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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层医护人员心理状况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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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基层医护人员在面对突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的心理状况，为医院管理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依据常用
心理评估量表手册[1]、李小妹设计修订的中国护士压力源量表[2]等制定我院问卷调研，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工作负
荷情况、被派援疫区的个人意愿及社会支持情况三个维度进行调查。 结果 疫情期间基层医护人员承担着较重的工作负荷，存
在不同程度的担心、紧张及恐惧、工作压力大、疲劳、孤独等心理应激反应，在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下，大多数基层医护人员
都有强烈的援助疫区的个人意愿。 结论  针对基层医护人员存在的一系列的心理应激反应、工作负荷重等问题，医院管理者
可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措施，可通过提高社会支持系统提高抗疫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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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层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夜以继日
的奋战在抗疫一线，充分发挥出“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分类精准做好工作，我院作为一家县级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防控疫情的同时，坚持业务工作，维护医院和社会稳定，
需做好排查、及时发现、隔离、报告、转诊患者的工作，额
外增加的抗疫工作量加应对突发感染事件这一应激原，基层
医护人员会出现一定的心理应激反应。所以进行了此次医护
人员心理状况调查，希望能为管理者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由我院护理科研管理小组成员共同设计医务人员对新型
冠状病毒认知及情绪调查问卷表，运用多选式问题及等级评
分式问题（数字评分和 Likert 条目）进行评估）进行调查。
调查前，对我院 20 名医护人员进行了预实验，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 0.683-0.845 之间。采用在线调查法
（问卷星）对我院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共计 471 名进行了问卷
调查。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n=471） 

 基本情况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104 22.08% 

 女 367 77.92% 

年龄 18-30 186 39.49% 

 30-60 274 60.3% 

 60 以上 1 0.21% 

工龄 1-5 143 30.55% 

 5-10 120 25.48% 

 10 以上 208 44.16% 

职称 护理 269 57.11% 

 医师 202 42.89% 

婚姻状况 未婚 95 20.17% 

 已婚已育 55 11.68% 

 已婚未育 321 68.15% 

2.2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存在的心理反应 

采用多选式问题的方式，意在了解医务人员存在的心理
反应。n=471。在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和应对情况中，可见基层
医护人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担心、工作压力较大、疲劳、紧
张及恐慌、孤独、失眠、担心被感染等心理应激反应，其中，
担心、担心被感染选择频数最高（担心占 75.16%，担心被感
染占 61.15%）。研究发现，数据还表明，性别差异对其选择
有影响，选择担心的男性占比 72.12%，女性占比 76.02%，有
差别但不明显；选择担心被感染的男性占比 54.81%，女性占

比 62.94%，有较明显差别。同时也发现，有担心自己、家人
被感染因此存在减少与患者交流（14.44%）及与家人保持距
离的情况（56.48%）发生。 

项目 选择频数（%） 

担心 354（75.16%） 
工作压力较大 277（58.81%） 
疲劳 236（50.11%） 
紧张及恐慌 103（21.87%） 
孤独 48（10.19%） 

失眠 189（40.13%） 
担心被感染 288（61.15%） 

3 讨论 

21 世纪有多次致命性传染病暴发，如 SARS、埃博拉病毒
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不仅使医疗系统不堪重
负，医生和护士的医护工作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危险

[3]
。此次

公共突发感染事件发生突然，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感染病人，
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加之出现了少数病人感染医护人员状况，
对医护人员心理造成一定负担，担心感染状况发生

[4]
。有研

究显示，感染科护士要求调岗的原因中，担心环境的安全对
健康造成威胁者占 100%

[5]
。由于对新发或突发传染病的不甚

了解以及封闭式管理，多数护士会出现恐惧心理
[6]
。科室管

理人员应加强心理干预与支持，作为科室管理人员应时刻关
注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特别是女性医护人员，倡导正
能量，定期进行疏导，必要时撤出一线，给予适当的休息；
保证一线医护人员防疫物资的供给，医护人员根据岗位需求
穿戴适宜防护用品；做好医院通道及体温监测管理，减少医
护人员被感染风险；对于重大事件的发生应以官方发布的信
息为准，保证信息畅通，减少医院内医护人员的恐慌和猜疑，
缓解恐惧和焦虑心理。 

4 结论 

基层医护人员作为落实防控工作的主体，承担着较重的
工作负荷，自身也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在良好的社会支
持系统下，大多数医护人员有忘我的治病救人使命感，对前
线抗疫义不容辞。医院管理者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关注医
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必要时进行心理
疏导和举办心理咨询培训讲座，优化排班模式，合理安排工
作和生活。家庭和社会正确认识疫情，给与医护人员更多的
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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