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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集中采样管理护理干预措施。方法  筛选我院自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期间，进行核酸检

测集中采样管理的患者 1820 例纳入本次研究。以护理方式的差异性作为分组标准，将其分成参照组（910 例）与观察组（910 例）。在采样管理方式

相同的情况下，参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给予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记录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与参照组相比，观察组各项不

良心理评分更低，分别为：抑郁（1.24±0.48）分、恐惧（1.01±0.29）分、强迫性（1.03±0.49）分、敏感性（1.25±0.47）分；观察组对护理工作

的评价及满意度更高（94.39%）。结论 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核酸检测除了要加强采样管理外，还要为核算检测者合理应用心理护理干预，以消除患

者的恐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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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情属急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

不利影响，造成多数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包括惶恐、焦虑、
烦躁、不安，甚至影响到个别人的睡眠及饮食，对其身体健康极为
不利。及时鉴别患者的感染情况并立即采取隔离，对于疫情的防控
非常关键[1]。而对该疾病的鉴别除了症状表现、肺部影像和病理学
检测结果等方式相结合外，还包括核酸检测。本文主要就探究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集中采样管理中应用的护理干预措施展开分析
与研讨，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特选择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为研究时段，

并筛选此时段内，在我院进行核酸检测集中采样管理的患者 1820
例作为参与对象。以护理方式的差异性作为分组标准，将其分成参
照组与观察组，参照组 910 例患者中包含女性 445 例，男性 465 例，
年龄在 19 周岁以上，78 周岁以下，平均为（51.74±7.21）岁；观
察组 910 例患者中包含女性 450 例，男性 460 例，年龄在 19 周岁
以上，81 周岁以下，平均为（55.28±6.97）岁；为两组患者实施相
同的采样管理方式，但实施不同的护理干预措施：给予参照组应用
常规护理干预，给予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 

1.2 方法 
所有患者的核酸检测均以相关标准流程执行：做完采集后，护

理人员需将拭子迅速而准确的置于试管内，并做好防护措施。采集
中需注意采样器的管理、个人防护等相关事项。在此基础之上，给
予参照组患者按照常规护理流程进行干预，包括简单的宣教及注意
事项告知等。给予观察组实施科学而合理的心理护理进行干预。具
体如下：①健康宣教：为患者仔细介绍有关新冠肺炎的各方面知识，
包括传播途径、预防方法以及适宜的治疗措施等，纠正患者对其的
错误认知，以正确的心理看待新冠。②开展科学有效的防护手段：
叮嘱患者要从官方发布的信息中了解疫情进展，切记要做到不信
谣、不传谣，以免造成恐慌[1]。③心理疏导：护理人员应积极为患
者进行心理疏导，需要先与患者进行良好沟通，了解其不良情绪产
生的原因后，再对其进行针对性疏导。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评分和对比。得分

越低，则代表心理状态越好。 
统计两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测评内容包括疾病认知

度、疫情防控、心理感受等，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次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汇总后，运用 SPSS23.0 软件对数

据予以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例(%)］表示，行 χ2 检验。以 P＜0.05 表示本次研究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心理评分 
通过不同的护理干预方式后，与参照组相比，观察组各项不良

心理评分更低，说明其心理状态在护理人员的合理干预下已逐渐好

转，（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心理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抑郁 恐惧 强迫性 敏感性 

参照
组 

910 1.58±
0.62 

1.35±
0.74 

1.54±
0.68 

1.98±
0.84 

观察
组 

910 1.24±
0.48 

1.01±
0.29 

1.03±
0.49 

1.25±
0.47 

t 值 - 13.080 12.904 18.355 22.878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 
通过不同的护理干预方式后，与参照组相比，实施心理护理干

预的观察组对护理措施更为认可和配合，满意度更高，（P＜0.05），
详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
意 

基本满
意 

不满意 不满意 

参照组 910 385 412 113 797（87.58） 
观察组 910 463 396 51 859（94.39） 
χ2 值 - - - - 25.760 
P 值 - - - - 0.000 

3、讨论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得到全球范围重点关注的公共卫生

事件，鉴于较强的传染性和严重性，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
医疗机构在面对疫情时，通过对多个环节的严格管理来完成疫情防
控，包括重视态度、业务学习与培训、相关制度的落实与执行、科
学防护、流程的规范化管理及质量监督等[2]。核酸检测集中采样应
用专业性措施进行处理，不仅能够尽快得到检测结果，防止疫情扩
散，还能有效减少传播途径，以便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尽量避免死亡事件的发生。但由于核酸检测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可
能对检测结果造成不利影响，如检测环境的处理、检测人员操作的
规范性、检测试剂盒的标准化、患者病情、样本运输条件及实验室
检测情况等等，所以，应对控核酸检测的每一个环节实施严格管理，
以达到检测结果准确、有效的目的。针对普通患者而言，若长时间
处在恐慌、紧张的状态下，会愈发不知所措，引发不良心理，出现
烦躁不安、焦虑等情绪。本次研究中，为观察组实施心理护理干预
后，与参照组相比，其不良心理评分明显更佳，其焦虑心态的改善
效果明显更理想，故而，此护理干预措施得到了患者的认可，其满
意度更高。 

综上所述，在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集中采样管理中，为患者
适时提供科学的心理干预，可明显缓解其不良心理，促使其以正确
的态度面对疫情，这一措施获得了医患双方的赞誉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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