缓解且影响工作者，需由精神科进行评估诊治，如已

发生应激症状，应当及时调整工作岗位，寻求专业人士帮助。

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对全球都是一个新课

题，对其研究也在不断进行中，目前尚无特效药，且具有较

强的人传人形式，临床一线的护理人员在工作中需要和患者

密切接触，且劳动强度很大，极易出现心理问题，这更需要

我们持续关注一线护理人员心理状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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