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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军队基层医院突发疫情期间伤病员心理影响调查与护理对策。方法：收集突发疫情期间某部基层医院接收伤
病员 70例为观察对象，研究开展时间为 2020年 1月-2020年 12月，分析心理状况级影响因素，开展针对性护理对策。结
果：伤病员 SCL-90评分低，经伤病员心理因素 Logistic分析显示与环境因素、医务人员因素、家庭-社会因素具有高度关联，
差异显著（P<0.05）。结论：突发疫情期间伤病员心理影响因素较多，重视伤病员心理健康，开展心理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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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环境不断恶化，突发疫情事件受到临床医学高

度关注，易导致疫情大范围内传播，危害人们机体健康。疫
情存在传染性强、传播范围广、社会潜在危害性大等特异性
表现，突发疫情时，疾病进展较快，多为不明原因病毒诱感
疾病，临床较为常见疫情包括麻疹、流感、肺炎等，严重影
响伤病员心理健康，需开展有效心理护理干预，以提高治疗
依从性

[1]
；现本研究针对突发疫情期间，某部基层医院伤病

员心理状况进行调查，明确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制定
针对性护理干预对策，以确保伤病员身心健康，为临床治疗
增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突发疫情期间某部基层医院接收伤病员 70 例为观
察对象，研究开展时间为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其中
男性 52 例，女性 18 例，最小年龄 21 岁，最大年龄 49 岁，
年龄均值（36.92±1.42）岁。 

1.2 方法 

借助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伤病员心理状况进行评
估，共计 10 个指标，每个指标下分 1-5 级，主要分为强迫症
状、躯体症状、人际障碍、恐惧、焦虑、抑郁、精神病性等，
要求问卷当场发放，叮嘱伤病员独立完成，由护理人员于旁
边进行指导，及时进行漏填补填，确保问卷回收率 100%。 

1.3 统计学分析 

统计校验采用 SPSS24.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描
述，配对样本 t 检验，将 P<0.05 设为统计学差异标准值。 

2 结果 

2.1 伤病员 SCL-90 评分 

强迫症状均分（1.63±0.72）分，躯体症状均分（1.60

±0.84）分，人际障碍均分（1.79±0.88）分，恐惧均分（1.68

±0.77）分，焦虑均分（1.94±0.93）分，抑郁均分（1.68

±0.79）分，精神病性均分（1.58±0.71）分。 

2.2 伤病员心理状况 Logistic 相关因素分析 

经伤病员心理因素分析显示，与环境因素、医务人员因
素、家庭-社会因素具有高度关联，差异显著（P<0.05），见
表 1。 

表 1  伤病员心理状况 Logistic 相关因素分析[n/%] 

因素 OR 95%CI P 值 

环境因素 1.426 0.816-3.101 0.000 

医务人员因素 1.773 0.529-2.684 0.000 

家庭-社会因素 0.926 0.392-1.769 0.000 

3 讨论 

疫情往往伴随传播途径多、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
异性表现，呈急性发展，严重影响伤病员机体健康，于重大
疫情传播下，早期传染病病原体不明，人们对疾病病因病机、
临床治疗对策缺乏认知，易导致心理负担；经本研究 SCL-9

评分显示，强迫症状均分（1.63±0.72）分，躯体症状均分
（1.60±0.84）分，人际障碍均分（1.79±0.88）分，恐惧
均分（1.68±0.77）分，焦虑均分（1.94±0.93）分，抑郁

均分（1.68±0.79）分，精神病性均分（1.58±0.71）分；

经伤病员面对突发疫情心理因素分析显示与环境因素、医务
人员因素、家庭-社会因素具有高度关联，差异显著（P<0.05），
伤病员心理状况普遍不佳，于治疗期间需辅以有效的护理干
预，缓解不良情绪；（1）组建健康护理小组，针对军队基层
医院伤病员心理状况评估结果进行分析，通过采用头脑风暴、
小组座谈等方式，明确伤病员心理护理需求，制定个性化心
理护理对策，借助有效的心理评估工具，评估心理状况，明
确伤病员恐惧、抑郁、焦虑等情况，借助自我效能、心理健
康评估量表为参照，为伤病员制定针对性护理对策；于心理
评估后，加强伤病员隐私，避免因护理因素，加重伤病员心
理负担，降低其他因素干扰，以确保科学、客观、循序渐进
评估伤病员心理状况，确保心理护理工作开展；明确伤病员
不良心理状况诱发因素，经由上述调研结果发现，伤病员伤
病员因住院就医，环境因素影响极易导致伤病员出现恐惧、
焦虑、害怕等情绪，受疾病认知不全影响，伤病员伤病员对
疫情防控抱有焦虑情绪，担忧疾病病情，易出现孤独、恐惧
等负面情绪，加之疫情期间，限制出行，治疗期间缺乏家人、
朋友的关心，内心较为空虚，护理人员未给予重视，导致伤
病员不良情绪的发生，需针对不同伤病员家庭状况、社会背
景、性格特征、病情及教育程度等因素，客观评估心理问题，
明确心理护理需求；结合上述心理问卷评估表，进行问题总
结，明确伤病员不良心理因素继发原因，制定针对性的护理
干预对策

[2-3]
；（2）个性化心理护理对策：针对不同伤病员心

理状况、自我调节能力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针对盲目恐惧
伤病员，于疾病治疗基础上，加强健康宣教，借助面对面宣
教、多媒体群众等方式，针对疫情病因病机、临床治疗注意
事项、预防对策、康复锻炼等相关情况，给予伤病员科学讲

解，有效消除盲目恐惧、抑郁等情绪，针对临床最新研究及
疫情防控情况，对伤病员进行讲解，帮助伤病员提高预后期
待，树立疾病治疗信心，以提高伤病员治疗依从性；针对伤
病员疑惑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重点告知隔离治疗开展重要性
及必要性，争取伤病员配合，避免因隔离治疗导致伤病员出
现盲目恐惧等情绪，给予伤病员语言及肢体上的鼓励；（3）
加强护患沟通，确立良好护患关系，于临床护理工作期间，
明确伤病员心理状况对疾病进展的影响，了解伤病员心理、
生理需求，给予伤病员多元化护理干预，主动询问伤病员护
理需求，给予伤病员呼唤沟通，借助有效护患沟通技术，确
保伤病员切身感受到医务人员的关怀，以规避陌生环境因素
导致机体应激反应发生，提高伤病员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利
于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为临床治疗及护理工作开展提供基
础；（4）环境管理：考虑伤病员伤病员治疗周期不定，陌生
环境易导致机体应激反应情况发生，于隔离治疗期间，尽量
给予伤病员安全、舒适、温馨环境，避免因环境因素加重不
良情绪发生，考虑治疗周期较长，为避免独处导致的内心不
适，可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促使伤病员身心放松，改善伤病
员精神状况，避免因环境因素导致伤病员情绪紧张，影响伤
病员心理健康；（5）家庭支持、社会支持，于伤病员隔离治
疗期间，给予伤病员有效情感支持，主要来自于家庭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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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助互联网，确保伤病员与家属之间进行沟通，给予
伤病员情感支持，帮助伤病员树立疾病治疗信心，有效改善
伤病员孤独、抑郁等不良情绪，鼓励伤病员家属多给予伤病
员情感安慰，帮助伤病员改善不良心理状况；开展有效的社
会支持，借助多途径沟通的方式，帮助伤病员形成积极、乐
观、开朗生活态度，战胜恐惧心理，改善不良心理状况；（6）
加强高素质护理队伍建设，考虑突发疫情较为急促，对医务
人员专业素质、应急能力、军事素养均、护患沟通能力具有
较高要求，于临床开展之前，需加强高素质护理人才建设，
针对职业道德、政治思想、军事素质进行培养，要求护理人
员具备临危不惧的品质，在面对突发疫情时，可于第一时间
于开展有条不紊工作，需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意志坚定，
避免慌乱，并借助良好护患沟通情况，尽快融入到抢救工作
当中，熟练掌握各类急救技能及疫情防控意识，加强自我防
控同时，开展疫情安全管理，注意护理人员心理状况，帮助 

护理人员协调工作与家庭的重心，以确保其全身心投入
到临床工作中

[4]
。 

综上，突发疫情期间，伤病员心理影响因素较多，重视
伤病员心理健康，开展心理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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