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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系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心理护理模式,规范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护理。方法
 

全面回顾国

内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文献,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及相关政策,结合心理护理实践,形成初版专家共识,在全国多

家医疗机构及院校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参与下,通过5轮线上线下会议讨论和专家咨询,进行整理和总结,形成终版共识。结果
 

共

识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心理护理的相关定义、常见心理反应、心理护理流程、特殊人群的心理护理。结论
 

该共识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为规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心理护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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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psychological
 

care
 

model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and
 

to
 

standardize
 

psychological
 

care
 

for
 

them.Method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VID-19
 

related
 

literature
 

wa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and
 

based
 

on
 

the
 

COVID-19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gimen
 

and
 

related
 

policies,
 

combin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are
 

experience,
 

the
 

consensus
 

was
 

preliminarily
 

form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experts
 

from
 

variou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colleges
 

in
 

related
 

fields
 

in
 

China,
 

the
 

consensus
 

was
 

eventually
 

confirmed
 

by
 

5
 

rounds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nfe-
rence

 

discussions
 

and
 

expert
 

consultations.Results
 

The
 

consensus
 

included
 

related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care,
 

common
 

psycho-
logical

 

reactions,
 

psychological
 

care
 

process,
 

and
 

psychological
 

care
 

for
 

special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Conclusion
  

The
 

consensus
 

is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it
 

provides
 

guidance
 

on
 

the
 

standardized
 

psychological
 

care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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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

状病毒引起的一种以肺部病变为主的传染性疾病,具
有高传播性、高致病性和严重患者高病死率的特

点[1]。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该病纳入乙类传染

病,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2]。新冠肺炎患者住院

期间严禁探视与陪伴,易产生焦虑、抑郁、孤独、愤怒、
恐惧、绝望等负性情绪,甚至产生自伤、自杀等极端事

件[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4]中将心理危机

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以减轻疫情所致患者的

心理伤害,促进社会稳定。为推动新冠肺炎住院患者

心理评估及心理护理的规范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作为定点医院,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共同撰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住院患者心理护理

专家共识》(下称《共识》)。
1 《共识》的形成

1.1 《共识》的适用人群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的《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诊 疗 方 案(试 行 第 七

版)》[5],新冠肺炎临床分型包括轻型、普通型、重型和

危重型。本《共识》的适用人群为确诊新冠肺炎且意

识清楚能合作的所有住院患者。
1.2 《共识》的构建 本《共识》由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护理团队发起,与来自全国

20多所医院的24名护理专家、9名精神心理学专

家、1名医院管理专家共同参与完成,其中28名参

与一线患者救治工作。全面回顾国内外新冠肺炎相

关文献,参照我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根据相关政

策[4-5],结合新冠肺炎患者心理护理实践,确定主题

及内容,进行分析、整理、总结,形成共识草案后,经
过5轮线上线下会议讨论和专家咨询,多次修改,并
请精神心理学专家进行审核,最终达成一致,形成终

版《共识》。《共识》包括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心理护理

的相关定义、常见心理反应、心理护理流程、特殊人

群的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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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识》的要点

2.1 新冠肺炎患者心理护理的相关定义

2.1.1 心理护理(Psychological
 

Care) 是指在护理

全过程中,护士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主动运用

心理学理论和技能),积极地影响患者的心理活动,帮
助患者在自身条件下获得最适宜身心状态[6]。新冠

肺炎患者心理护理强调紧密结合新冠肺炎临床实践,
关注患者救治过程中各种生理、心理、社会行为变化

等心理应激反应,运用心理学理论和简便实用的干预

方法,致力解决患者住院过程中的心理问题,为促进

患者身心健康发挥作用。
2.1.2 心理危机(Psychological

 

Crisis) 是指突然

遭遇重大的应激事件,个体运用常规处理方式及惯常

的支持系统仍无法应对,出现解体和混乱的暂时心理

失衡状态[7]。
2.1.3 危机干预(Crisis

 

Intervention) 是心理治疗

措施的一种,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体给予关怀、
支持及使用一定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予以帮助,使之

恢复心理平衡,安全渡过危机[7]。
2.1.4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
sorder,PTSD) 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

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

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

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8]。
2.2 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常见心理反应

患者在经历重大突发新冠肺炎传染性疾病、遭遇

精神创伤性事件后,易产生极端思维、认知偏差,出现

恐慌紧张、孤独无助、焦虑急躁、抑郁绝望、甚至自杀

意念等心理状况,有的表现为分离性木僵、逃跑、情感

爆发等,严重者会发生急性应激反应、创伤后应激障

碍[9]等,主要包括认知、情绪和意志行为变化的心理

反应。
2.2.1 认知功能变化 新冠肺炎患者因强烈应激和

疾病本身(呼吸困难、缺氧等)的影响,可出现意识范

围狭小,注意力狭窄或受损,记忆、思维、想象力减退

等表现。如部分患者只关注与疫情相关的负面信息;
有些患者病情已有所好转,却因某个生理指标的轻微

改变而陷入对疾病的过度担心;有些患者反复回想亲

人逝去的情景而无法摆脱[10]。
2.2.2 情绪反应

2.2.2.1 焦虑 患者因等待检测结果、担心病情恶

化、治疗效果不佳、与亲属失去联系等原因,最易产生

焦虑情绪。焦虑的生理反应为疲乏、失眠、多汗、心
悸、胸闷等,部分患者可能因为胸闷等症状误以为病

情加重,导致焦虑加剧[11]。有些患者常伴有精神运

动性不安,如来回踱步、坐立不安,出现无意识或刻板

的小动作,如搓手握拳等;有的患者则反复向医护人

员确认检查报告、疾病信息或打听亲属近况。
2.2.2.2 抑郁 患者突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或多

名亲属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或隔离,对治疗结局悲观,
产生病耻感、负罪感、无力感,易出现抑郁反应[12]。
轻者出现自觉思维迟钝、四肢乏力、食欲下降、拒绝治

疗甚至出走,或表现为多愁善感、以泪洗面、木僵等,
严重者出现自伤、自杀行为[13-14]。部分患者虽抑郁反

应严重,但行为表现不明显,其自杀先兆易被疏忽,需
警惕其可能采取极端行为。
2.2.2.3 孤独 患者收治于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

院,与外界隔离,家属不能探视与陪伴,部分患者安置

于单间病房或虽有同室病友但缺乏交流,患者易出现

孤独情绪,表现为表情呆滞,不与人目光接触,没有情

感交流,对听觉、视觉刺激反应迟钝,如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等[15-16]。
2.2.2.4 愤怒 患者愤怒往往是因为难以接受感染

事实及其预后,对病情和治疗缺乏控制感,同时患者

自身不能随意行动或者住院过程艰难曲折而产生愤

怒情绪[15,17-18]。
2.2.2.5 恐惧 部分患者对新冠肺炎疾病及其传染

性等缺乏了解,感到生命受到威胁,选择性关注疾病

负面信息,易产生死亡恐惧感[19]。
2.2.2.6 绝望 部分患者病情较重,治疗效果差,同
时失去亲人等,产生绝望情绪,主要表现为不配合或

拒绝各种治疗,自暴自弃甚至产生轻生念头。
2.2.3 意志行为反应

2.2.3.1 意志力减退 伴随认知、情绪反应,患者的

外在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表现为意志力减弱,如病情

稍有反复就会失去治疗的信心。
2.2.3.2 依赖行为 患者自理能力下降,对医护人

员的依赖性增强,若其需求得不到满足,易产生被遗

弃感或自卑感。
2.2.3.3 退化行为 患者表现出与其年龄、社会角

色不相称的行为,如某些患者虽能自理,但还是不停

按铃呼叫护士协助其翻身等。
2.2.3.4 敌对与攻击行为 患者可能因感染新冠病

毒而产生敌意,责难、挑剔甚至攻击医护人员;也可能

出现拒绝服药治疗,自行拔除输液管、引流管、氧气面

罩等自我攻击情况[20-21]。
2.2.3.5 强迫行为 部分患者会出现强迫行为以获

得安全感,如反复洗手、反复消毒或反复确认自己的

治疗效果。
2.3 新冠肺炎住院患者心理护理

2.3.1 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筛查

筛查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问题,可及时识别焦

虑、抑郁等严重程度的患者,避免发生自伤、自杀等极

端事件[22]。
2.3.1.1 筛查对象 对所有意识清楚能合作的入院

新冠肺炎患者在24~72
 

h内筛查其心理状况,重型、
危重型患者则需酌情而定。
2.3.1.2 筛查工具 采用抑郁和焦虑筛查超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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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brief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for
 

De-
pression

 

and
 

Anxiety,PHQ-4)[23],共4个条目,分别

由患 者 健 康 问 卷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24]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25]的前2项组成。每个条目计0~
3分,总分0~12分,得分越高,出现抑郁症或焦虑症

的可能性越大。患者根据过去2周的自身感受填写,
0~2分为无抑郁焦虑症状,3~5分为轻度抑郁焦虑

症状,6~8分为中度抑郁焦虑症状,9~12分为重度

抑郁焦虑症状[26]。新冠肺炎特殊时期选择PHQ-4
评估患者,具有超短便捷、实用科学、护士和患者接受

度良好的优点。
2.3.1.3 筛查流程 包括以下5个步骤:①患者入

院时,护士主动热情接待患者,介绍自己、管床医生、
护士长、疫情期间病房环境与设施等。②运用各种沟

通技巧,如倾听、提问、澄清、肢体语言等进行有效的

沟通,取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好护患关系。③采用

PHQ-4量表指导患者自评;对年龄较大或文化程度

较低者,由护士辅助患者完成心理筛查。④综合分析

对患者观察、询问和量化评估的结果,获得对患者心

理状态适宜或存在问题的结论[27]。⑤对心理状态适

宜的患者,筛查即完成;对心理状态存在问题的患者,
则需进一步深入心理评估。
2.3.2 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评估

在条件许可情况下,深入评估患者存在心理问题

的性 质、程 度 及 其 原 因,为 实 施 心 理 护 理 提 供 依

据[27]。
2.3.2.1 评估对象 包括入院阶段存在心理问题的

患者(PHQ-4筛查评分≥3分),也包括初入院筛查心

理状态适宜、但在其后治疗阶段因各种因素引起心理

问题的患者。
2.3.2.2 评估工具 可采用4种工具[28]。①PHQ-
9[24]:由9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计0~3分,总分0~
27分。0~4分无抑郁症状,5~9分为轻度抑郁症

状,10~14分为中度抑郁症状,15~19分为中重度抑

郁症状,20~27分为重度抑郁症状。其中条目9单

项为阳性者即患者存在自杀风险[29]。②GAD-7[25]:
由7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计0~3分,总分0~21
分。0~4分无焦虑症状,5~9分为轻度焦虑症状,
10~14分为中度焦虑症状,15~21分为重度焦虑症

状[30-31]。③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32]:用于评定最近1个月

的睡眠质量。由19个自评和5个他评条目构成,其
中第19个自评条目和5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18
个自评条目参与计分。18个条目组成7个因子,每
个因子按0~3级计分,PSQI总分范围为0~21分,
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状 清 单 (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

C)[33]:由创伤经历反复重现反应(条目1~5)、回避反

应(条目6~12)与警觉性增高反应(条目13~17)3个

维度17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由5个等级组成,“一
点也不”计1分,“极度的”计5分。总分17~85分,
分数越高,提示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必要时可使用该症状清单评估患者的应激障碍反应

状况。
2.3.2.3 评估流程 包括5个步骤。①在条件许可

前提下,保持病房环境安静,保护患者隐私,向患者解

释心理评估的目的及注意事项,取得患者同意。②指

导患者采用PHQ-9及GAD-7量表进行自评,对年龄

较大或文化程度较低者,由护士辅助完成心理评估。
建议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对有睡眠困难、中重度焦虑

及抑郁的患者采用PSQI及PCL-C评估患者睡眠质

量及创伤后应激障碍。③根据测评结果,判断患者是

否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并确定患者焦虑、抑郁的程

度。④对PHQ-9≥10分、GAD-7≥10分的中度抑

郁、焦虑患者,进一步评估其精神障碍疾病史、现用药

物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和潜在风险、患者与他人的关系

(配偶或家庭亲密成员)、经济状态、身体症状(呼吸困

难、食欲不振、味觉丧失、失眠等)给患者带来的困扰

等。⑤对PHQ-9≥15分、GAD-7≥15分的重度抑

郁、焦虑患者、PHQ-9条目9单项阳性者这3项中符

合任意1项,则需进一步评估其自杀风险,包括患者

精神疾病病史、自杀未遂史、既往出现自杀企图以及

家庭一级亲属自杀家族史。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使用哥伦比亚自杀严重程度评定量表(Columbia-Sui-
cide

 

Severity
 

Rating
 

Scale,C-SSRS)[34-35]进行访谈式

评估患者自杀风险等级。
2.3.3 新冠肺炎患者心理干预技术

适用于意识清楚能合作的所有新冠肺炎住院患

者。
2.3.3.1 倾听 ①尽量选择安静场所,与患者一起

坐下来,在同一高度,面对面,鼓励患者表达内心感

受,倾听心声。②倾听时,保持目光接触,适时给予回

应,如点头或“嗯”等,表达对患者的理解和接纳,使其

放松心情[36]。③理解患者出现情绪反应属于正常的

应激反应,做到事先有准备,不被患者的愤怒或攻击

行为所影响。④对没有听懂的地方要及时沟通或复

述确认,避免造成误解。在患者倾诉完毕之前,不要

急于发表观点,不做价值评判[7]。
2.3.3.2 共情 ①应站在患者角度换位思考,为其

行为寻找合理性。②最大限度地理解并深入到患者

内心去体验其情感与思维[37]。③准确地向患者表达

护士对他/她的理解,让患者感到自己被关注、被理

解、被接纳。④及时给予患者语言和非语言的反馈。
⑤护士适度共情,并把握共情时机。
2.3.3.3 信息支持 ①评估患者已有信息水平及

接受信息能力。②运用多种方式对患者进行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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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相关知识宣教,降低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38]。③
解释隔离治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导患者关注正

面信息[39]。④为患者提供官方心理援助热线、网上

心理疏导专线等支持性资源。
2.3.3.4 情感支持 ①及时察觉患者情感支持需

求,如患者情绪低落、独自流泪、有倾诉意愿时等,鼓
励患者情感表达。②接纳患者的情感,对患者的任何

想法和情绪均不排斥或否定。③通过目光接触、点
头、拍肩、握手甚至拥抱等非语言行为,提供情感支

持[40]。
2.3.3.5 社会支持 ①帮助患者了解其患病亲属去

向与近况。②协助患者通过手机以视频、音频等方式

与亲属进行联系沟通[4]。③对有亲属关系的患者,如
病情允许,尽量协调到同科室或同病房居住,便于互

相照顾和陪伴。④在患者许可的情况下,联系患者其

他亲属或其社区人员帮助处理患者家庭事务,如照料

老人、孩子或宠物等。
2.3.3.6 其他心理干预技术

2.3.3.6.1 放松训练疗法 包括胸、腹式呼吸放松

技术、渐进性肌肉放松技术等。腹式呼吸放松术操作

步骤:①指导患者取舒适体位,放松身体,调匀呼

吸[41]。②左手放在腹部肚脐,右手放在胸部,观察自

然呼吸一段时间。③吸气时,闭口用鼻子深长而缓慢

吸气,腹部慢慢鼓起,胸部保持不动,肩膀不能抬,全
身放松。④呼气时,气流从口中缓慢呼出,最大限度

地向内收缩腹部,胸部保持不动。⑤控制好呼吸时

间,一呼一吸掌握在15
 

s左右,即深吸气(鼓起肚子)
3~5

 

s,屏息1
 

s,然后慢呼气(回缩肚子)3~5
 

s,屏息

1
 

s。注意不要过分追求时间长度,并不是越长越好。
⑥每日1~2次,每次5~15

 

min。
2.3.3.6.2 正念冥想疗法 ①尽量选择安静地方,
调节适宜温度,穿着舒适衣物,选择舒适体位,身处舒

适环境,如双腿交叉坐在床上,或坐在带有靠背的椅

子上[42]。②患者选择一个可以注意的对象,如自己

的鼻端,或者苹果等物品。③进行简单的腹部呼吸放

松练习(不超过1
 

min)。专注于呼吸,感受腹部的起

伏,或鼻腔内外的空气流动。④调整呼吸,将注意力

集中于所选择的注意对象。⑤无论头脑中出现什么

想法,都不用担心,只需要将注意力简单地返回到注

意对象上,不作任何评判。训练10~15
 

min后,静静

地休息1~2
 

min。⑥将正念冥想融入日常生活中,如
洗手、行走、进餐等,10~20

 

min/次,1次/d。
2.3.3.6.3 艺术疗法 ①音乐疗法。根据不同的患

者选择合适的音乐,如抑郁悲伤的患者宜选择愉悦舒

心的音乐,紧张焦虑的患者宜选择温馨放松的音乐,
临终患者宜选择安祥的音乐[43-44]。②绘画疗法。包

括自由绘画、填充涂色等。选择安静舒适的环境,患
者自由绘画或自行选取自己喜欢的图案填色[45]。③
其他。组织患者开展其他艺术活动,如编织花束、千

纸鹤、写送祝福语、吟唱诗歌,或在病房及走廊张贴励

志性语言或漫画(如小林漫画)等,营造轻松温馨的氛

围,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2.3.3.6.4 运动疗法 主要形式和时段[46]如下:①
护士拍摄或下载适合康复期患者锻炼的健康操、八段

锦、五禽戏、太极拳等视频。②在早晨、午后、睡前等

时间,在病房播放视频,或由护士带领同一病房的患

者锻炼,提高患者意志行为,帮助其转移对疾病的注

意力,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康

复。
2.3.4 新冠肺炎患者心理护理后再评估 患者出院

前使用PHQ-4再评估。若患者住院期间病情及情绪

发生变化,护士动态观察患者心理状态,及时评估并

干预,了解心理干预后的效果。
2.3.5 新冠肺炎患者转介 如以上心理干预措施仍

不能缓解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出现严重精神心理症

状,请精神科会诊或将患者转介至心理治疗师或精神

科医生进一步治疗。
2.3.6 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心理护理随访 随访时间

为出院后第7~14天,避开患者休息时间。随访者应

热情礼貌,注意沟通技巧。关心患者心理与疾病恢复

情况,采用PHQ-4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及严重程度,
并提供心理支持与健康指导服务,告知注意事项。
2.4 新冠肺炎特殊住院患者的心理护理

2.4.1 睡眠障碍患者 睡眠障碍是焦虑和抑郁的常

见症状,在老年患者中较突出,睡眠情况可采用PSQI
量表评估。对伴有睡眠障碍的患者可采取以下措施:
①分析患者失眠主因,如睡眠障碍类型、有无精神疾

病、使用药物情况及环境因素等。②控制患者失眠主

因,如疼痛、异常血压、异常血糖等躯体症状。③帮助

患者调整生活习惯,如固定作息时间,睡前避免饮用

浓茶、咖啡等。④鼓励患者进行康复锻炼,如健身操

等,减少白天卧床时间。⑤指导患者正念冥想和放松

训练,改善睡眠质量。⑥根据医嘱,酌情使用镇静催

眠药物。
2.4.2 丧亲患者 部分患者出现家族聚集性感染,
其家庭成员因新冠肺炎离世,加之患者本人感染新

冠肺炎,其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哀伤反应,甚至出现

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对其实施心理护理可从以下

方面着手。①倾听患者对其处境和疫情的感受、观
点及期待;收集患者的家庭、社会信息等。②鼓励患

者通过倾诉、哭泣,宣泄其痛苦、悲伤情绪,对患者实

施哀伤辅导,帮助其面对现实。③为患者寻求其他

家庭成员支持,可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与其家人沟

通,引导患者及家庭成员说出各自的想法,表达对亲

人的爱,建立联系和希望。④协助患者从灵性层面

完成对其失去的亲人作最后的道爱、道谢、道歉、道
别。
2.4.3 自杀倾向患者 患者面对呼吸困难等不适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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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症状、新冠肺炎所致恐惧、可能遭受的歧视、陌生的

住院环境、亲人离世的哀痛等情况,部分患者易出现

自杀倾向。针对此类患者的主要心理护理措施如下:
①设专人守护,避免住单人病房,做好交接班。②运

用倾听、共情等方法对患者实施心理评估与干预。③
评估病房环境,包括窗户、刀具、绳索、药品等危险因

素,加强病房安全管理,防范患者自伤、自杀等安全不

良事件的发生[47-48]。④与患者共同商讨并制定心理

危机应对计划,缓解患者的心理应激状况。⑤为患者

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与人文关怀[49]。⑥及时转介有

严重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
2.4.4 临终患者 若患者因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处于

临终状态,应从其身心社灵等层面实施安宁疗护。①
配合医疗救治,尽可能缓解患者的呼吸困难等不适症

状。②评估患者的临终需求,在患者神志尚清楚时,
帮助其记录和转达想要表达的重要事宜。包括帮助

患者与其亲属视频或电话连线、保管好患者私人物品

并转交其亲属等。③为患者提供相对独立安静空间,
保持患者卧位舒适,身体清洁,维护患者尊严等。④
为有需求的患者提供喜欢的食物、音乐、衣服等。⑤
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陪伴在患者身边,认同患者的

感受,不回避与患者探讨死亡问题,减少患者对死亡

的恐惧,给予患者安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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