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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神经外科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状态，根据实际情况给出针对性调整策略。方法：对我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住院接受治疗的 70 例神经外科患者及其 70 例家属采取问卷星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严峻的形势下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状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好护理措施，确保患者在特殊情况能在院安心治疗，家属能做好正确

的预防措施情况下照护患者。结果：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情况、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较为关注且担忧。结论：在全国突发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期间，作为神经外科的护理人员要及时了解患者及其家属在疫情当前的心理状态，并帮助患者及时的调整好一些不良情绪，让

患者安心的积极配合医院治疗，患者家属能正确的做好防护，为举国上下共抗肺炎疫情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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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患者发病的部位大部分在脑部、脊髓处，是控制语言、

感觉、运动的神经中枢，患者在发病期间可能会出现感觉和运动障

碍、失语等症状，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1][2][3]。特别是神经

外科危重病患者，因病情较重，患者家属在其治疗过程中要承受巨

大的心理压力[4][5]。另外因 2019 年 12 月我国武汉地区爆发出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且迅速的蔓延到全国，疫情期病毒传播能力强、速

度快、传播广、传染性强, 需要引起医护人员的重视。对于抵抗能

力差者致死率也高，无疑给神经外科患者增加了更多的心理负担,。

在这疫情的影响下，及时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状态，进行针对

性调整，对于疾病治疗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科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所收治的 70 例神经外科

患者及其 70 例家属作为此次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有 37 例，

年龄为 40~79 岁，平均年龄为（53.2±4.5）岁，女性患者有 33 例，

年龄为 43~80 岁，平均年龄为（55.7±3.7）岁；男性患者家属有 29

例，年龄为 23~45 岁，平均年龄为（33.7±2.4）岁，女性患者家属

有 41 例，年龄为 20~50 岁，平均年龄为（25.1±2.7）岁。 

纳入标准：（1）患者及其家属无精神类的疾病，能进行正常沟

通交流；（2）患者及其家属均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对此

次调查情况知情，并同意接受问卷调查。 

1.2 方法 

采取我科自制的问卷星问卷调查对 70 例神经外科患者及其 70

例患者家属进行调查，了解其心理状态。通过护理调查小组将问卷

星二维码指引患者及家属扫码，由他们独立完成问卷调查，最后通

过问卷星软件后台进行统计，本次共发放问卷 140 份，收回 140 份，

有效率 100%。 

2、结果 

2.1 神经外科患者的心理状态 

神经外科患者的心理状态 表 1 

患者心理状态 人次 百分比 

担心受感染病毒肺炎危及生命 70 100% 

焦虑、烦躁 68 97.10% 

缺乏疾病康复信心 65 92.85% 

经济负担压力大 43 61.40% 

2.2 患者家属的心理状态 

神经外科患者家属的心理状态 表 2 

患者家属心理状态 人次 百分比 

希望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生命 70 100% 

担心患者受感染病毒肺炎危及生命 70 100% 

希望增加与医护的交流沟通 68 97.10% 

担忧患者在院如何预防感染病毒肺炎 70 100.00% 

希望增强疾病宣教工作 65 92.80% 

3、讨论 

在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下，对神经外科及家属的心理状态造

成明显的影响。针对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特点，在新型冠状病魔肆虐

的今天, 人们不仅要与已患疾病进行斗争还要预防传染当下的肺炎

病毒。因此医护人员要及时调整好护理策略，帮助患者及其家属调

整心态，遵医嘱积极进行疾病治疗。依据 2020 年 1 月 27 日国家卫

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

则》[7][8] ，笔者所在科室主要从心理护理、健康宣教、日常防护等

三个方面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 

3.1 心理护理 

神经外科疾病都具有发病急、病情严重的特点，患者及其家属

大多都会因疾病的突发发作、病情严重等而出现焦虑、抑郁的心理
[3][4]。另外正值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的时期，此传染疾病具有传染性

强，对于抵抗力弱者有较高的致死率等特点，更加加重了患者及家

属的恐慌程度。而患者家属经过之前的日夜照料已身心俱疲，再加

上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更是加重了家属的照料负担。因

此医护人员要根据患者及家属进行针对性心理护理。 

（1）在患者刚入院时要热情接待患者及家属，主动为其介绍

病区环境、主管医师等，在进行检查和诊断后主动告知患者及家属

疾病的情况，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治疗信心。 

（2）因肺炎疫情的爆发，为避免患者及其家属感染，嘱咐家

属要尽量减少探视以及陪护，探视时要做好基本的防护工作。查房

时主动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的病情变化情况，舒缓患者及家属的心理

压力。 

（3）护理人员在面对患者及其家属时要态度专业又不失亲和，

在护理期间秉承着站在患者及其家属的角度上看待问题，要经常、

及时地倾听患者及家属意见，积极解答患者及家属提出的问题，面

对无法解决的问题加以解释，以减轻患者及家属对病症的恐惧和焦

虑，增进医患之间的距离，提高患者及家属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

为后续能顺利治疗进行铺垫。 

3.2 健康宣教 

（下转第 72 页） 



 
临床护理 

 72 

医学研究 
 

（上接第 16 页） 
因大部分家属及其患者都不是很清楚神经外科疾病的相关知

识以及治疗方式，护理人员要主动向其介绍疾病知识、采取的治疗

方式、注意事项以及后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提高患者及家属对

疾病的了解，增强其治疗的信心[4]。另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期

才有的传染疾病，普通大众并不是很了解这一疾病的基本知识以及

传染性，因此护理人员也要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相关的知识以及预

防的手段，保护患者及家属的生命健康。可通过网络微课、制作短

视频在病房播放、印制相关知识发放。 

（1）指导患者与家属及时通过网络及新闻媒体去了解更准确

的疫情的相关信息，了解疫情防控的进度以及在防控期间的注意事

项，不仅能让其能及时了解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还能提高其防控配

合度。 

（2）患者及家属进行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健康知识教育,

让他们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易感方式、

疾病特征,并向其普及家庭的基本消毒措施如采用 84 消毒液擦洗家

具地板、保持空气流通、正确佩戴口罩方法及洗手方法等，消除其

恐俱心理。  

（3）为了消除患者在疫情影响下对医院的害怕心理，护理人

员要及时将国家及医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严格措施告知患

者。比如设有肺炎定点救治医院、每个医院都设有专门的发热门诊,

院内的严格消毒隔离措施等。 

（4）制作科普作品、微课程进行相关指导。如在医院微公众

号上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小视频和文章、在疫情下住院病

房的预防措施等内容，方便患者及其家属查阅。 

3.3 做好防护措施 

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要做好预防新冠状病毒肺炎在院

内感染的工作。 

（1）病房环境管理  保持病房室内适宜的温度及湿度，每天

固定时间对病房内进行消毒，每天至少一次用 500 ㎎/L 含氯消毒剂

擦拭物体，对重点部位则要增加擦拭次数，每天 2 次用 500 ㎎/L 含

氯消毒剂拖地；对院内的公共区域则每日采用紫外线照射消毒 1 次，

每次 1 小时。所有在院患者尽量安排床间距大于 1.5 米，有条件的

安排单间隔离。 

（2）患者及家属管理  成立病区疫情防控小组，限制探视。

按照预检筛查流程对所有住院患者及陪护探视人员进行管理，并修

订疫情下探视流程及陪护探视管理制度。为患者及陪护家属免费提

供快速手消毒液并指导其正确使用；每日为患者及陪护人员监测体

温 2 次以上并做好登记。 

（3）医务人员管理   全体医护人员通过自学、网络授课等方

式进行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培训，并进行考核，对没有通过

者暂不允许上岗。医务人员每日上下岗进行体温测量并登记，对各

岗位进行日常巡查，及时纠正不正确防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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