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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 2019 年底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目前仍然处于研究阶段的新型传染性疾病。因其起病隐匿、传染性强、人

群普遍易感、疾病进展迅速等特点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恐慌，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已构成影响公共健康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

分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状况，提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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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9 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席卷武汉、中国乃至全世界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及挑战。每天出现在

各大新闻头条的各种信息以及目前仍在快速增长的新增确诊人数，

让人类本就焦躁的心情变得更加焦虑敏感。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传

染疫情，精神心理危机干预以及有效的护理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为此，本文对新冠肺炎患者心理状况和护理进展进行了相关综

述。具体如下文所示。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概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它是由新型冠状病毒（nCoV）

感染所引起的肺部的炎症性疾病。2020 年 1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

织（WHO）将新型变异的冠状病毒命名为 2019-nCoV。微生物学显

示，2019-nCoV 为β属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

多形性，直径大约在 60nm 至 140nm。2019-nCoV 传播途径广泛，

呼吸道传播是其主要传播途径，如飞沫传播、接触传播以及气溶胶

传播等，消化道传播亦有可能。本疾病起病隐匿，潜伏期一般为 3

天至 7 天，最长可达 14 天。多数患者早期以发热、乏力、食欲不

振以及干咳为主要临床表现。少数患者会出现鼻塞、流涕以及腹泻，

及少数患者无症状。典型的肺部影像学特征为：早期肺外带呈现出

多发的小斑片影，可伴有肺间质改变，随着疾病的进展，可出现双

肺磨玻璃影以及浸润影，病变严重者可有肺实质改变。该疾病进展

迅速，可在 1 周左右出现呼吸困难，更为严重的患者可出现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以及凝血功

能障碍等，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健康[2]。 

2、新冠肺炎患者心理状况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面对

无法预测的疫情，担心和恐惧是在所难免的。再加上由于疫情防控

的需要，所有患者都要在特定的地方隔离治疗，因而就有更加充裕

的时间去关注网络媒体上的各种负面消息，这使人们原本就紧张的

情绪更加严重，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心理问题。比如过分的紧张、焦

虑、恐惧、担心、易激惹、脾气变差、怨天尤人，对生活中其他的

事情漠不关心，过分地关注疫情消息并常常因为疫情消息而愤怒，

整日郁郁寡欢。大部分患者都认为自己无辜被感染，不愿意面对确

诊的事实。再加上患者对隔离病区不熟悉，治疗期间又不允许亲朋

好友探视，孤独感和无助感也随之而来。面对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

也会使患者的恐慌加重，即使是治愈出院的人数成倍增加也无法缓

解他们的情绪，因为大部分患者还是会担心自己即使治愈后也会出

现愈后不良情况，或者是治愈出院后会被周围人排挤，遭到歧视[3]。 

3、新冠肺炎患者的护理 

（一）一般护理，嘱咐患者多休息、加强营养、保持室内空气

新鲜，密切关注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一旦出现特殊情况立即通知

医生处理[4]。（二）重症护理，对于病情严重的患者，要加强护理，

保证患者维持足够的氧及氧分压，维持患者的心肺功能。一旦患者

出现缺氧或是呼吸困难等情况，需要立即进行气管插管。对于已经

插管的患者，要定期为患者吸痰，由于 2019-nCoV 可通过呼吸系统

传播，因此，吸出的痰液必须妥善处理[5]。（三）心理护理，责任

护士应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做好劝导工作，引导患者控制好自己

的情绪，切勿大悲大喜，避免情绪波动，在临床护理过程中对患者

要有耐心，多听取他们提出的疑问，并且还应该耐心为其解答，为

患者讲解其目前的病情、治疗的目的和意义、治疗的效果、可能会

面临的问题和预后，以及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使患者

对自身病情和治疗措施有更充分的了解，消除他们对疾病及预后的

多种顾虑和焦虑情绪，让患者从心里认同、理解、信任医护人员，

从而提高他们的依从性，保证患者能以健康的心态配合治疗。同时，

护理工作者在与患者交流时要注意交谈的方式和语言，多用具有暗

示作用的语言，避免使用消极的语言，而使患者过度担心病情，情

绪抑郁，食欲减退等，影响患者预后。（四）其他护理，包括营养

支持、维持体液及电解质平衡、预防感染以及疼痛护理等[6]。 

4、展望 

武汉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大获成功，建立专科医院进行更为规

范的护理必将会成为防治传染性疾病的发展趋势。此外，新型防护

器材也会在传染病的护理中发挥重要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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