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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新冠肺炎期间儿科住院护士的心理压力源分析及应对措施。方法：随机抽取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期间本科室儿科护
理人员 37 名，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n=20）、观察组（n=17），对照组沿用常规管理模式，观察组则增加心理压力纾解方法，对比两组护理
人员情绪指标。结果：观察组护理人员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新冠肺炎期间儿科住院护士面临着疾病治疗、感染以
及救治方法方面的压力，心理压力较大，因此需要使针对问题提出适宜的干预措施，保证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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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去年 12 月份在武汉爆发，后在全国大面积传播，

该病在任何年龄阶段均可发病，儿童也存在感染的情况。但是目前
该病传染性强，无较好的治疗方法，因此儿科工作压力也在增加，
不仅需要面对患儿的确诊、隔离与救治，同时需要面临自身的感染、
未感染患儿的救治，工作压力较大，工作侧重点也会转变，因此需
要对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源进行分析[1]，以促进患者更好的恢复，
详细内容包括：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2 月期间本科室儿科护士 37
名，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n=20）、观察组（n=17），对照组年龄最
小 22 岁，最大 42 岁，中位年龄（32.52±2.60）岁；观察组年龄最
小 22 岁，最大 42 岁，平均年龄（32.00±2.50）岁。对两组护理人
员各项情况指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依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按照医院的需求安排护理人
员的各项活动，对工作相应的过程进行考察，对于工作中反应的问
题进行及时处理。 

观察组则在新冠肺炎期间分析护理人员心理压力源出现的原
因，并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护理人员在新冠肺炎期间普遍存在恐
惧的心理，一方面对于该疾病的症状了解不清晰，另一方面防护措
施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医院需要安排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活
动，将新冠肺炎的最新疾病信息，包括发病特征、治疗过程以感染
途径等进行告知，并将防护最新措施进行详细的讲解，以消除心理
压力；新冠肺炎期间儿科住院护士可能需进行相应的隔离处理，因
此在隔离期间需要加强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工作，医院组织心理科室
与护理人员进行交谈，了解现阶段工作中面临的心理问题，对其心
理方面的问题进行疏导；护士长在护理工作者中承担着领导者和执
行者的角色，在新冠肺炎这个特殊的时期一定要关注护理人员的情
绪变化，耐心了解护理人员的诉求，并在认真整理之后进行解决，
以免除其后顾之忧，更加轻松的投入至工作中；合理安排作息，新
冠肺炎期间护理人员需要身着防护服工作，对身体和护理工作均带
来极大的不便，因此在该阶段需要对工作时间进行相应调整，缩短
工作时长，做好后勤工作，保证护理人员在隔离工作期间可享受生
活方面的关怀，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2]。 
1.3 观察指标 

分析护理人员的心理情况，使用焦虑（SAS）、抑郁量表（SDS）
评价情绪指标，分数超过 50 分表示存在焦虑、抑郁情绪，51-60
分表示轻度，61-70 表示中度，＞70 分表示重度。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0.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 x ±s）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表示，P 检验，P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干预前，两组 SAS 和 SD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观察组护理人员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1。 

表 1 分析两组治疗指标（ x ±s）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17） 62.67±3.13 56.47±2.51 44.56±4.14 41.06±2.55 
观察组（n=17） 62.43±2.41 52.48±2.61 43.57±2.65 41.05±2.51 

t 1.514 16.482 1.305 1.348 
P 0.614 0.000 0.951 0.684 

3 讨论 
儿童属于新冠肺炎的易感染人群，儿科工作人员的压力也较

大，在疫情发生之后需要面临心理上的压力，护士要直接、密切地
接触患者，感染风险高、心理压力大，在工作期间需要穿戴层层防
护装备后，透气差、闷热，给工作带来非常严峻的考验，同时在工
作的过程中患儿自身的年龄较小，存在一些治疗不配合的情况，对
工作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在工作中承受了较大的心理压力，
出现了急躁、抑郁、委屈等应激反应，需要针对上述问题的原因提
出针对性的配合措施，调整心理状态[3]。 

上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观察组护理人员焦虑、抑郁评分低于
对照组，P＜0.05。分析原因：新冠肺炎期间护理人员出现心理压力
的原因一部分源于疾病本身，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不深，对于这种
感染性较强的疾病存在恐惧心理，分析原因：①穿隔离衣感到憋气、
操作不便 ②使用防护用品过程中出现意外暴露③担心医用物资短
缺④家人为自己担心⑤担心家人被感染⑥对新冠肺炎缺乏足够的
认知⑦担心 疫情扩大；⑧无特效药和疫苗⑨传染病学知识不够熟
悉；患者家属不信任、不配合；给疑似患儿近距离操作治疗等。因
此对疾病知识进行讲解非常必要，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疾病，掌握
自我防护的方法，以提升护理工作人员的安全感，减少心理压力；
心理科室开展相应的心理疏导工作，及时听取护理人员的心理感
受，评估其在工作中出现消极情绪的原因，以主要问题着手开展共
同讨论工作，指导护理人员解放自我，消除负性情绪[4]；护士长作
为领导者，需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作用，在工作中合理引导护理人员
释放压力，进行相互之间的鼓励，使情绪可以得到松弛和宣泄；增
加对生活方面的干预，减少排班时间，加强营养[5]，以保证机体方
面的稳定性，可以尽早恢复至良好的功能状态。因此在上述措施实
施后观察组护理人员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 

综上可见，新冠肺炎期间儿科住院护士的心理压力源来源于疾
病本身以及医院的日常管理，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宜的心理疏导
与生活、工作方面的干预，保证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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