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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员心理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的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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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次研究主要指出改善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员心理状况的策略，包括创设优良工作环境、提高对护理再教育关

注程度，建立科学用人机制、成立护士心理咨询室，提高社会支持等，旨在通过研究减轻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健

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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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points out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nursing staff in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including creating a good working environment, increasing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to nursing re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employment mechanism, establishing a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room for nurses, and improving social support. The aim is
to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nursing staff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throug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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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科是医院最重要的科室部门之 一 ，科室内部

面临 的风险巨大，再加之 医院工作 环境、工作 强度、升职压

力、社会心理支持不 足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都很大程度上 影

响到该科室护理人 员的心理健康，亟 需采取措施改善[1]。
1 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员职责

要分析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 员的心理状况，就要立足于

其工作 本身探究。 以 某医院感染疾病科室的“护士岗位说明

书 ”为 依据分析，该科室护理人 员日常工作 中 应当负责的事

务包括以 下 几点：第一 ，负责病房消毒及医务用品管理。 例

如领取药品、物品消毒、检查和补充各类用品、保持病房整

洁和秩序等。 第二 ，负责对患者的护理工作 及辅助诊疗。 该

类工作 的时间占比最多，约 50%，包括对患者的心理护理、

健康教育、采集检验标本，辅助诊疗、输液、皮试、巡视病

房、护理会诊等等诸多事 务。 第三 ，负责患者入院出院、转

科等手续办理。 第四，负责科研教学工作 。 第五 ，负责完成

其他 上 级所交 办的任 务。
2 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员心理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

2.1护理人 员心理状况调查现状

感染科护理人 员工作 很可能接触到患者血液、体液、分

泌物，面对不 同患者疾病带来的不 确定感、职业 暴露的危险

性，再加之 工作 任 务重，都很大程度上 加大护理人 员的心理

问题，尤其是焦虑的问题极为 突出[2]。 回顾总结近年来国内

的研究现状：学者马运玲（2014）选出医院内的 224名例护

理人 员研究，其中 有 112名属于 感染疾病科室为 一 组，其余

的护理人 员均为 其他 科室并组建成一 组[3]。 利用 SAS（焦虑

自评量表）、SSRS（社会支持度表）等问卷表格来评价 两 组

的心理状况，得出结果感染疾病科室的护理人 员焦虑程度更

高，其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也 更低。 学者陈茹、陈艳艳、林

素燕（2016）扩大了 研究样本，选择了 6所三 级医院的护理

人 员为 样本研究，最终回收问卷 206 份 ，得出结论该科室护

理人 员的焦虑状况较明显，25岁以 下 护理人 员焦虑检出率明

显更高[4]。 段亚 辉（2017）同样以 32名感染疾病科护理人 员

和其他 科室的 32名护理人 员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也 和马

运玲的调查一 致[5]。 郭军、张媛、马乐 （2021）选出 50例感

染性疾病科护理人 员为 对象研究并指出有 81.25%（41/50）
的护理人 员都处于 焦虑状态中 ，中 度焦虑 18.75%（9/50），

重度焦虑占据 6.25%（3/50），另外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 员

的社会支持情况评分（38.37±6.34）分，明显低于 其他 普通

科室护理人 员的评分（46.75±5.26）分，组间差异较突出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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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影响护理人 员心理状况因素

在学者段亚 辉（2017）研究中 有 100%（32/32）的护理

人 员担心被传染或传染给家人 ，有占比 56.25%（18/32）的

护理人 员受到物理、化学刺激后导致心理状况不 佳，有 50.0%
（16/32）的护理人 员觉得缺乏 理解和支持，有 40.63%（13/32）
的护理人 员因为 经济收入而产 生不 良心理状况。 另外该学者

认为 医疗纠纷（28.13%）、职业 防护知识缺乏 （9.38%）、

对疫情认知不 足（6.25%）也 是影响护理人 员心理状况的因

素。 笔者综合相关研究结果总结出以 下 几点因素：（1）工

作 环境因素。感染性疾病科室通常设置在更偏僻、隔离位置，

封闭性强，护理人 员在物理化学刺激下 会降低工作 舒适度，

也 担心被感染或传染给家人 [6]。 （2）工作 强度大、数量大。

护理工作 结合了 脑力和体力劳动，而科室存在的风险性，也

会威胁到护理人 员心理状况。 （3）继续教育、升职压力。

现代 医学模式更新下 开始涌现更多新的护理技术，不 注重护

理人 员再教育培训，也 可能加大其工作 压力。 （4）护患关

系。 该科室中 有部分患者及其家属的依从 性差，不 愿意配合

隔离，比如还有呼吸道传播疾病患者不 愿意佩戴口罩等等，

在沟通中 都可能因为 护患纠纷而加大护理人 员心理负担。（5）
社会心理支持不 足[7]。

3 改善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员心理状况策略

3.1解决护理人 员切身利益问题，创设优良工作 环境

要解决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 员的心理问题，可从 基础的

工作 安排等方面来处理，解决部分护理人 员工作 超负荷的问

题，同时适当提升护理人 员的工资待遇，吸引更多人 才愿意

参与 到该科室工作 及建设中 。 良好的工作 环境、和谐的人 际

关系，是解决护理人 员心理问题的基础条件 [8]。 以 下 列举 出

几点措施：首先，科室内要合理调配人 员岗位，让有丰 富工

作 经验且 责任 心强的科室护理人 员来指导新入院的护士，为

新护士耐心开导，告知其护理工作 的日常重点和难点。 当护

理人 员在工作 中 遇到压力较大的事 情或困难时，可及时让科

室其他 人 员协助，解决在学习 、技术上 所遇到的新问题，更

顺利地度过职业 的困惑期。 其次，科室要深入挖掘护理人 员

的潜能，为 人 员创设出发挥的平台，增强护理人 员的工作 动

力。 日常工作 中 可支持和帮助护理人 员完成各种业 务培训、

职称晋升等任 务，且 科室内可定期举 办技术比赛、专 业 演讲

等等，都能更有效地释放护理人 员平时的工作 压力。 此举 措

还能帮助护理人 员增进和领导、同事 间的情谊，促进发展其

正常的人 际交 往关系。最后，科室内应当科学安排人 力资源，

在特殊情况下 所有护理人 员要有团队协作 意识，互 相帮助并

解决问题[9]。

3.2提高对护理再教育关注程度，建立科学用人 机制

其一 ，科室要提高对护理人 员再教育的重视度。 伴随社

会进步和发展，以 往的以 疾病为 中 心的护理理念早已转变成

如今 的“以 患者身心健康为 中 心”，而护理工作 也 从 以 往的单

一 操作 转变地更多元化，各种新理念、新技术的出现，让传

统护理专 业 所培养的人 员已经不 能适应当前学科发展的需

要。 护理人 员的再教育问题，是时代 、学科、护理人 员自身

发展需要[10]。 医院可根据自身条件 为 感染性疾病科的护理人

员提供再教育条件 ，配备专 业 培训的设备、场所及书 籍，定

时更新杂志刊物，帮助该科室护理人 员丰 富个 人 的知识储备。

医院可增加该科室护理人 员的进修机会，通过创设出公平竞

争 的环境，让更多护理人 员树立积极明确的人 生目标，也 能

缓解心理压力。 其二 ，科室内建立科学化的用人 机制。 科室

合理调配医护、护护间协作 关系，要求护理人 员要分析感染

性疾病患者的需求，维护护患关系。通过做好各类保障工作 ，

能有效缓解护理人 员心理压力。

3.3成立护士心理咨询室等平台，开展职业 心理教育

由于 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 员的工作 存在高风险、不 规律、

不 稳定性等诸多特点，在高强度的工作 压力大导致护理人 员

的心理健康遭受明显的威胁。 有诸多研究证实，该科室的护

理人 员常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躯体化严 重程度甚

至居于 行业 前列。 医院在条件 允许下 可成立护士心理咨询台

等平台，以 更好地开展职业 心理教育工作 ，满足护理人 员心

理咨询需求。 首先，成立心理咨询工作 组。 工作 组成员均持

有国家下 发的 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且 小组内包括了 护

理部主 任 、护士长、专 业 心理医师等。 护理部主 任 担任 小组

组长，负责对整个 心理咨询工作 统筹安排[11]。 其次，心理咨

询室主 要工作 包括利用软件 进行心理测评、心理沙盘分析、

体感放松、拓展训练技能等，每年对我院感染性疾病科护理

人 员进行 7~8次的心理知识讲座，以 保障心理教育的有效性。

最后，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选择 SCL-90
即（症状自评量表 SCL90）等专 业 量表评估科室护理人 员心

理状态，专 业 咨询师则根据结果来筛查出问题较严 重者为 其

实施干预方案[12]。 医院内部网站也 设置了 心理健康网页板块，

医院宣传组成员负责定期维护和更新。 网站包括心理咨询室

的排班情况、活动通知、心理健康文摘等，护理人 员也 可登

录账号在线学习 [13]。

3.4切实提高护理人 员社会支持，合理解决护患纠纷

其一 ，要切实提高感染性疾病科护理人 员社会支持程度。

有学者认为 ，该科室护理人 员的心理状况，和其个 人 获得到

的社会支持间存在紧密联系。 通常情况下 ，获得的社会支持

越多，那么 护理人 员相应的不 良情绪和状态会更少。 具体可

从 以 下 两 个 方面来实施：（1）行政管理干预。 医院要以 人

文关怀理论为 依据，建立以 人 为 本的新型管理机制，多加关

注该科室护理人 员的心理问题，做好各种后勤保障工作 [14]。

（2）认知行为 教育。 医院要为 该科室的护理人 员做好岗前

培训工作 ，增强护理人 员的防护能力。 同时及时向护理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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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卫生部、省卫生厅等下 发的疫情信息及治疗指南，避免

部分护理人 员对疾病的不 确定而造成过度的紧张和焦虑[15]。

其二 ，要合理解决护患纠纷。护理人 员在工作 中 要严 于 律己，

尽可能避免纠纷事 件 的发生。 在和患者沟通时注意讲究语言

技巧，多了 解感染性疾病患者的情绪变化，更耐心为 其解释

相关内容。 在工作 中 护理人 员要保持良好心态，不 断更新新

理念和知识提升综合素质。 出现纠纷需理智对待，做好对患

者的说服教育。
4 小结

综上 所述，感染性疾病科室是各种类型疾病较集中 的场

所，和其他 科室护理人 员比该科室护理人 员往往承受更大的

精神压力，心理状况改善迫在眉睫。 在未来的研究中 ，还可

从 感染性疾病科室护士的心态分析及对策上 加以 阐述，例如

该科室护理人 员常有恐惧感增加、得不 到理解及支持、无价

值感、自卑感强等表现形式，可能和护理人 员自身素质低、

社会不 重视、分配制度不 平衡等方面有关，也 可剖析出其对

应措施。 另外，当前正处于 新冠疫情防控重要背景下 ，在此

形势下 如何守护护理人 员的心理健康也 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疫情形势下 ，有部分护理人 员出现紧张焦虑、悲伤抑郁、

压抑愤怒、睡眠障碍、心理弹性变差等问题，如何采取措施

守护其心理健康，缓解心理压力也 是亟 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总而言之 ，医院对于 护理人 员的关注和重视，能够很大程度

改善护理人 员的心理压力，促使护理人 员发挥工作 热情和创

造力，从 而更好地建设医院及服务社会，具有长远且 重大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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