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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由于病毒可在人与人间传播，

且具有较高传染性，医务人员的工作受到极大挑战，尤其一线医

护人员，因工作负荷明显增加，极易导致其生理状态不佳，容易

出现心理问题。新冠疫情较突然，在短时间内受到感染的病人增

加，导致医务人员心理压力明显上升。而且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工

作量较大，而且受到防护需要，医务人员无法正常饮食、如厕等，

导致其生理心理承受较大压力[1]。因此，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生理心理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以便为其提供合

理干预措施。本研究选取836名医护人员，探讨其生理心理状况。

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3 月 1 日 -31 日 836 名医务人员，其中男 325 例，

女 511 例；年龄 23-41 岁，平均年龄（30.85 ± 2.16）岁。已婚 673

名，未婚 163 名。已育 658 名。内科 265 名，外科 184 名，妇产科

63 名，儿科 56 名，五官科 128 名，急诊科 140 名。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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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生理心理状况。方法：在2020 年 3 月1 日 -31 日通过生理心理问卷调查方

法，对836名医务人员进行生理心理状况调查，统计分析其严重心理疾病（SMI）状况。结果：836名医务人员中506例（60.53%）出现生理心理

问题，包括：疑病症56例，焦虑和恐慌275例，愤怒和强迫47例，睡眠障碍和抑郁45例，认知和行为问题55例，情绪相关的躯体不适28例。

SMI组与无SMI组在年龄、是否有伴侣、本人是否疑似感染新冠、亲属疑似感染新冠、控制情绪难度、近期做与新冠有关的梦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性（P<0 . 05）。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出现生理心理问题较为常用，应实施合理心理干预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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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836名医务人员采用生理心理问卷进行调查，包括疑病症、

焦虑和恐慌、愤怒和强迫、睡眠障碍和抑郁、认知和行为问题、情

绪相关的躯体不适等。并对 SIM 产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SPSS20.0 处理，计数资料经 x 2 检验，计量资料经 t 检验，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 836 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506 例（60.53%）出现 SMI，设

定为 SMI 组，主要包括：疑病症 56 例，焦虑和恐慌 275 例，愤怒

和强迫 47 例，睡眠障碍和抑郁 45 例，认知和行为问题 55 例，情

绪相关的躯体不适28例。SMI组与无SMI组在年龄、是否有伴侣、

本人是否疑似感染新冠、亲属疑似感染新冠、控制情绪难度、近

期做与新冠有关的梦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性（P<0.05）。见表 1。

3  讨论

面对突发疫情，医务人员往往在生理、心理方面出现不良状

态，包括躯体化、焦虑、抑郁、恐惧等。尤其一线工作人员，因

与疑似、确诊患者进行直接接触，医务人员往往有担心感染的心

理产生，甚至有的医务人员出现消极情绪，导致医务工作受到一

定影响[2]。因此了解医务人员心理状态，并及时予以心理干预具

有重要意义。

经研究可知，在 506 例（60.53%）出现生理心理问题，包括：

疑病症 56 例，焦虑和恐慌 275 例，愤怒和强迫 47 例，睡眠障碍

和抑郁45例，认知和行为问题55 例，情绪相关的躯体不适28例。

SMI组与无SMI组在年龄、是否有伴侣、本人是否疑似感染新冠、

亲属疑似感染新冠、控制情绪难度、近期做与新冠有关的梦方面

具有明显差异性（P<0.05）。由此可知，SMI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

影响，而且面对突发疫情，医务人员出现生理心理不良状况的几

率较高，尤其是疑病症，在医务人员中发生几率较高，主要是因

疫情暴发后，医务人员需与大陆患者近距离接触，受到感染的风

险较高，极易出现情感反应，若机体不适，极易出现疑病症。医

务人员虽然掌握较多医学知识，但面对新冠疫情，未知性高，医

务人员也容易出现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甚至由于内心无法保

持安全感而出现愤怒情绪，有的则因重复洗手、消毒等而出现强

迫症[3]。高强度工作容易导致睡眠受到影响，极易出现抑郁情绪。

因受到应激反应的影响，导致其认知和行为往往出现异常，甚至

因素
无SMI组

（n=330）

SMI组

（n=506）

年龄 30.25±1.06 29.65±1.03 8.138 0.000 

是否有伴侣
有 232(70.30) 304(60.08)

9.075 0.003

无 98(29.7) 202(39.92)

居住社区是

否有疫情

有 53(16.06) 105(20.75)
2.867 0.09

无 277(83.94) 401(79.25)

本人是否疑

似感染新冠

是 17(5.15) 63(12.45)
12.297 0.000 

否 313(94.85) 443(87.55)

亲属疑似感

染新冠

是 3(0.91) 23(4.55)
8.765 0.003 

否 327(99.09) 483(95.45)

控制情绪  

难度

不困难 160(48.48) 105(20.75)

34.604 0.000 困难 80(24.24) 160(31.62)

非常困难 90(27.27) 241(47.63)

近期做与新

冠有关的梦

几乎没有 245(74.24) 108(21.34)

41.922 0.000 有时 80(24.24) 235(46.44)

经常 5(1.52) 163(32.21)

x P2

表1      两组相关因素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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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出现生理心理问

题较为常用，应实施合理心理干预，予以合理心理支持，可消除

医务人员负面情绪，使之积极参与导致工作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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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皆兵，而强烈的负面情绪容易导致机体健康受到影响。面对

疫情，应对医务人员应激障碍，对医务人员进行及时培训，使之

在面对重大灾难事件面前建立调节情绪方法，可建立心理防御机

制。适当焦虑可促使医务人员提高防范意识，并对危险缓解进行

有效回避。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应及时对医务人员心理状态实时

科学评估，如有异常应进行及时干预，实时合理调节[4]。应疫情

面前，医务人员工作压力明显增加，都在其生理、心理面临极限，

因此需及时评估医务人员抗压能力与应激反应，合理排班，避免

医务人员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应提高其睡眠质量，及时补充营养。

面对新冠疫情，医务人员之间的彼此沟通交流，可互相理解，尤

其是一线工作人员，相互慰藉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可对

医务人员进行心理疏导，使之述说工作中的压力、感受等，使之

负面情绪得以疏导，使之能够及时调整情绪及状态[5]。对患者进行

预认知行为治疗，指导医务人员合理冥想，正确进行呼吸、放松

训练，可缓解医务人员压力，避免其应激反应严重。对医务人员

进行合理信息管理，因疫情网络信息较多，容易导致医务人员产

生不安全感，应及时对医务人员讲解权威信息，提高其对新冠疫

情的正确认知能力，避免负面信息导致其产生焦虑、恐慌情绪[6]。

可指导医务人员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通过情感支持提高信心。

新冠疫情期间，虽然大家活动受到限制，但在有限范围内，指导

医务人员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形成良好规律性，可通过营造

轻松环境避免负面情绪产生。因疫情导致很多人承受较大压力、

焦虑、恐慌等，甚至有的身心受创。而医务人员面对患者，极有

可能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医务人员应进行积极自我调整，若负

面情绪较为严重，无法进行自我调节，需接受专业心理干预，利

于负面情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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