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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合理的排班
,

是防止护理人员感染的保证

在 病区工作的护理人员来 自全院不 同的临床科

室
,

缺乏传染病尤其是呼吸道传染病的知识
,

要求她们在短

时间内迅速适应感染科的工作流程
,

做好传染病的消毒隔离

与防护
,

难度不小
。

我们在增加 人力且人员相对固定
,

避免

频繁更换的基础上
,

科学排班
,

合理安排工作流程
,

使各项治

疗
、

护理工作尽可能地集中进行
,

安排专人在隔离区域内工

作
,

一 小时轮换一次
,

尽量减少护理人员在不同区域工作

时穿脱隔离衣的次数
,

以节省时间
,

减轻工作量
,

使工作有条

不紊
。

科学
、

合理的排班 避免了护理人员因体力透支
,

抵抗

力下降而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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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

世界卫生组织 称其为
“

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
” ,

简称 洲
、

,

是由一种新型 的冠状病毒所致的
、

主要通过近距离

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 自 年初以

来 在我国局部地 区 发生流行
,

由于 为一种新发

传染病
,

突如其来
,

迅速扩散
,

科学防治策略和措施难以迅速

形成
,

短期内缺乏特异性的预防
、

诊断
、

治疗措施
,

现有的防

治体系和资源难以适应防治需求
,

短时间内感染人数大幅度

增加
,

特别是疫情发生初期医护人员感染率较高
。

澎以 患

者的护理不仅工作量很大
,

而且存在一 定的危险性
,

进人

病区工作的护理人员承受着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挑战

处于较高水平的心理应激状态 我们通过对一线护士实施

预防性心理辅导工作 降低应激的不 良反应
,

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定点医院 气 病区护理人员和拟进人 病区工作

的护理人员
。

方法
,

工具
。

由于 病区工作的护理人员在应激的影

响下情绪障碍主要为焦虑
,

因此我们采用焦虑 自评量表
一 段

,

作为测评工具
。

由 于

年编制
,

具有信度
、

效度好
,

容易操作等特点
,

是一种公

认的分析病人主观症状相 当简便 的临床经典工具
。

共

个项 目
,

主要评定依据为项 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
,

分 级 没有或很少时间
、

少部分时间
,

相当多时间
、

绝大部

分或全部时间 正向评分题
,

依次评为
、 、 、

反向评分

题
,

则评分
、 、 、 。

实施
。

将第一批未做心理干预即进人 病区工

作的护理人员设为对照组
,

将拟进人 病区工作的护理

人员设为实验组
。

对各医院每批拟进人 病区工作的护

理人员实施心理干预
,

采用 集体心理干预和个别心理干预的

方式
。

集体心理干预 将 卜 、议、 期间常见心理问题及应对方

法等
』

合理卫生知识以辅导讲 上
、

卜组谈话形式传授给拟进人

之 病区工作的护理人员 个别心理干预 采用面对面或是

电话交谈的形式
,

个别咨询由护士 主动提出或是根据心理测

查结果建议
,

主要采用整合疗法
,

侧重于认知一行为取向
。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用 统计软件进行 检验

结果

收到对照组问卷 份
,

有效问卷 份
,

有效率

收到实验组问卷 份
,

有效问卷 份
,

有效率
。

对照组焦虑阳性检出率

在 名对照组护理人员中乃 总粗分大于 分的人

员 名

对照组 结果与常模比较 表

对照组 总均分 士 ,

与常模差异显著
,

,

说明对照组 之 病区护理人员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

我国正常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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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照组 调查结果与常模比较《又士

总均分

对照组

常 模

士

士

实验组焦虑阳性检出率 实验组护理人员 总均分为 士
,

与常模差

在 名实验组护理人员中
,

总粗分大于 分的人 异显著 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

说明经

员 名
。

过心理干预对降低 字以 病区护理人员的焦虑水平是有效

实验组 结果与常模及对照组比较 表 的
。

表 实验组 调查结果与常模
、

对照组比较 士

总均分 尸

实验组 土

常 模 士 一

对照组 士

实验组与对照组 各因子均分比较 表 其中焦虑
、

惊恐
、

发疯感
、

手足颤抖
、

躯体疼痛
、

乏力
、

静坐不

结果显示
,

除胃痛
、

消化不 良与尿意
、

频数两因子干预前 能
、

心悸
、

头昏
、

晕厥感
、

呼吸困难
、

手足刺痛
、

面部潮红
、

睡眠

后均分差异无显著意义
,

其余因子均分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

障碍和恶梦等因子干预前后均分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意义
。

表 实验组与对照组 因子均分比较《又士

焦虑自评量表 引出症状
对照组 实验组

均乞王住
︺曰︸︺‘‘
产︸曰仓住。住住住住仓以住仓

勺︸
‘

斗勺一,斗曰,,‘︸,曰︸、︸乃‘尸,,工

,才︹‘了匕
‘日月峥曰,、︸名」‘飞以、内勺只曰工,门勺﹄︹巧叼八,‘︺勺工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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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马︸、︸月咔内︸︶、︸八,‘
二

斗门︸工曰

我觉得比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

我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

我容易心里烦乱或觉得惊恐

我觉得我可能将要发疯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

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幸

我手脚发抖打颤

我因为头痛
、

头颈痛和背痛而苦恼

我感觉容易衰弱和疲乏

我觉得心平气和
,

并且容易安静坐着

我觉得心跳得很快

我因为一阵阵头晕而苦恼

我有晕倒发作
,

或觉得要晕倒似的

我吸气呼气都感到很容易

我的手脚麻木和刺痛

我因为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恼

我常常要小便

我的手常常是干燥温暖的

我脸红发热

我容易人睡并且一夜睡得很好

我做恶梦

焦虑

害怕

惊恐

发疯感

不幸预感

手足颤抖

躯体疼痛

乏力

静坐不能

心悸

头昏

晕厥感

呼吸困难

手足刺痛

胃痛
、

消化不良

尿意
、

频数

多汗

面部潮红

睡眠障碍

恶梦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实验组与对照组 各因子均分排序对照 表

结果显示
,

干预前后 一线护理人员排在前五位的

焦虑症状相同
,

但排序发生变化 对照组 中焦虑症状处于前

五位的分别是多汗
、

吸呼困难
、

静坐不能
、

睡眠障碍和不幸预

感 实验组中焦虑症状处于前五位是多汗
、

不幸预感
、

静坐不

能
、

呼吸困难和睡眠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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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实验组与对照组 各因子均分排序对照

对 照 组 实 验 组

排序

题号 症 状 题号 症 状

气

〔

】

多汗

呼吸困难

静坐不能

睡眠障碍

不幸预感

乏力

焦虑

面部潮红

躯体疼痛

心悸

恶梦

惊恐

尿意
、

频数

头昏

晕厥感

胃痛
、

消化不 良

手足刺痛

害怕

发疯感

手足颤抖

均分

多汗

不幸预感

静坐不能

呼吸困难

睡眠障碍

乏力

焦虑

尿意
、

频数

面部潮红

惊恐

躯体疼痛

心悸

胃痛
、

消化不良

恶梦

害怕

头昏

晕厥感

发疯感

手足刺痛

手足颤抖

均分

,

实验组与对照组 入 各因子匀分下降排序 表

结果显示
,

各因子均分下降处 于前五位的分别是 呼吸

困难
、

乏力
、

睡眠障碍
、

静 坐不能和恶梦 处于后五位的分别

是 手足颤抖
、

害怕
、

发疯感
、

尿意
、

频数和胃痛
、

消化不 良

讨论

关于 一线护理人员焦虑状态的总体情况

由表 可见
,

未经预防性 亡
、

理干预 的 一线护理人

员焦虑状态显著高于常模水平 通过调查和与一线护理人

员交流
,

了解到产生焦虑的主要原因为 疫情的突发性

和危险性
。

疫情属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

由于该病的

传染性强
,

短时间内感染人数大幅度增加
,

特别是疫情发生

初期医护人员感染率较高
,

八 丈 病区护理人员虽然是专业

人员
,

但是面对 这种具有较强传染性
、

医护人员感染率

高
、

自己要直接接触和护理患者的现实
,

必然会产生恐惧
、

焦

虑等情绪
。

另外
,

工作负荷大
、

工作条件差
、

工作环境较封

闭
、

社会支持缺乏等因素均为产生焦虑的重要应激源
。

强烈

而持久的应激可导致应激机制失调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
、

行为及躯体障碍
。

调查结果表明在对 病区工作护理人

员不做任何心理干预的情况下普遍出现记忆力下降
、

思路不

清晰
、

做出决定困难
、

失眠
、

食欲不振
、

出汗
、

惊恐
、

易激惹
、

肤

色蜡黄或苍白
、

头发脱落
、

月经失调等症状
,

甚至引发身心疾

病
。

由于焦虑的这种明显 的消极作用
,

因此
,

采用预防性心

理辅导帮助一线护理人员提高心理应激适应能力
,

减少应激

损伤
,

保持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 、 一线护理人员进行预防性心理干预的效果评

价

由表 可见
,

对 之 一线护理人员进行预防性心理干

预后
,

总分显著下降 虽然下降的原因会受时间因素
、

环境因素
、

社会因素的影响
,

但实验组 总均分显著低于

常模表明干预因素对降低一线护理人员 的焦虑水平起到重

要的作用
、

关于有无干预 各因子均分差异

表 结果显示
,

队 个问题引出的 个焦虑症状中除

胃痛
、

消化不 良与尿意
、

频数两因子干预前后均分差异无显

著意义
,

其余因子均分差异 均有显 著意义
,

其中焦虑
、

惊恐
、

发疯感
、

手足颤抖
、

躯体疼痛
、

乏力
、

静坐不能
、

心悸
、

头昏
、

晕

厥感
、

呼吸困难
、

手足刺痛
、

面部潮红
、

睡眠障碍和恶梦等因

子干预前后均分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意义 说明预防性心理

干预对缓解焦虑导致的大部分心理和生理症状效果显著
。

胃痛
、

消化不良与尿意
、

频数两症状干预前后均分无显著差

异原因在于该症状除了与焦虑有关
,

还与饮食和工作环境有

关
。

一线护理人员由于隔离的需要多数长时间不能回

家
,

吃住在医院
,

由于饮食习惯
、

饮食规律和饮食条件的改

变
,

使胃痛
、

消化不 良的症状在焦虑总分明显下降的情况下

仍然存在
。

另外
,

由于传染病病房特有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

要
,

医护人员在值班时不能正常排尿
,

该现实情况造成的心

理压力成为产生尿意
、

频数的应激源
,

这是单凭预防性心理

干预无法解决的
。



表 实验组与对照组 各因子均分下降排序

排序 题号

,

勺

,

症状

呼吸困难

乏 力

睡眠障碍

静坐不能

恶梦

面部潮红

躯体疼痛

多汗

心悸

焦虑

惊恐

头昏

手足刺痛

晕厥感

不幸预感

胃痛
、

消化不 良

尿意
、

频数

发疯感

害怕

手足颤抖

对照组 实验组 下降值

、

关于有无干预 各因子均分排序差异

由表 可见
,

预防性心理干预前后排在前五位的焦虑症

状没有改变
,

均为五项反向评分题
,

这与常模统计规律相符

量表协作组对中国正常人 研究结果表明 正评题 巧 项

单分均值 士 反向题 个项 目均分 士 ’ 。

这说明焦虑症状单分均值排序受问题设置的影响 通过实

验组
、

对照组反向题单分均值与常模比较 表
,

对照组反向

题单分均值显著高于常模
,

而实验组反 向题单分均值显著低

于常模
,

这表明反向问题设置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没有超出一

般界限
,

其得分情况可以反映一线护理人 员的主要焦虑症

状
,

并且预防性心理干预对减轻该五项焦虑症状是有效的

关于有无干预 各因子均分下降排序情况

由表 可见
,

通过预防性心理干预各因 户均分下降处 于

前五位的分别是 呼吸困难
、

乏力
、

睡眠障碍
、

静坐不能和恶

梦
。

这几项症状的改善除了由于预防性心理干预后
,

焦虑程

度减轻外
,

还与工作条件和环境改善有关
。

如
,

尺 疫情早

期
,

由于缺乏对该病的正确认识
,

多数医护人员出于 自身安

全的需要而过度防护
,

有的戴 一 层 口 罩
,

甚至戴 一 层

口罩
,

严重影响了正常呼吸 随着对 的正确认识的加

深和科学防护措施的采用
,

呼吸困难症状得到显著改善
。

另

外
,

社会支持系统的逐步完善
、

工作条件改善
、

工作强度减轻

均对缓解乏力
、

睡眠障碍等症状起到重要作用
。

单因子均分

下降处于后五位的分别是 手足颤抖
、

害怕
,

发疯感
,

愿意
、

频

数和胃痛
、

消化不良
。

其中尿意
,

频数和胃痛
、

消化不 良两症

状干预前后均分差异不显著的原因前文已进行 了分析
,

手足

颤抖
、

害怕和发疯感三个症状干预前后单分均值下降排在最

后三位原因为该三个症状在干预前后各因子均分排序中处

于最后三位 见表

表 实验组
、

对照组反向题单分均值与常模比较 又士

反向题单分均值

常 模 二

实验组 二 一

对照组 士

伴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来的是社会的恐慌
,

在重大灾

难出现时
,

心理干预与医疗救治应 同步启动
、

同时进行
。

目

前我国的心理救援与国外还存在差距
,

处于起步阶段
,

但心

理干预的介入正反映了国家的重视
。

此次对 一线护理

人员实施预防性心理干预实践结果表明
,

预防性心理干预可

有效降低应激状态下护理人员的焦虑水平
,

但对不同的焦虑

症状效果存在差异
,

为今后类似事件的心理干预 工作提供了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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