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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综合医院护理人员
应急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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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下护士的心理服

务提供依据。方法
 

基于文献分析及现象学研究,初步拟定专家咨询问卷。运用德尔菲法对35名从事心理卫生服务、医院管理、
护理管理以及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专家进行2轮专家咨询。结果

 

第1、2轮专家咨询问卷的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4.29%、90.91%;
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3、0.84;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16、0.20(均P<0.01)。最终形成的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9个二

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结论
 

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的可靠性及实用性较高,可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为护理人员提供系统完善的心理服务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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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emergency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for
 

nurses
 

in
 

general
 

hospital
 

unde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nurses'
 

mental
 

health
 

service
 

in
 

this
 

situation.Methods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an
 

expert
 

consultation
 

questionnaire
 

was
 

initially
 

developed.Then
 

a
 

2-round
 

Delphi
 

study
 

was
 

conduc-
ted

 

among
 

35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hospital
 

management,
 

nursing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manage-
ment,

 

etc.Results
 

Experts'
 

response
 

rate
 

was
 

94.29%
 

and
 

90.91%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round,
 

experts'
 

authority
 

coefficient
 

was
 

0.83
 

and
 

0.84,
 

and
 

the
 

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was
 

0.16
 

and
 

0.20
 

respectively
 

(P<0.01
 

for
 

both).The
 

final
 

system
 

was
 

consisted
 

of
 

4
 

first-level
 

indicators,
 

19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36
 

third-level
 

indicators.Conclusion
 

The
 

reli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emergency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for
 

nurses
 

in
 

general
 

hospital
 

under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re
 

high,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to
 

offer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psychological
 

services
 

for
 

nurses
 

when
 

public
 

health
 

emer-
gencies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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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甲型H1N1流感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造

成了重大影响。护理人员是应急救援的主体,在这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然而,由于工作负荷大、相关专业知识缺乏、社会支持

不足等原因,护理人员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
面对2020年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护士在临

床工作中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2-3],甚至有6.5%护

士有自杀意念[4]。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状态对他们

的高效救治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5],
只有优先保证护理人员的生理、心理健康[6],才能使

他们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完成救治任务。由于专业

人员资源分布不均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各地开展心理

服务工作的水平差异巨大,而医院的介入将极大地有

益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工作[7]。医院应依托

医疗系统拥有的精神科医生、精神专科护士和具有心

理咨询师资质的医护人员等优势资源,建立起系统而

完善的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因此,本研究立足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护理人员的心理服务需求,运用专家

咨询法构建了符合护理人员需求的综合医院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旨在维

护护理人员应急状态下的心理健康水平,使他们更好

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对象与方法

1.1 咨询专家 专家纳入标准:①本科及以上学历;
②中级及以上职称;③现从事医院管理工作、应急管

理工作或心理卫生服务工作≥5年或有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的临床护理工作经验≥10年(硕士学历者≥5
年);④自愿参加专家函询。
1.2 方法

1.2.1 成立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由5名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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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副主任护师1名、主任医师1名、主管护师1名

以及护理研究生2名。主要任务是查阅文献,访谈一

线护理人员,初步拟定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框架条目,编制并发放

专家咨询问卷,统计并整理专家意见。
1.2.2 文献分析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CBM、PubMed、Web

 

of
 

Science、Psycinfo、Psyarti-
cles、EMBASE、Cochrane图书馆、cinahl

 

10个中英文

数据库,并检索相关指南网和政府网站,搜集关于国

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的文

献。研究小组成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护士的心

理状态、对护士进行的心理援助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下对心理服务的管理等文献进行对比、整理和分

析,初步形成包括83个条目在内的条目池。
1.2.3 现象学研究 采用目的抽样法,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在一线工作的护士进行访谈,了解

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状态下对心理服务的需

求情况。在访谈了15名护士后数据达到饱和,其中

男3人,女12人;主管护师9人,护师6人。采用Co-
laizzi

 

7步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提取了4个主

题:心理服务主体、心理服务方式、心理服务内容和心

理服务的组织管理,描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护士

对心理服务需求的不同方面。根据文献分析以及访

谈结果,初步制定体系框架,体系共包含4项一级指

标、19项二级指标和75项三级指标条目。
1.3 专家函询 2021年4~6月,研究者通过邮件

和微信发放、回收函询问卷,共完成2轮专家函询。
根据专家意见计算各条目的重要性赋值均数、满分比

和变异系数。条目筛选标准为重要性赋值均数>
3.5,变异系数<0.25,满分比>0.20,并结合专家意

见进行筛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专家积极系数用问卷回收率表示;专家权威程度

用专家权威系数表示;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肯德尔和

谐系数表示,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函询专家的基本情况 第1轮发放专家咨询问

卷35份,回收有效问卷33份,有效回收率为94.29%,
其中13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第2轮发放问卷33
份,回收有效问卷30份,有效回收率90.91%,有12
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33名专家中男4人,女29人;
年龄28~55(42.97±7.30)岁;工作年限5~37
(21.64±8.69)年;中级职称19人,副高级8人,正高

级6人;本科17名,硕士12人,博士4人;精神心理

卫生服务领域专家13人,护理管理专家9人,医院管

理方面专家7人,应急管理领域专家4人;来自医院

25名,院校及精神心理卫生中心8名。
2.2 专家权威系数及意见协调程度 第1轮专家咨

询的 权 威 系 数、判 断 系 数、熟 悉 程 度 系 数 分 别 为

0.83、0.91、0.76,第2轮分别为0.84、0.92、0.77。第

1轮专家咨询肯德尔和谐系数为0.16,第2轮为0.20
(χ2=118.37、91.82,均P<0.01)。
2.3 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

心理服务体系的内容 第1轮专家咨询后,共修改一

级指标2个、二级指标1个,合并二级指标5个、三级

指标18个,删除二级指标3个、三级指标14个。第2
轮专家咨询共修改二级指标3个、三级指标3个,删
除三级指标2个。最终形成的体系包含4个一级指

标、19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具体见表1。

表1 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一、二、三级指标 重要性得分(x±s) 变异系数 满分比

A心理健康问题预防 4.77±0.43 0.09 0.77
 A1组织架构 4.67±0.61 0.13 0.73
  A11应急心理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医院的应急心理服务工作 4.53±0.57 0.13 0.57
  A12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技术培训指导和监督 4.60±0.56 0.12 0.63
  A13心理服务团队:为护士提供具体的心理服务 4.83±0.38 0.08 0.83
  A14计划小组:收集和评估各类信息,用于决策支持;设置应急预案和行动方 4.27±0.91 0.21 0.47
    案,并协助整理其他资料

  A15宣传小组:负责微信公众号及微博等线上平台及线下平台的宣传工作 4.23±0.73 0.17 0.40
  A16后勤服务小组:物资、经费及相关设备的管理 4.27±0.83 0.19 0.47
  A17心理服务合作机构:加强与医院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与第三方 4.27±0.69 0.16 0.40
    心理服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A2制度建设 4.80±0.48 0.10 0.83
  A21应急管理制度 4.80±0.48 0.10 0.83
  A22应急报告制度 4.83±0.46 0.10 0.87
  A23应急保障制度 4.87±0.43 0.09 0.90
 A3队伍建设 4.83±0.46 0.10 0.87
  A31成员选拔:挑选具有心理咨询师证书,共情能力强并且经验丰富的护士 4.80±0.41 0.08 0.80
    通过考核组成心理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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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一、二、三级指标 重要性得分(x±s) 变异系数 满分比

  A32成员培训 4.87±0.35 0.07 0.87
  A33成员考核 4.87±0.35 0.07 0.87
 A4基础设施建设 4.33±0.55 0.13 0.37
  A41心理健康教育室 4.67±0.55 0.12 0.70
  A42心理咨询热线 4.67±0.48 0.10 0.67
  A43心理辅助用具 4.30±0.65 0.15 0.40
 A5平台建设:建立护士电子心理档案,心理服务应急响应平台,心理服务需求 4.67±0.48 0.10 0.67
  与资源平台和心理服务专业队伍资质及信息平台

 A6心理知识普及教育 4.67±0.48 0.10 0.67
  A61宣教人员 4.60±0.62 0.14 0.67
  A62宣教方式 4.57±0.57 0.12 0.60
  A63宣教内容:寻求心理帮助的渠道,排解不良情绪的方法,对患者提供心理 4.80±0.41 0.08 0.80
    护理的方法

 A7心理监测及个别服务 4.67±0.55 0.12 0.70
  A71监测人员:心理服务团队成员、护士长及科室有资质的护士 4.67±0.55 0.12 0.70
  A72监测指标: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抗逆力和心理弹性 4.63±0.62 0.13 0.70
  A73监测方式:主动报告与被动筛查 4.57±0.57 0.12 0.60
  A74监测信息的处理:注重保密、收集和分析 4.73±0.58 0.12 0.80
B心理服务应急准备 4.83±0.46 0.09 0.87
 B1人员准备 4.83±0.46 0.10 0.87
  B11集结心理服务团队成员,联系社会力量及志愿者作为后备力量 4.67±0.55 0.12 0.70
  B12合理安排心理服务团队成员工作:制定工作时间表,采用轮换工作制, 4.73±0.52 0.11 0.77
    合理安排人员排班,重视人文关怀,预防职业倦怠,保障劳逸结合,

    避免二次伤害

  B13保障工作休息环境及营养 4.67±0.48 0.10 0.67
  B14提供紧急培训及安抚鼓励工作 4.87±0.35 0.07 0.87
 B2物品设备 4.43±0.68 0.15 0.53
  B21给予心理服务团队相应的经费保障和防护物资 4.90±0.31 0.06 0.90
  B22确保通信设施及其他心理服务设施的完备 4.70±0.54 0.11 0.73
 B3心理健康测评:初步评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露程度高、受影响大的护士的 4.87±0.35 0.07 0.87
  心理状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C心理服务应急响应 4.87±0.35 0.07 0.87
 C1风险评估: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破坏程度及影响范围确定响应级别 4.77±0.63 0.13 0.83
 C2先期处置:高危护士进行普遍筛查及预防性辅导 4.77±0.43 0.09 0.77
 C3信息反馈:根据搜集到的心理信息进行报告,评估选择合适的干预方式 4.67±0.55 0.12 0.70
 C4开始响应 4.73±0.45 0.10 0.73
  C41普遍筛查 4.83±0.46 0.10 0.87
  C42分级分期干预 4.73±0.52 0.11 0.77
 C5扩大响应:加强与心理服务合作机构的联系,动员社会力量及志愿者的参与 4.47±0.68 0.15 0.57
 C6响应结束:做好从紧急状态向常态化服务的转变工作 4.57±0.57 0.12 0.60
D心理重建 4.67±0.55 0.12 0.70
 D1总结评估 4.70±0.47 0.10 0.70
  D11综合评估:事件概况、处理概况、心理服务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效果评 4.77±0.50 0.11 0.80
    价等

  D12流程评估:应急心理服务流程的合理性 4.67±0.61 0.13 0.73
  D13需求评估:需求的满足情况 4.70±0.54 0.11 0.73
 D2持续心理服务:建立跟踪系统,定期监测以评估护士的长期总体心理健康状 4.50±0.63 0.14 0.57
  况,并提供持续心理服务

 D3科学研究 4.30±0.65 0.15 0.40
  D31调查研究 4.53±0.57 0.13 0.57
  D32交流与合作 4.30±0.70 0.16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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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下护理人员心理服

务体系构建的重要性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临床环

境中,护士与患者的接触时间最长、频率最高,交叉传

播的可能性最高。由于一线护士的暴露程度更高,他
们更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8]。研究发现,一线

护士对心理服务的需求普遍偏高[9]。武汉的一项调

查研究同样显示,有3
 

556名(75.8%)护士认为疫情

爆发期间他们需要定期参加个人或团体咨询,7.7%
护士认为他们需要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帮助[4],这与

本研究一致。
3.2 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

心理服务体系的科学性较好 本研究在了解护士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下对心理服务需求的情

况下,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不同研究领域的

专家意见,以不同专业视角构建了综合医院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本研究

的函询专家来自综合医院、高等院校以及心理危机干

预中心,专业范围涉及心理服务、医院管理、护理管理

以及应急管理等多个领域。本研究2轮专家咨询问

卷的有效回收率均大于90%,提出建议专家的比例

分别为39.39%、40.00%,专家的积极性较高。2轮

专家咨询的权威系数分别为0.83、0.84,专家权威性

较高。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16、0.20(均 P<
0.01),专家的协调性也较好,这些都保证了函询结果

的可靠性。
3.3 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护理人员应急

心理服务体系的实用性较好 本研究构建的体系涵

盖4个方面的内容:心理健康问题预防、心理服务应

急准备、心理服务应急响应以及心理重建。其中心理

问题预防阶段的目的是预防及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造成的影响,应急准备阶段重点在于保障后续响应

的顺利实施,心理重建阶段重点在于恢复和善后。该

体系符合危机管理理论的具体内容[10],包含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有利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下的系统化管理。有研究者强

调要在突发公共卫生情况下采取支持手段来维护一

线护士的心理健康[11]。我国政府为一线护士等卫生

保健工 作 人 员 开 发 了 紧 急 心 理 危 机 干 预 指 导 原

则[12]。许多心理服务专业人员也试图为一线护士提

供基本的心理服务,但这些心理服务措施并未针对一

线护士的特定需求[13]。本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情况下护士对心理服务的需求为基础,建立以护士需

求为导向的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心

理服务体系,充分考虑了临床护士的需求。可作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为护理人员提供心理服务的指引。
4 小结

本研究构建的综合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护理人员应急心理服务体系包含4个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36个三级指标。咨询结果可靠,构建的

体系能够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状态下为护士进

行心理服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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