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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异地救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护士早期心理困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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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紧急异地驰援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士早期心理困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提供

参考。方法
 

采用心理困扰管理筛查工具,对216名紧急异地驰援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士进行调查,并分析影响因素。
结果

 

216名紧急异地救援护士心理困扰得分为(4.42±2.15)分,40.74%的护士存在显著心理困扰,其中情绪问题最多;性别、应

急救援经历是紧急异地救援护士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均P<0.01)。结论
 

紧急异地救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士早期心

理困扰较高,建议加强组织支持,重点关注女性、缺乏应急救援经历护士的心理状况,以降低其心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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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nurses
 

who
 

are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engaged
 

in
assisting

 

to
 

combat
 

the
 

COVID-19
 

in
 

Wuhan,
 

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
 

psycho-
logical

 

intervention.Methods
 

Totally
 

216
 

nurses,
 

who
 

come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assist
 

to
 

rescue
 

in
 

Wuhan
 

for
 

the
 

COVID-19
 

outbreak,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Distress
 

Management
 

Screening
 

Measure
 

(DMSM).Results
 

The
 

DMSM
 

score
 

averaged
4.42±2.15

 

and
 

40.74%
 

of
 

the
 

nurses
 

had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with
 

emotional
 

problems
 

being
 

the
 

most
 

common.
 

Gender
 

and
 

emergency
 

rescue
 

experienc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the
 

samples
 

(P<0.01
 

for
 

both).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nurses
 

who
 

support
 

in
 

Wuhan
 

to
 

combat
 

the
 

COVID-19
 

outbreak
 

was
 

high
 

at
 

the
 

early
 

stage.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o
 

alleviate
 

nurs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female
 

and
 

who
 

lack
 

experience
 

of
 

emergency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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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具有很高的

传染性,对个人、家庭、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灾害。

2020年1月24日开始,湖北省外医务人员响应公共

卫生事件危机处理紧急调动,纷纷驰援湖北,以缓解

当地人力的窘迫现状。因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传人

的能力,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皮肤接触或直接接触

带有病毒的分泌物等进行传播[1],与地震、火灾等其

他公共卫生事件救援有较大区别,新冠肺炎患者的直

接救护者被感染的风险较高。医务人员,尤其是护士

容易受到许多职业风险的影响,在工作中经历较大的

情绪压力。压力越大,其积极护理患者的意图会变得

越弱[2]。本研究评估紧急异地救援抗击新冠肺炎护

士早期心理困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采取针对

性心理干预提供参考,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2月1~5日,
选择异地驰援湖北省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的临床一

线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护士注册地非武汉

市;接受外出救援命令至出发时间不足24
 

h;到达武

汉时间不超过1周;接受调查时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

从事护理工作;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由研究小组自行编

制。包括性别、年龄、科室、工作年限、婚姻状况、子女

数、救援经历等。②心理困扰问卷:采用心理困扰管

理筛查工具(Distress
 

Management
 

Screening
 

Mea-
sure,DMSM)[3-4]进行调查。DMSM包括心理困扰温

度计(Distress
 

Thermometer,DT)、心理困扰相关因

素调查表(Problem
 

List,PL)2个部分。DT为单一

条目自评工具,以0~10分刻度数字表达个体的心理

困扰程度(0分为无心理困扰,10分为极度心理困

扰),由被试个体根据最近1周所经历的平均心理困

扰水平圈出最符合的数字,DT≥4分为显著心理困

扰。PL由5个因子40个条目组成,包括实际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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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目)、交往问题(4个条目)、情绪问题(9个条目)、
躯体问题(20个条目)、精神宗教问题(1个条目),采
用“是”“否”进行评价。本研究中将交往问题的4个

条目修改为“与孩子/老人沟通”“与伴侣沟通”“与患

者相处”“与医护人员相处”。本次调查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40。
1.2.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借助问卷星,将调查条

目录入电子问卷。本研究小组中2名成员为赴武汉

救援医疗队成员,由2名成员通过工作微信群发送问

卷星。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介绍此次调查的目的和

意义。提交问卷229份,剔除答题集中于同一选项的

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16份,问卷有效率为94.32%。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分析和处

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率描述,计量资料

采用(x±s)描述;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采用方差分

析、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一般资料 216名紧急异地

救援护士中男90名,女126名;年龄26~岁89名,
30~岁94名,40~47岁33名;初级职称97名,中级

101名,高级18名;100名护理人员有应急救援经历。
2.2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情况 护士心

理困扰得分为2~9(4.42±2.15)分,其中≥4分者88
名,占40.74%。心理困扰相关因素中情绪问题最

多,排序前10位的问题见表1。
表1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心理困扰相关因素

排序前10位的问题(n=216)

因子 相关问题 人数(%) 排序

情绪问题 担忧 176(81.48) 1
紧张 144(66.67) 3
悲伤 90(41.67) 8
睡眠 140(64.81) 4
孤独 86(39.81) 10

实际问题 无时间精力照顾 131(60.65) 5
孩子老人

躯体问题 呼吸 158(73.15) 2
身体活动受限 115(53.24) 6
排尿改变 90(41.67) 8

交往问题 与孩子/老人沟通 104(48.15) 7

2.3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工作年限、婚姻状

况、子女个数、应急救援经历的护士早期心理困扰得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以DT值为因变

量,将影响护士心理困扰的人口学资料作为自变量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结果性

别(赋值:男=0,女=1)、应急救援经历(否=0,是=
1)是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见表

3。

表2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的单因素分析

项
 

目   人数
DT得分

(x±s)
F/t P

性别

 男 90 3.74±1.76 4.2220.001
 女 126 4.90±2.27
年龄(岁)

 26~ 89 4.56±1.89 2.3110.102
 30~ 94 4.03±2.07
 40~47 33 4.74±2.11
科室

 专科监护室 68 4.06±1.63 0.9730.380
 ICU 122 4.57±2.93
 其他 26 4.28±1.49
工作年限(年)

 3~ 78 4.90±2.30 5.4370.005
 10~ 90 4.39±1.99
 20~28 48 3.64±1.86
职称

 初级 97 4.86±2.03 3.0200.051
 中级 101 4.31±1.34
 高级 18 4.05±2.61
婚姻情况

 未婚 80 3.32±1.88 6.5420.001
 已婚 136 5.27±2.31
子女个数

 0 99 3.60±1.72 10.9350.000
 1 85 3.87±1.87
 2 32 5.24±2.28
子女主要照顾者

 配偶 117 4.76±2.19 1.9420.054
 其他 99 4.24±1.65
应急救援经历

 有 100 3.97±1.90 2.9220.003
 无 116 4.81±2.27
应急救援经历区域

 院内 68 4.90±2.03 1.3340.183
 院外 32 4.27±2.51
医疗队组别

 普通患者救治 101 4.25±1.98 1.4090.160
 危重症患者救治 116 4.57±1.34

表3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216)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5.429 0.741 - 7.330 0.000
性别 1.420 0.274 0.326 5.183 0.000
救援经历 -0.910 0.258 -0.212 -3.527 0.000

  注:R2=0.252,调整R2=0.234,F=14.150,P=0.000。

3 讨论

3.1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状况 当灾害

发生时,不同职业群体参与救援、恢复、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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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45.7%救援人员会经历严重到极度严重的

心理困扰[5]。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16名紧急异地救

援的护士心理困扰得分为(4.42±2.15)分,其中

40.74%的护士存在显著心理困扰。分析原因:本研

究对象均为紧急召唤,从接到异地救援通知到离开执

业所在医院的时间不足24
 

h,突然离开熟悉的环境到

随时有可能“被传染”的危险地,异地参与救治,虽然

作为护理骨干被挑选,他们的身体素质、职业素养和

救援准备度可能与此次任务最为契合,但是“背井离

乡”,与家人分离,加之新冠肺炎的复杂性、破坏性、不
确定性,如果个人的、环境领域相关的资源或支持不

到位,护士极易经历身体疲劳,出现心理困扰。表1
可见,心理困扰相关因素各因子中,情绪问题这一因

子中有5个子项目处于前10,说明护士的情绪问题较

严重。因为沟通、躯体、照顾等问题是实际可见的,如
物资问题,各组织会进行合理的管控和分配,流程差

异可以重新学习和熟练,护目镜和 N95口罩导致压

力性损伤可以加贴敷料减压,穿防护服时无法饮水甚

至如厕等躯体问题在短期内能够克服。而在危险救

援现场情境中,可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特殊性,护
士对安全、威胁或风险的认识,以及对自身或亲密他

人可能造成伤害的担忧、角色压力源、创伤分离等,都
可能影响护士的情绪问题,产生担忧、紧张、悲伤、睡
眠等应激情绪。Yasien等[6]研究也认为救援人员最

常见的心理症状为焦虑甚至恐惧,与本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
3.2 紧急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影响因素

3.2.1 性别 随着职业发展,越来越多的男护士加

入护理队伍,其生理、心理、管理、科研等方面的优势

在救援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渐成为灾害救援

主力军。邓先锋等[7]调查发现,男护士灾害准备度中

最大的优势在灾害应对,他们表现为有信心识别出可

能的暴露产生的生理异常,而且有信心执行应急救援

活动。此外,男性的工作需求显著高于女性,他们的

工作目标性更强,更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肯定,愿意投

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到劳动生产中,对外界干扰敏感度

较低,因而其工作沉浸感和应对机制要求较高,更愿

意“放手一搏”,以获取工作满足感、成就感和认同感,
反映出来的是力求达到成功的内在驱动力激励自我

投入疫情的战斗中,因而他们的担忧会比女性护士

少。Noguchi等[8]研究也认为性别是灾害救援的影

响因素之一。当然,中国传统下,女性是“相夫教子”
的主力,管理家庭是女性的特质,在工作之余,女护士

需要权衡子女、家庭、伴侣、同事和朋友关系,不同的

角色需求需要她们控制,即使离开了家庭环境,这些

社会角色功能也会影响个人职业压力[9]。而临时救

援任务,有可能与家庭告别的时间很短甚至无法临别

前叮嘱,匆匆而别,照顾家庭的重任随即落在了丈夫

或父母肩上,担忧和牵挂,工作-家庭之间的增益感可

能降低,进而对工作场所或管理者也有内疚,产生了

双重负罪感,因此女性护士的心理困扰高于男护士。
3.2.2 应急救援经历 灾害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灾害发生时,医院是最重要的救援机构之一,护士在

援助和救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传染病护理、心理

护理、紧急救护等为主。相对一般人员,灾害救援人

员在备灾方面有较高的认知和积极的态度[10]。处理

复杂事件的知识库、知识管理对于处理灾害是非常重

要的。定期参加各种灾害预防和处理专题演习或训

练,对知识、技术的掌握能够让他们迅速投入应急事

件,工作控制力较强,自我效能感也随即增加,进而减

少了自责、逃避、避幻等消极应对方式,更容易采取合

理应对策略增加心理适应,缓解由应激造成的心理困

扰。另外,研究认为之前的救援经历显著影响护士的

救援准备度,可能因为他们大都具有危重症患者照护

经验,明确设备消毒、生命维持、医疗废物、医院感染

管理等规范要求,这些护士会利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强

化护理活动[8],不断积累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弱
化情绪、躯体、交往等问题。而且随着新型冠状病毒

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细化的护理要点与之前的救

援经验相结合和融汇,可以帮助他们系统梳理既往救

援经验,从而准确判断和决定,应对更有效,容易克服

出现的担忧、焦虑等负性情绪。
3.3 改善紧急异地救援护士早期心理困扰对策

3.3.1 强化灾害准备 缺乏经验的医务人员是应对

传染病突发事件的阻碍因素,因此在灾难发生前做好

准备是必要的,包括灾害应对与训练,“防患于未然”。
目前国内大部分救援任务都是在急诊科或重症医学

科及相关监护室中抽调护士,因为他们扎实的危机处

理和应急准备适合救援角色,但是,这仅仅是部分人

力,也应包括社区护士、非急救护士的日常培训,他们

也应具备次优的备灾能力。同时,传染病突发预防控

制基础知识、应急准备、应急救援、感染控制等训练必

须贯穿于灾前、灾害发生期间以及灾害后重建的各个

时间段的针对性培训,以灾害准备为导向,丰富方法、
拓宽内容。建议通过参考新指南或应急预案、情景模

拟演练提升救援应急能力等,如病例、疑似病例、密切

接触者流调、采样、场所消杀等细节。当然,除了传染

病流行相关理论和实践措施,灾后疾病的预防与卫生

保健、灾后心理干预和遇难者善后处理也是护理灾害

救援培训课题体系中重要的内容[11]。
3.3.2 增加组织支持 来自于组织的支持是必不可

少的。作为临时组织的救援团队,为了解决问题和完

成任务,重新整合了不同部门、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

员,从集结到出发不足24
 

h,其短期、临时的特殊性,
可能凝聚力较弱、团队绩效偏低。需要信息共享、信
息共有、信息共用,快速建立信任感,及时解决工作中

的问题和感知危险,这些对减轻护士的应激有积极作

用[12]。而针对传染性疾病,除做好异地救援护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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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起居、饮食、交通等后勤保障外,个人防护、消杀

用品的充足准备也可以减轻一线护士的后顾之忧。
特别是角色冲突明显的已生育护士,需要通过建设后

期保障体系和人文关怀氛围,减少冲突体验[13]。护

士感知来自组织的支持越多,更依赖于临时团队,他
们也就越愿意参与和促进团队绩效的提升,以更好的

状态进行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当然,组织的支持必

须包括心理健康知识[14],以免护士受到疲劳、倦怠的

伤害,也可以保护他们工作相关性心理健康。必要时

临时团队可配备至少1名有心理咨询经验的工作人

员,以即时、随时、适宜掌握护士的心理应激反应过程

和表现,针对性进行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有效提高

护理人员的心理救援能力[11]。
3.3.3 权衡工作-家庭的关系 工作、家庭角色是最

有影响力的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可以视为满

足个人当前生活/工作价值的一个指标,契合度越高,
其工作投入越高,高水平的平衡也能够促进护士的身

心健康[15]。家庭作为中国人传统的活动单元,家庭

成员始终是个人最关注的,在高暴露的传染病救治现

场,远离家庭“战斗”,护士应对内在的和外在的需求,
个人必须调动和利用资源,积极处理各种角色关系,
从同事、上级获得实际的情感支持,以更好地管理工

作负荷。另外,和睦的家庭关系也有助于个体在家庭

角色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情感支持,建议护士家庭成

员特别是配偶提供支持,增加护士的家庭背景资

源[16],弥补高工作-家庭冲突带来的资源匮乏,提高工

作激情,减轻心理困扰,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4 小结

对于紧急情况下奔赴异地参与新冠肺炎救援工

作的护士而言,早期的心理困扰较高,主要集中在情

绪问题;性别、应急救援经历是心理困扰的主要影响

因素。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量表,被调查对象可能不

完全理解,也有可能由于社会或其他需要无法揭示实

际信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调查仅纳入了到达武汉

时间不超过1周的异地救援护士的心理情况,而救援

后期或救援结束后,护士的心理、躯体或其家庭成员

的心理如何,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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