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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是一种新型乙类传染病。有很长的潜伏期并具有传染性，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过程中，医护人员与患者

近距离接触，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医护人员在治疗和护理工作过程中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本文从疫情对医务人员造成心理压力的来源

及采取的对策等方面探讨如何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减轻医护人员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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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 2019 年 12 月在中国武汉

首次发现的一种新型传染病。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境

外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我国将该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

施。面对不断蔓延的疫情，国家卫健委根据病原体的特征及临床表

现发布了一系列诊疗与防控指南[1]，这对疫情的控制起到了很重要

的的作用，但当下形势还是很严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多样，

潜伏期较长具有传染性,无症状患者也具有传染性[1-3]，从而给一线医

护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如何才能达到疫情防控目的，减轻交

叉感染的高风险给一线护理人员带来的心理压力。 

1 医护人员心理压力来源 

心理压力又称为心理应激，心理紧张。它是个体“觉察 ”到

环境刺激对生理，心理和社会系统过重负担时，所出现的整体现象，

所引起的反应可以是适应或适应不良的[4]。 

1.1 环境因素：新冠状病毒大肆蔓延传播，面对每天确诊人数

不断增长的现状，一线医护人员必须克服气候带来的身体不适，还

要尽快熟悉新的工作环境，熟练掌握工作流程并尽快展开救治工

作。每天与患者近距离的接触并完成繁重琐碎的诊疗和护理工作，

加大了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这使原本就缺乏的医护人员承受

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1.2 认知因素：一线医护人员可能会因为自我要求“过高”，

造成一定的思想压力。如全力救助的患者治疗效果未能达到预期

时，可能会出现失落、抑郁、否定自己。自我要求过高与现实的落

差而造成的她们的心理压力。 

1.3 身体因素：由于持续紧张和高强度工作，一线医护人员常

处于身心疲惫状态，如果得不到较好休息，则可能出现失眠、焦虑

症状；如果叠加工作受挫或工作不被理解，则可能出现自责、无力

感。持续紧张和高强度工作造成她们身体不适而带来的心理压力。 

1.4 职业危险因素： 

1.4.1 医护人员不单单只是一个角色，在生活中她们扮演着很

多不同的角色，在情绪方面，她们会出现“害怕亲属和朋友为自己

担心”的想法，可能会因在一线工作时不能兼顾家庭角色和职责而

出现自责情绪。每天时刻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医疗物资短缺

的焦虑；面对病人的死亡以及他们痛苦、恐慌、不安等负面情绪。 

1.4.2 一线医护人员工作强度大，工作内容繁杂琐碎，工作要

求高，工作危险性高，每天与传染患者密切接触，被感染风险高。

传染病重大疫情造成医务人员感染甚至伤亡，给一线医护人员造成

恐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2  解决心理压力的对策 

2.1.1 提高医护人员的心里素质及心里承受能力，学习相关的

心理卫生知识，学习释放压力和正式压力，学会自我控制和调节情

绪。定期组织专业心理辅导，通过专业辅导，让医护人员掌握应对

压力的技巧，以改善不良情绪，保持愉快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5]。 

2.2 社会各界应充分接纳护理人员表达紧张、害怕、焦虑、不

满等负性情绪；理解他们的疲惫、无助、身体不适、心理压力；支

持和理解他们在不能承受工作重负时而调离一线工作或休息，鼓励

有心理困扰和应激症状的医护人员主动求助和自我调整。 

2 .3 对于已经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要合理排班，保证充分

的睡眠和饮食，提供隔离的休息区和睡眠区。 

2.4.1 确保一线医护人员信息通畅，可及时获得官方、院方和专

业组织发布的疫情通报、医疗指南等信息；鼓励和促进同事间的沟

通和交流，加强与亲属及朋友的沟通交流，及时宣泄不良情绪，相

互支持，相互鼓励，已达到及时减压，获得心理支持。 

2.1.2  为降低医护人员被感染的风险，对于将要进入一线工作

的医护人员，进行岗前压力管理培训和职业防护岗前培训，严格执

行传染病各项护理操作技术，提高自身防护意识，摒弃不良个人操

作习惯，熟练掌握穿脱防护服流程和防护用具的使用方法。医院提

高 COVID-19 的认知和防护措施，物质配备要充足。这些都是为了

降低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6]。 

当前 COVID-19 疫情仍然严峻，在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的特殊时

期，了解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并给予积极的关注和指导，

有利于防控疫情工作的有效开展。减轻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也

是战胜防控疫情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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