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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 ２０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ꎬ分析其特点ꎬ为医院管理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症

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６８ 名医护人员进行抽样测评ꎮ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ꎬ将医护人员测评的各因子得分与常模进行比较ꎮ 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护人员 ＳＣＬ￣９０ 得分均显

著高于常模(Ｐ<０ ０５)ꎬ且得分随着岗位风险程度增高而增大ꎮ 结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尽早关注一线医护人

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适时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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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Ｐ<０ ０５).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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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ꎻ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ꎻ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ꎻ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发生后ꎬ全国多地医务人员都参与到一线救治患

者中ꎬ由于工作环境及工作对象的特殊性ꎬ又长期大

量地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信息ꎬ 由于共情[１]导致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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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感ꎬ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ꎬ部分

医护人员出现了抑郁、焦虑、愤怒ꎬ严重者甚至出现

精神崩溃、免疫力下降等问题ꎬ进而使得工作效率下

降ꎬ影响疫情防控效果ꎮ 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ꎬＳＣＬ￣９０)问卷对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永川医院(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６８ 名医

护人员进行心理问卷调查ꎬ以了解医护人员的心理

健康状况ꎬ为预防和矫正特殊时期医务人员的心理

健康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医护人员 ６８ 名ꎬ年
龄 ２８￣５８ 岁ꎬ其中男性 ２３ 名ꎬ女性 ４５ 名ꎻ分别来自

感染科、重症监护室、呼吸内科、配送中心、输血科、
检验科、放射科、保卫科、发热门诊、后勤保洁、感染

控制科、预检分诊处ꎮ 通过纸质问卷作答的形式完

成问卷调查ꎬ回收有效问卷 ６８ 份ꎬ 有效回收率

１００％ꎬ问卷采集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分组:高危岗位组:共 ４８ 人ꎬ为直接接触新

冠肺炎患者或标本者ꎬ分别来自感染科、重症医学

科、呼吸内科、发热门诊、放射科、输血科、检验科ꎮ
其他岗位组:共 ２０ 人ꎬ为不直接接触但有可能接触

新冠肺炎患者或标本者ꎬ分别来自保卫科(门卫)、
预检分诊处、后勤保洁(保洁员)、感染控制科(每日

消毒员)、配送中心(标本配送员)ꎮ
１ ２ ２　 问卷设置:采用 ＳＣＬ￣９０ 症状自评量表[２] ９０
个题目ꎬ概括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症状共 ９ 组项

目ꎮ 每一个项目均采取 ０~４ 级评分:０ 分为无症状ꎻ
１ 分为很轻:自觉有该症状ꎬ但发生得并不频繁ꎻ２ 分

为中等:自觉有该项症状ꎬ其严重程度为轻度到中

度ꎻ３ 分为偏重:自觉常有该项症状ꎬ其程度为中度

到严重ꎻ４ 分为严重:自觉该症状的频度和强度都十

分严重ꎮ 由自评者根据最近一周的体会自行填写ꎮ
量表测得的分值为因子分、总分、阳性项目分ꎻ以因

子分进行分析比较ꎬ阳性项目分作整体评价ꎮ

２　 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ꎬ医护人员的 ＳＣＬ￣９０ 各项因

子分与常模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１)ꎮ 躯体

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症状的评分

离散度大ꎬ以均值 １ ９２±０ １３ 计ꎬ因子得分要高于

非疫情时期常模及医护人员水平[４]ꎻ强迫、焦虑因

子上限已达“３”分ꎬ即中等严重程度ꎻ恐惧、偏执、精
神病性均值均在轻度以下ꎬ９０ 项症状在此次调查人

群中平均 ３８ 项左右出现阳性ꎮ

表 １　 医护人员与中国成人常模 ＳＣＬ￣９０ 因子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ＣＬ￣９０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 ｎｏｒｍ(ｘ±ｓꎬｎ＝６８)

因子 被试医护人员 中国成人常模[３] Ｐ 值

躯体化 １ ９７±０ ５８ １ ３７±０ ４８ <０ ０５

强迫 ２ １３±０ ６７ １ ６２±０ ５８ <０ ０１

人际关系 ２ １１±０ ６３ １ ６２±０ ５１ <０ ０５

抑郁 １ ９５±０ ５８ １ ５０±０ ５９ <０ ０５

焦虑 １ ９１±０ ４７ １ ３９±０ ４３ <０ ０１

敌对性 １ ６８±０ ５４ １ ４８±０ ５６ <０ ０５

恐惧 １ ４４±０ ４３ １ ２３±０ ４１ <０ ０５

偏执 １ ４２±０ ４１ １ ４３±０ ５７ <０ ０５

精神病性 １ ３０±０ ２１ １ ２９±０ ４２ <０ ０５

总均分 １ ９２±０ １３ １ ４４±０ ４３ <０ ０５

阳性项目数 ３８ ００±１９ １３ ２４ ９２±１８ ４１ <０ ０５

强迫、焦虑因子在直接接触新冠肺炎患者或标

本的高危岗位人群中高于其他岗位(有可能接触新

冠肺炎患者或标本者)(Ｐ<０ ０１)ꎬ因子得分与岗位

风险呈正相关(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岗位人员 ＳＣＬ￣９０ 因子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ＣＬ￣９０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ｘ±ｓ)

项目 高危岗位(ｎ＝ ４８) 其他岗位(ｎ＝ ２０) Ｐ 值

强迫 ２ １５±０ ６７∗ ２ ０１±０ ５５ <０ ０１

人际关系 ２ １４±０ ５３ ２ １０±０ ４７ <０ ０５

抑郁 １ ９７±０ ４８ １ ９３±０ ５８ <０ ０５

焦虑 １ ９２±０ ５７∗ １ ８９±０ ５３ <０ ０１

敌对性 １ ７０±０ ４４ １ ６５±０ ５２ <０ ０５

恐惧 １ ５４±０ ６２ １ ４４±０ ４１ <０ ０５

偏执 １ ４３±０ ５８ １ ４０±０ ６８ <０ ０５

精神病性 １ ２９±０ ２２ １ ２８±０ ３５ <０ ０５

阳性项目数 ３９ ００±１９ １３ ３７ ００±１７ ３０ <０ ０５

∗均值最大值.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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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医疗行业是高压力高负荷的行业ꎬ特别在新冠

肺炎疫情时期ꎬ医务人员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心理挑

战ꎬ作为定点收治新冠肺炎医疗机构ꎬ如何早期有效

地预判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ꎬ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ꎬ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ꎮ
３ １　 有效“节流”来源不明的疫情信息[５]ꎬ建立正

确的认知

当新冠肺炎疫情还处于复杂、胶着状态时ꎬ特别

是湖北省ꎬ每天各种媒体信息层出不穷ꎬ真假难辨ꎬ
因此我们要积极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知识ꎬ对此次疫

情有准确、清晰的认识ꎬ只从权威渠道了解信息ꎬ尽
量控制每天关注疫情的时间ꎬ避免受到不实信息的

影响ꎮ
３ ２　 运用正念疗法缓解心理压力[６]ꎬ缓解不良

情绪

当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惧、焦虑心理后ꎬ不要隐

藏自己的感觉ꎬ允许自己存在负面情绪ꎬ应根据自

己所负责的患者病情程度或工作内容调整工作节

奏ꎬ多关心患者ꎬ与患者保持沟通ꎬ提高心理防护

能力ꎻ当遇到患者病情恶化或无法逆转时ꎬ要肯定

自己的医疗活动ꎬ认识到每一次医疗救援都是有

价值 的ꎮ 每 天 抽 出 时 间 听 听 音 乐ꎬ 正 念 冥 想

４５ ｍｉｎꎬ做到作息规律ꎬ合理搭配饮食ꎬ适量运动ꎬ
照顾好自己ꎮ

３ ３　 建立良好的环境支持系统ꎬ充分发挥组织的

作用[７]

支持系统包括亲友、同事、医院内部党、政、工、
团等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一线工作人员以女性护理

人员居多ꎬ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ꎬ她们更害怕家人

为自己担心ꎬ可以适时通过电话、视频与他们互致问

候ꎬ聊聊工作中的酸甜苦辣ꎬ分享工作以外的事情ꎬ
试着把这些情绪说出来ꎬ让家人和朋友分担一部分ꎬ
缓解内心的紧张压力ꎮ 要与并肩作战的“战友”相

互鼓励ꎬ适时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与他们分享和讨论ꎻ
医院管理应做好隔离病房工作人员家属的慰问安抚

工作ꎬ起到稳“小家”保“大家”的作用ꎬ建立良好的

环境支持系统ꎬ充分发挥组织的作用ꎮ
３ ４　 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如果在工作过程中因体会到患者的痛苦而出现

抑郁、焦虑等情形ꎬ持续时间很长且确实无法摆脱ꎬ
则需要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心理辅导或调换工作

岗位ꎮ
本研究的样本仅仅局限于本单位部分岗位人

员ꎬ样本量少ꎬ缺少不同地区被试数据ꎬ无疫情前后

测试对比分析ꎬ对于结果的判定可能存在一定的偏

差ꎮ 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医疗卫生事业带

来了新的挑战ꎬ当疫情发生后ꎬ管理者应构建有针对

性的心理干预管理体制ꎬ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尽早提供心理辅导ꎬ让广大的医护工作者更安心地

服务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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