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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SARS近距离传染性强、扩散快 ,且缺乏特异性的防治

措施。高校是人群相对较密集的地方 ,一旦出现 SARS 疫情将

会产生严重后果 ,为严防 SARS进入学校 ,各高校均禁止学生出

入校园 ,这一措施限制了学生的活动和人际交往范围 ,干扰了学

生正常的生活秩序。为了解封闭式管理期间护生的心理状况 ,

为突发疫情时期维持护生的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 ,从北京某医学院校随机抽取护理

大专生 188 名为研究对象 ,年龄 19 岁～22 岁 ,其中一年级学生

96 人 ,二年级学生 92 名。共发放问卷 188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83 份 ,有效率为 97. 3 %。

1. 2 　方法 　①采用 Zung ( 1971) 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

(SAS) [1 ]评价护生的焦虑水平。②采用自行设计的开放式问卷

了解影响护生心理焦虑水平的因素。问卷包括 4 个问题 :考虑

最多的问题、最担心的问题、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及最困惑的问

题 ,每道题学生根据要求填写 0 个～4 个答案。③结构性访谈 :

采用小组晤谈方式 ,主要围绕护生对 SARS的认识 ,对封闭式管

理的认识和建议。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TA TA 7.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对 SAS问卷结果进行 t 检验。统计每一道问题中不同类事件

的出现频数、发生率。

2 　结果

2. 1 　封闭式管理期间高校护生的焦虑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 ,高

校护生的 SAS平均总粗分 (35. 21 分 ±10. 28 分) 高于正常人群

的总粗分 (29. 78 分 ±10. 07 分) ( P < 0. 01) 。

2. 2 　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 (见表 1) 　结果显示 ,封闭管理期间

学生在考虑最多的问题、最担心的问题、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和最

困惑的问题 4 个维度上的首选问题相对集中 ,主要为担心感染

SARS、影响学习、希望放假回家、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生活不

便等。

3 　讨论

　　本调查显示 ,封闭式管理时期高校护生的焦虑水平高于正

常人群。焦虑是一种内心紧张不安、预感到似乎将要发生不利

情况而又难于应付的不愉快情绪 [2 ] 。当个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往

往出现焦虑的情绪应激反应。Bandura 认为 ,应激反应是人控制

威胁或超负荷环境压力的自我效能感低下的结果 ,常会产生消

表 1 　关注问题出现的频度和发生率 ( n = 183)

关注的问题 位次 出现频度
发生率

%

1. 考虑最多的问题 :

　　自己、家人、朋友感染 SARS 1 112 　 61. 2

　　非典的影响及控制 2 95 51. 9

　　为何不放假回家 3 88 48. 1

　　学习、考试、实习 4 78 42. 6

　　学校是否安全 5 49 26. 8

　　恢复正常生活 6 18 9. 8

　　业余生活不丰富 7 18 9. 8

　　封闭管理致生活不便 8 13 7. 1

　　心情压抑 9 7 3. 8

2. 最担心的问题 :

　　自己、家人、朋友感染 SARS 1 134 　 73. 2

　　SARS 疫情蔓延 2 93 50. 8

　　不能正常放假回家 3 87 47. 5

　　影响学习 4 70 38. 3

　　学校有“非典”疫情 5 43 23. 5

　　封闭管理致生活不便 6 24 13. 1

　　同学心理恐慌 7 10 5. 5

　　业余生活不丰富 8 5 2. 7

3. 最希望解决的问题 :

　　控制“非典” 1 119 　 65. 0

　　放假回家 2 92 50. 3

　　解决封闭时期的生活不便 3 44 24. 0

　　学习、考试、前途 4 41 22. 4

　　学校做好预防工作 5 31 16. 9

　　丰富业余生活 6 31 16. 9

　　解除封闭式管理 7 13 7. 1

　　停课 8 6 3. 3

4. 最困惑的问题 :

　　为何不放假回家 1 123 　 67. 2

　　为何不能控制“非典” 2 78 42. 6

　　学校怎样预防“非典” 3 30 16. 4

　　心情郁闷、心理恐慌 4 30 16. 4

　　封闭式管理致生活不便 5 25 13. 7

　　学业、毕业去向 6 18 9. 8

　　业余生活不丰富 7 5 2. 7

　　为什么不停课 8 4 2. 2

　　何时恢复正常 9 3 1. 6

极的情绪反应[3 ,4 ] 。SARS 疫情和封闭式管理打乱了护生正常

的生活秩序 ,使护生产生了急性应激反应 ,这是导致其焦虑水平

升高的根本原因。护生焦虑水平升高的应激源主要有 :

3. 1 　SARS疫情 　由于 SARS疫情在我国部分地区发生属于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该病近距离传染性强 ,病人病情较重 ,且缺

乏特异性的预防诊治措施 ,短时间内感染人数大幅度增加 ,人们

对其认识不足 ,导致整个人处于较高水平的心理应激状态。社

会人群的恐慌情绪对护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高校学生居住

密集不利于预防 SARS的传播 , 这更加重了他们的恐惧感。很

多学生认为“学校不安全”。访谈时发现 ,学生普遍缺乏预防和

治疗 SARS的相关知识和信息 ,多数学生不了解社会疫情 ,缺乏

控制 SARS 传播的知识 ,部分护生有“感染 SARS 就会死”、

“SARS无法控制”的想法。这种认知缺乏也会导致应对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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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现焦虑情绪。本调查显示 ,与 SARS 应激源直接相关的问

题 ,如担心自己、朋友、家人会感染 SARS ,学校里发生“非典”,

如何控制 SARS等 ,在护生考虑最多的、最担心的、最希望解决

的和最困惑的问题 4 个维度上均居前两位。这表明对 SARS 的

恐惧以及对 SARS认知缺乏导致的应对无力是导致护生产生焦

虑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

3. 2 　应激性生活事件 ———封闭式管理 　由于封闭式管理限制

了学生的活动范围 ,干扰了学生的正常生活秩序 ,因此也成为导

致护生焦虑水平升高的重要应激源。调查结果显示 ,在开放式

问卷 4 个维度的调查中与封闭式管理直接相关的问题出现频数

均较高 ,有 48. 1 %的护生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放假回

家”,也是 67. 2 %的护生最困惑的问题 ,而 50. 3 %的护生最希望

解决的问题是“放假回家”。访谈时发现大多数护生不理解封闭

式管理的目的和意义 ,有“为什么被封闭管理”、“会一直被困在

学校”、“封闭管理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的想法。这说明封闭式

管理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护生的心理状态。由于封闭式管理是在

特殊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 ,其发生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 ,作为

一个突发的应激性生活事件 ,在国内外尚未进行深入研究调查 ,

未被列入生活事件量表中。

3. 3 　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SARS 疫情期间 ,正常的学习秩序

被打乱 ,学时缩短 ,学生分小班上课、操作技能课学时缩减、停止

社会实践和医院见习活动等。调查显示 ,有 42. 6 %的护生考虑

最多的是学习、考试和实习 ,38. 3 %的护生担心影响学习。因

此 ,SARS疫情封闭式管理期间对护生学习的干扰也是其焦虑

水平升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3. 4 　日常生活困扰 　封闭式管理使生活不便 ,物质生活条件匮

乏 ,精神生活不充实 ,如“伙食差”、“缺乏水果”、“打电话困难”、

“购买日用品困难”、“没有充足的书籍”、“娱乐活动少”等。

3. 5 　缺乏社会支持 　由于与外界沟通受限 ,且不能回家导致护

生缺乏家人、朋友等的社会支持。访谈时发现绝大多数学生渴

望得到关心和帮助。

　　综上所述 ,封闭式管理期间护生焦虑水平较高。因此 ,进行

有效干预 ,提高护生的认知水平、给予充足有效的社会支持、调

动护生积极心理防卫机制 ,提高护生承受应激的能力对促进高

校护生的心身健康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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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床病人易引起坠积性肺炎、褥疮、下肢静脉栓塞等并发

症。因此 ,协助病人更换卧位法是临床上常用的护理操作。但

护理人员身单力薄 ,往往很难独立完成此项工作。尤其是在监

护病房 ,基础护理任务繁重 ,无家属陪伴 ,护士完成此项工作时

更感到力不从心。为此 ,设计了一种实用型床尾拉带 ,用于临床

取得了良好效果 ,并取得了国家专利证书。现介绍如下。

1 　制作方法

　　用 4 层纯棉白布制成长 110 cm、宽 8 cm 的长带 1 根 ,一端

横向钉金属钩两个 ,距离金属钩 20 cm、27 cm、34 cm 处分别横

向钉金属挂扣两个 ,距此端 15 cm 处背面缝制一 15 cm ×15 cm

的白色布口袋 1 个 ,以备存放拉带之用。另一端反折套入一塑

料拉环后缝合。见图 1。

2 　使用方法

　　使用时将拉带附有金属钩一端穿过床尾横杆与金属挂扣挂

合 ,拉带附有塑料拉环一端让病人单手或双手握持 ,护士于病人

1 —拉带袋 ;2 —金属钩 ;3 —金属挂扣 ;4 —长带 ;5 —塑料拉环

图 1 　实用型床尾拉带示意图

背后向前推扶病人 ,护士、病人一同用力可将病人由平卧位变为

半坐卧位或坐位。病人欲休息时 ,双手缓慢松开拉带 ,即可由坐

位变为平卧位。如拉带暂时不用 ,可将其放于布袋内 ,以保持床

单元美观整洁。病人能自主活动时 ,将拉带清洗消毒后备用。

3 　优点

　　该实用型床尾拉带制作简单易行 ,适用于大手术后、瘫痪、

下肢骨折等病人使用。经临床使用 ,病人反映良好 ,较全部依赖

他 (她)人变换卧位时感觉舒适。同时也减轻了护士的劳动强

度。由于制作时拉带连同口袋 ,不用时可将拉带放入口袋内 ,保

持了床单元整洁。同时 ,挂钩的设计 ,可根据病人身高调整合适

的长度 ,用后清洗消毒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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