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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培训需求的质性研究

汪晖,刘于,王颖,于明峰,张文艳,杨伟梅,张梦,黄毅

摘要: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的培训需求。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对25名疫情防控一线护理人员进

行微信半结构式访谈,采用Braun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归纳、提炼主题。结果
 

防控一线护理人员的培训需求可归纳为4
个主题:强化知识技能;心理应对技能培训;多部门协作培训;培训形式多样化。结论

 

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加强疫情防控

一线护理人员防护知识和技能培训,加强多部门合作,并提供心理支持。

关键词:护理人员; 防疫一线; 新型冠状病毒; 培训需求; 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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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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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ining
 

needs
 

of
 

first-line
 

nurse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Methods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conduct
 

remote
 

WeChat-bas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25
 

first-line
 

nur-
ses.

 

Braun
 

thematic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data.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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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病程进展

极快的新型疾病,其主要通过飞沫或接触传播,感染

者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1-2]。我院作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收治的定点医院,突如其来的疫情

对临床一线护理人员的应对能力带来严峻考验,其临

床救援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均亟待培训和提高。本

研究旨在探讨临床护理人员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的培训需求,为开展针对性培训,迅速提升临

床护理人员的综合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2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我院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在发热门诊或病房工作;知情同意并自愿

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非直接接触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的护理人员。样本量以信息出现重复且资料

分析不再呈现新的主题为准,最终纳入25人。女24
人,男1人;年龄26~41(32.2±4.0)岁。工作年限

3~22(9.4±4.8)年;学历本科20人,硕士5人;护士

长4人,N1级护士8人,N2级7人,N3级4人,N4
级2人;工作科室:外科5人,器官移植1人,内科7
人,急诊科1人,感染科4人,ICU

 

1人,其他科室6
人。受访者分别用P1~P2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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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拟定访谈提纲 本研究以世界卫生组织“传
染病突发事件行动框架”[3]与《全国卫生应急工作培

训大纲》[4]中护理人员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职责内容为

基础,通过文献回顾,课题组人员讨论拟定访谈提纲。
对2名一线护理人员进行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对提

纲进行调试修订后形成正式访谈提纲,包含以下内

容:①您认为在疫情期间哪方面的培训是必需的? 为

什么? ②在应对疫情工作中您面临哪些挑战? 您认

为哪些培训有助于您应对这些挑战? ③您希望哪些

人/部门为您进行培训? 他们分别可以从哪些方面为

您提供帮助? ④您对培训形式有哪些建议?
 

⑤您还

有其他补充的吗?
1.2.2 资料收集和分析 由3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

进行访谈并征得其同意后录音。访谈时间根据受访

者时间进行协调(如休息日,下班后等),通过微信平

台,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其进行访谈,访谈时长

30~45
 

min。访谈由开放性问题引入,访谈中受访者

自由叙述,研究者适时采用追问、重复、补充、提问等

访谈技巧挖掘内容。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24
 

h内完

成对录音的转录并形成文本。采用Braun的主题分

析法[5]进行资料分析。
2 结果

共提炼出4个主题:强化知识技能;心理应对技

能培训;加强多部门协作;培训形式多样化。
2.1 强化知识技能

2.1.1 专业知识技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呼吸道

相关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因此与呼吸系统疾病

相关的操作技能、消毒隔离和防护知识是培训的重

点。我院前期已对一线护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但此

次研究发现受访者对救治患者的操作、仪器和防护知

识仍有较大需求。P1:“患者通常需要进行雾化、吸氧

等治疗,这些操作均易使医护人员暴露于高风险中,
明确的操作规范是十分重要的。”P2:“患者需要采集

咽拭子,这增加了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如何快速有

效又安全地采集咽拭子,还需要进一步学习。”P12:
“负压病房有限,很多操作是在非负压病房完成,因此

需要知道严密的自我防护和消毒方法。”P17:“危重症

患者通常需要上呼吸机,前期虽然培训过呼吸机的使

用方法,但仍然不太会处理一些突发状况,比如呼吸

机的各类报警等。”
2.1.2 突发情况应对与急救能力 重症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的病情发展快,并发症多,一线护理人员

来源于不同科室,其急救能力亟需加强。P9:“患者病

情较危重,抢救中又要涉及隔离操作,从来没有接触

过这些,很慌乱,迫切需要加强这类急救能力培训。”
P23:“对发热门诊环境和流程还不够熟悉,转运患者

时会遇到突发状况,经常求助有经验的护士,希望通

过培训自己能应对。”
2.2 心理应对技能培训

 

2.2.1 护理人员心理调适 疫情期间,尽管上岗前

医院护理部已组织相关培训,但护理人员心理问题依

然存在,受访者存在焦虑、失眠等情况。P6:“上班时

一直是处于紧张情绪中。前3个班,晚上因为内心过

于紧张,整夜睡不着觉。”P23:“害怕自己被传染后,再
传染给家中老人和孩子,每日面对患者和家属,自己

的心情也很压抑。”受访者表示提供专业知识及技能

相关培训可增强其应对信心。P5:“通过自我防护的

培训,工作中知道如何有效防护,应对患者时会更加

有信心。”同时,受访者提出希望有心理援助团队及时

为其提供心理疏导。P23:“希望提供专业人员进行心

理咨询和可进行心理疏导的专业小组。”
2.2.2 患者心理护理技巧 此次疫情波及面广,传
染性强,患者经历创伤事件后,情绪起伏较大,需对患

者提供心理支持[6-7]。护理人员需要提供心理护理技

巧的培训。P23:“很多患者因不知晓疾病相关知识,
出现恐惧和焦虑不安,尤其思念家里亲人的时候,也
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P17:“我知道需要安抚情绪激

动的患者,为他们提供心理护理,但是感觉平时掌握

的沟通方法都使不上劲。”P24:“患者罹患疾病,很悲

伤,很想帮助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做好,很怕勾起他更

大的哀伤。”
2.3 多部门协作培训 疫情防控期间,护理人员对

感染防控、专科护理操作、心理应对等知识均有较大

需求,需进行多部门协作培训。P4:“需要个人防护、
紧急突发情况应对、重要仪器的使用、心理疏导等方

面培训。”受访者希望获得院感部门、心理管理小组、
护理部等部门协作开展的系统培训。P15:“护理部、
院感科、医生等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相关培训。”P23:
“可以从临床技能,如突发情况应对等方面培训。”
P13:“心理管理小组可以为我们提供心理培训,如沟

通技巧,害怕、焦虑等情绪的处理方法等。”P18:“医生

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新的医疗资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了解疾病,为患者提供专业护理。”
2.4 培训形式多样化 培训形式可根据培训内容进

行调整,形式多样化。P12:“护理部可以集中理论培

训,操作技能可通过现场指导,拍摄现场操作视频传

阅等形式学习。”培训可以采用分级管理,以点带面的

形式进行。P7:“可以采取梯队式人员培训,通过以老

带新,年资高的护士带领年资低的护士进行一对一培

训,以及成功经验的分享,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P8:“希望可采用远程教学,空余时间可以碎片式反复

学习。”
3 讨论

 

3.1 多途径提升专业应急能力 面对新的疫情,一
线护理人员面临的突发事件较多,而疫情发生前培

·51·护理学杂志2020年4月第35卷第8期



训内容常为普适性的,当遇到非常规情况时,难以充

分应对。访谈发现,部分一线护理人员对专科操作

培训需求紧迫,如呼吸机相关操作、密闭式吸痰、鼻
咽拭子标本采集等。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多

为高危险性操作,需快速掌握操作同时保障医务人

员自身安全,多途径提升专业应急能力至关重要。
针对疫情突发紧急、刻不容缓、人员不宜聚集等特

点,相关培训也应灵活化和多样化,宜采取远程培

训、网络模拟培训考核方式。我院在访谈基础上,依
据相关文献制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医院工作

人员防控培训方案、内容与标准[8-10],采用网络自学

考核和客观结构化多站点的形式,并设置非预期情

景,处理非常规情况,可快速帮助全院人员掌握疫情

期防控知识技能。
3.2 强化护理人员心理应对技能培训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为新型疾病,患者和护理人员分别因为疾

病、与亲人分离、躯体症状加剧、需承担大量工作等

原因出现焦虑、失眠等负性情绪及躯体症状。因此,
应充分应用积极心理学帮助护理人员提升心理干预

水平。①增强积极情绪体验。可通过积极书写表

达,科学有效运动等增强个体积极情绪体验,进而帮

助护理人员缓解焦虑情绪,调整心态,提升其自我效

能感,增强自信心[11-12]。②创建积极社会组织系统。
应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整合一切支持系统,如精

神卫生和心理服务系统,帮助护理人员学习和掌握

对患者心理调试的技能,如可通过正念疗法、感恩训

练等激发个体乐观、勇敢、理性等人格特质,促进患

者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疾病[12]。
3.3 加强感染防控培训 护理部应联合院感部门、
医务处,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培训工作组,加
强医务人员防护培训。除强化标准预防措施的落实

外,加强飞沫隔离、接触隔离和空气隔离防护措施的

培训,做好清洁消毒与终末处理培训,增强一线护理

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保障护理质量和

护理人员的职业安全。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护理人员的应

对能力提出更大挑战。本研究探寻一线护理人员的

培训需求,提出面对突发疫情,护理管理部门应采取

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加强一线护理人员相关防护

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加强多部门合作,以提高培训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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