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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 对军队医院发热门诊 医护 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
。

方法 运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设计的心理测

评量表
,

对全国范围内 家军队医院发热门诊和普通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进行心理问卷测评
,

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

发现在 疫情期间
,

所军队医院发热门诊医 护人员躯体化
、

抑郁 个因子评分明显高于普通病房医 护人员
,

经 检验
,

有显著

性差异 沪女 焦虑
、

强迫因子得分略高于普通病房医护人员
,

经 检验
,

无显著性差异
。

女性医护人员焦虑
,

强迫 因子得分明显高

于男性
,

经 检验
, ,

有显著性差异
。

结论 采用心理学研究及时了解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
,

采取相应的措施
,

在今后类

似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
,

保持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
,

并提高工作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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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

,

缩写
,

由于 发病突

然
、

传染性强
、

传播速度快
、

死亡率高
,

对人民健康造成很大

威胁
,

是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
。

各医院设立发热门诊是

诊断 的一线科室
,

在 这里 工作的 医护人员 成为感 染

的高危人群
,

使医护人员产生恐惧
、

焦虑
、

孤独等不 良

情绪
,

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

造成机体免疫力降低
,

引发躯

体疾病
。

现将对 家军队医院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进行大样

本心理调查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选定北京市
、

广州市
、

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

山西省太原市
、

湖南省怀化市
、

青海省西 宁市
、

安徽省黄 山

市
、

陕西省宝鸡市的 所军队医 院作为调查研究点
,

从各调

查医 院发热门诊医护人员中随机抽取 一 例 同时在普通

病房抽取 医护人员作为对照
。

其中发热 门诊 医护人员

名
,

护士 名
,

医生 名 女 名
,

男 名 年龄 一

岁 普通病房医护人员 名
,

经统计学分析
,

两组在医 护 比

例
、

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况及职称构成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

研究方 法 心理健康状况测评方法采用中科院心理研究

所设计的
‘

, 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心理评定问卷
”

进行调查
,

间卷为 自评式
,

测评内容包括 躯体化
、

抑郁
、

焦虑
、

强迫 项因

子
,

调查的问题包括 个项 目
,

对各项 目进行 级评分
,

分别

赋 一 分
,

评分越高
,

躯体化
、

抑郁
、

焦虑
、

强迫程度越高
,

其心

理健康水平越低
。

问卷起始处有简明精练的指导语
,

说明调查

的意义和填写要求
,

量表已经过信度
、

效度检验
。

调 查步骤 本次调查安排在 疫情期间
,

年

月 日开始发放问卷
,

年 月 日回收问卷
。

调查时
,

每一调研医院由护理部派专人负责
。

首先向被调查者详细讲

解调查的 目的 和意义
,

并指导填写调查问卷
,

问卷全部 由本

人填写
。

负责人在回收问卷时逐项检查
,

并对漏填项 目要求

立即补填
。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 份
,

回收问卷 份
,

回

收率为
,

有效问卷 份
,

有效率
。

普通病房共发

出问卷 份
,

回收问卷 份
,

回收率为
,

有效问卷

份
,

有效率
。

资料整理 与 统计 学方 法 用 软件建立数据库文件
,

应用 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数据分组整理
,

并就性别差

异进行对照分析
。

结果用‘幻 表示
,

均数间 比较采用 检验
。

结果

发热 门 诊 医护人 员心 理健康状 况调 查结 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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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流行期 间 所军 队 医院医护人员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阮灯

组别 躯体化 抑郁 焦虑 强迫

发热门诊医护 人员 士 士 士 士

普通病房医护人员 士 士 士 士

洲

从表 可 见 发热门诊 医护人员 的躯体化
、

抑郁 因子

得分明显高于普通病房医护人员
, , ,

有显著

性差异 发热 门诊医 护人员 的焦 虑
、

强 迫 因子得分略高于 普

通病房医护人员
,

经统计学分析二者无 显著性差异
。

性别 因素对发热 门诊医护人 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见表

表 性别因素对发热门诊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阮岛

组别 躯体化 抑郁 焦虑 强迫

男性医生 士 石 士 滩 上 功
女性氏护 士 印滩 士

‘

土

一 己一一一一一 丛山 ‘ 刀 决 月
二

视刀

从表 可 见 女性 医护人员 的躯体化
、

抑郁 因子得分

明显高于男性 汪父
,

有显著性差异
,

女性医护人员焦虑
、

强

迫因子得分略高于男性
,

经 检验无 显著性差异
。

讨论

发 热 门 诊 医 护人 员心 理健 康水 平 通过对 名 军 队

医 院发热 门诊医 护人员 的心 理健康状 况 调查研究
,

发现在

爆发流行期间
,

军队医 院发热门诊医 护 人 员 心 理健康

状况 普遍 存在 问 题
,

躯体 化
、

抑 郁
、

焦 虑
、

强迫 项 因 子分

均有增高
,

其中抑郁分值增高最明显
。

由于 发病突然
、

传染性强
、

传播速度快
、

死 亡率高
,

对人 民健康造成很大威

胁
,

是一场重大的公共卫 生灾难
,

从 多方面影 响人们的身心

健康
。

对工作在发热门诊的一线医护人 员
,

存在的应激源有

被感染的预期焦虑 对生命受到威胁 的焦虑
。

发热门诊

是诊断 的第一防线
,

工作人员传染机会大
。

年

月 日
,

世界卫生 组织根据 个 国家的 个实验室密切

合作的研究结果
,

宣布一种 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型冠状病毒是

的罪魁祸首
。

由于其危害性较大
,

以 医 务人员 和病人家

属为主要传染对象 ’ 。

因此
,

紧张
、

焦虑
、

抑郁及伴随 出现的躯

体症状是必然 的心理反应
。

发热 门诊除正常的医疗工作

外
,

还 要做大量繁重
、

重复的消毒防传染工 作
,

工作量大
,

责

任心强
,

工作性质 紧张
,

工作节 奏失衡
,

得 不 到充分的休息

专业技能是否熟练的压力
,

面对危重病人的焦虑 和痛苦

医 护人员身着厚重的防护服
,

造成憋闷
、

不适
,

增加操作

难度
,

引发不 良情绪 女性经期有诸多不便 与家人分

离的焦虑及对亲人 的惦念和牵挂
。

发热门诊工作人员需要与

外界隔离
,

缺乏 与亲人
、

朋友 的交流沟通 这些应激源给一线

医护人员造成焦虑
、

抑郁等心理问题及出现躯体症状
。

自上

世纪 年代 中期 以 来
,

国 内外研究均显 示
,

抑郁及焦虑状

态 和各种其他身心症状是灾害后不可忽视的不 良后果
,

灾

难后 出现的精神障碍
,

除创伤后应激障碍外
,

最 常见 的是 焦

虑 障碍 和抑郁 障碍 ,
。

在 爆发流行期 间
,

军 队 医 院

发热 门诊的医 护 人员 出现的抑郁
、

焦虑
、

强迫
、

躯体化症状
,

符合重大灾害后 人群 的一般心 理特点
,

应得到社会和 医 院

管理者的特别关注
。

性 别 因 素对发 热 门诊 医 护人 员心 理健 康 状 况 的 影响

通过对 名军队医院发热门诊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调

查研究
,

女性医护人员的躯体化
、

抑郁 因子得分明显高于男

性
,

有 显著性差异
,

焦虑
、

强迫因子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

这一特

点 即 与女性敏感细腻的心理特点和特殊 的生理特点有关
,

也

与女性承担的工作职责有关
,

而发热门诊的女性多为护士
。

研

究表明
,

在 病房内
,

护士的工作量是最大的
,

护士承受的

风险是最高的
,

护士的患病率也是最高的
。

这也是护士 的躯

体化
、

抑郁 因子得分显著高于 医生的重要原因
。

此外
,

发热

门诊 专业技术水平要求高
,

高年资护士 因年龄限制配备少
,

低

年资护
一

责任加重
,

加上她们相对年轻
,

临床经验欠丰富
,

造

成心理压力增大
,

从而导致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

期 间
,

管理者为 了维护 医护人员心 理健康采取的措

施 医 务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 了在 等严重传染病爆

发流行期间
,

医护人员将面临 巨大的被传染的危险
,

同时面临

巨 大的心理压力
,

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

心理健康水平随之

降低 为了维护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

管理者采用以下几

种方法 一是帮助医护人员 了解 的相关知识
,

掌握防护

原则和方法
,

做到心中有数 二是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
,

并

完善相关防护措施
,

努力减少医护人员的感染率
,

减轻医护人

员对疾病的恐惧 三是帮助医护人员掌握应对技巧
,

通过心理

专家定期培训等
,

使其有效地转移注意力
,

释放不 良情绪 四是

改变产生 紧张和压力 的事物
,

如缩短各班次时间
,

增加各班次

人员以减轻各班工作量
,

优化工作环境
,

营造一 个能轻松交谈
、

解决
一

作上苦恼和问题的共同协作环境
,

建立 良好的生活习

惯 , 注意 良好的饮食
,

保证睡眠 月〔是帮肋医护人吴联系外界亲

人
,

传达信息
,

多与人交流
,

获得心理支持 六是在隔离生活 区

内组织适当的娱乐活动
,

帮助放松心情
,

调节情绪
。

当恐惧
、

紧

张
、

焦虑情绪难以忍受并感到痛苦时
,

可 以求助心理咨询师
。

良

好的应付方式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
,

帮助个体最终成功地解决

问题
,

从而起到心理平衡
、

保护精神健康的作用
。

评估发热门诊

医护人员群体应付行为
,

有助于管理者为制定心理保健措施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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