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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首批一线护士工作体验的质性研究

宋彩玲,祖大玲,黄摇 敏,王莹莹

[摘要]目的:了解阜阳市传染病医院作为抗击突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首批一线护士工作体验,
为日后突发其他重大传染病疫情提供战略支持。 方法:从不同层次护士中采用目的抽样法抽取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4 日

在疫情一线工作的 15 名护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对访谈资料运用 Colaizzi 七阶段分析法进行提炼分析。 结果:总结出三个层

面的主题,一为一线护理人员的正性、负性两种心理体验:包括职业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和个人归属感;焦虑与恐惧、面对病人

痛苦时的无能为力感。 二为一线护理工作人员的负性生理体验:躯体极度疲惫感。 三为一线工作人员生活方面的顾虑:担心

被歧视,影响下班后的生活;担心家人的生活安排。 结论:要重视重大疫情下一线护理人员的负性心理体验,强化正性心理体

验,合理安排休息和生活,对有困难的护士进行个性化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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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work experience
of the first鄄line nurses during the COVID鄄19 outbreak in Fuyang city

SONG Cai鄄ling,ZU Da鄄ling,HUANG min,WANG Ying鄄ying
(Department of Nursing,The Secon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Fuyang City,Fuyang Anhui 23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work experience of the first鄄line nurses fighting against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outbreak in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of Fuyang city,and provide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 other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 in the future. Methods:Fifteen nurses working on the first鄄line during disease outbreak from January 20 to February 4,
2020 were selected by objective sampling method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nurses, interviewed using semi鄄structured way, and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using Colaizzi seven鄄stage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hree levels of themes were
summarized. One 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first鄄line nursing staffs,which included the professional pride,
social responsibility,personal sense of belonging,and the anxiety and fear,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in the face of patient pain. The
second was the negative physiological experience of the first鄄line nursing staffs,namely the extreme body fatigue feeling. The third was
the life concerns of the first鄄line staffs,which included the worry of being discriminated affecting their life after work,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family. Conclusions: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first鄄line nursing staffs
under major epidemic conditions,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reasonably arrange rest and life,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support for the troubled nurses.
[Key words]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nursing;qualitative research

摇 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导致的新发传染病[1 - 2]。 该病的主要临床

特点是潜伏期 1 ~ 14 d,多为 3 ~ 7 d,以发热、干咳、
乏力、腹泻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严重者可快速进展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

性酸中毒、出凝血功能障碍及多器官功能衰竭

等[3]。 大多重症病人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

显发热,少数病人预后差。 因此各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

最严格的防控措施[4]。 我院是一所三级甲等传染

病医院,本次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新冠肺炎危

重症病人四大救治基地之一的地市级医院。 承担皖

北地区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 疫

情期间共收治确诊病例 155 例,重症病人 31 例,我
院根据实际情况,将病区划分为疑似病人病区、确诊

病人病区、重症病人病区和发热门诊 4 个类别。 护

士群体作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在护理病人、提供病

人心理支持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护士

群体在工作中的相关体验值得研究者去细致挖掘,
而目前较多的是对护士群体心理相关因素的量性研

究,本研究旨在利用质性研究深入了解在疫情初始

阶段,奋斗在临床一线的护士群体的工作体验,为日

后突发其他重大传染病疫情提供战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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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从不同层次护士中采用目的抽样

法抽取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4 日在疫情一线工

作的 15 名护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纳入标准:(1)
取得护士资格证书,工作满 1 年;(2)自愿参加本研

究。 共纳入 15 名护士,年龄 24 ~ 50 岁;工作年限

2 ~ 26 年;职称、学历、工作病区、婚姻状况、子女情

况等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摇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编号 年龄 /岁 学历
工作

年限 /年
职称

婚姻

情况

有无

子女

所在

病区

N1 24 本科 2 护士 未婚 无 ICU

N2 28 专科 4 护士 未婚 无 ICU

N3 28 本科 6 护师 未婚 无 ICU

N4 31 本科 9 护师 已婚 有 感染四

N5 27 专科 2 护士 未婚 无 ICU

N6 31 本科 10 主管护师 已婚 有 ICU

N7 38 本科 12 主管护师 已婚 有 感染二

N8 38 本科 12 主管护师 已婚 有 感染二

N9 30 本科 7 护师 已婚 有 感染三

N10 28 本科 5 护师 未婚 无 感染一

N11 50 专科 26 主管护师 已婚 有 感染一

N12 38 专科 16 主管护师 已婚 有 感染四

N13 35 本科 11 主管护师 已婚 有 感染一

N14 34 本科 7 护师 已婚 有 感染一

N15 36 本科 11 主管护师 已婚 有 感染五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研究工具摇 根据研究目的,查阅文献,进行

访谈提纲的拟定,形成初次访谈提纲后,抽取 2 名护

士,进行提纲的预访谈。 访谈后根据反馈情况进行

提纲的微调整,最终形成访谈提纲。 提纲主要为:
(1)作为第一批志愿报名的护士,您为何第一时间

选择工作在一线? (2)在封闭式工作期间,谈谈你

内心的体验和感受? (3)在工作中,您遇到过哪些

困难,有哪些收获?
1. 2. 2 摇 研究方法 摇 利用现象学研究方法[5],用开

放式提问方法,采用面对面方式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进行护士疫情期间工作体验的资料收集,在收集过

程中鼓励研究对象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整个

过程需要 2 人配合执行,一人负责提问和倾听,一人

负责对访谈者的回答进行简单的笔录和全程录音。
每次访谈时间在 30 min 左右,访谈地点选在护士集

中隔离地点酒店的一个单独房间中进行,保证护士

身心放松,全程无干扰。 研究目的告知护士,并告知

保密性原则,样本量的多少以收集的信息达到饱和,
无新的主题出现为标准。
1. 2. 3摇 研究资料分析 摇 利用 Colaizzi 的七阶段[5]

数据分析法,将访谈音频资料先进行初步转化,再归

纳总结提炼与工作体验相关的重要陈述。 (1)倾听

并熟悉录音内容;(2)提炼分析,识别有意义的重要

的陈述;(3)统计重复的观点,并进行重复观点意义

的构建;(4)归纳相同意义的观点,进行聚类主题,
形成主题雏形;(5)对每个雏形主题进行详细描述,
并插入一些原始的陈述在雏形主题里;(6)用归纳、
总结、浓缩等方法确定基本主题结构;(7)验证主题

结构。

2摇 结果

2. 1摇 类属 1:一线护士的正性心理体验摇
2. 1. 1摇 自豪感 摇 疫情期间,很多报道都在歌颂护

士,赞美护士,这让护士油然而生一种职业自豪感。
N3:“我觉得真的一切都挺值得的,这个时刻我就是

一名战士,哪里需要,我就要义无反顾地到哪里

去冶;“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这就是我们请愿的心

声,我为自己是一名护士而骄傲冶。
2. 1. 2摇 社会责任感和个人归属感摇 作为一名护士,
本就是救死扶伤的,这是社会责任感和个人价值体

现的终极目标。 N5:“疫情很严重,我身体好,又年

轻,脏活累活理应我去做,更何况我孑然一身,也没

有什么家庭的牵挂冶;N7:“说实话,我也挺怕被感

染,更怕死亡,可是人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生命

的意义也不在于长短,这是我的工作和责任,如果我

们都不上,谁来抗击疫情呢!冶。
2. 2摇 类属 2:一线护士的负性心理体验摇
2. 2. 1摇 焦虑与恐惧摇 新冠肺炎在武汉出现时,正是

首批护士请战上一线的时候,面对传染性极强的确

诊者,很多都是未知的,因此医护人员还是有担心和

恐惧的,担心和恐惧大多出现在工作年限较少的护

士身上。 N1:“每天大量的新闻报道湖北以及全国

疫情进展情况,尤其是对感染医护人员的死亡案例

的报道,让我有些焦虑,我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工作经

验来应对疫情,有的时候晚上还会因此失眠冶;N2:
“我这两天突然觉得有些难受,当时量体温 37. 2 益,
真害怕别是护理病人的过程中,哪里防护没有做到

位而感染了冶;N10:“目前没有特效药可以对抗新冠

病毒,我今年刚刚跟男朋友定下婚期,真担心在护理

病人过程中,也被感染,但这是我的工作,就算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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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了,那也是我的命吧冶;N4:“重症病人呼吸窘迫明

显,病情进展快,每天根据病人的主诉、血气分析结

果、生命体征、经皮脉氧饱和度等给予个体化氧疗策

略,并及时调整氧疗方案[6],有时候真担心我一个

决定不是很恰当,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想起来还有

些害怕冶。
2. 2. 2摇 面对重症病人的无能为力感摇 新冠肺炎危

重症病人传染性较强,传播速度快[7],病情进展迅

速[8],有时候一个刚刚还好好说话的病人,突然就

说不出来话,各项指标都急速下降,面对生命有可能

死亡的情况,大多数护士心理会受到影响,感到无助

和看透人生。 N9:“如果他们能好起来,让我天天上

班都行冶;N10:“一个个生命突然就没了,看着这些,
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有种看透人生、看透生死的

感觉冶。
2. 3摇 类属 3:一线护士的负性生理体验摇
2. 3. 1摇 躯体极度疲惫感摇 疫情突然攀升,阜阳市二

院作为传染病专科医院,是皖北地区定点收治医院

之一,病人人数很多,短短一周成立 7 个病区,这是

距离 2003 年 SARS 后首次大规模的疫情,因此,作
为一线护士,护理任务之重,救治情况之紧急,是始

料未及的,再加上上班时的各种防护措施,很多护士

反映身体负担较重。 N11:“可能真是年龄大了,每
天下班后,躺在床上都不想动,那一刻才觉得自己很

累,可是在班上,再累,忙起来都忘了冶;N13:“一个

班上下来,口罩勒得耳朵真是受不了,后来才想起来

用别的方法拴口罩冶;N15:“上班不敢喝水,因为上

厕所就要脱防护服,不但浪费,还可能增加感染的

机会冶。
2. 4摇 类属 4:一线护士的生活顾虑摇
2. 4. 1摇 担心被歧视,日常生活不方便采购食物摇 上

班辛苦都不怕,最怕的是下班后,担心被其他人歧

视。 N12:“我们医护人员都集中隔离生活在一个宾

馆里,旁边的住户知道我们是一线人员后,我下班回

去碰到周边的住户,他们都躲我们躲得远远的,看我

们的眼神都怪怪的冶;N14:“还有超市居然打出一线

医护人员不得入内的标语牌冶。
2. 4. 2摇 担心家人生活安排摇 全身心都泡在医院里,
上班救治期间,为了防止把病毒带回家,医护都被隔

离居住,很多有孩子的护士担心照顾不了孩子和家

庭,社会和家庭支持不够。 N9:“我的孩子才 3 岁,
每天下班后都视频找我,看着孩子,我的心都碎了,
可是病人也需要我,真是很难两全冶;N8:“孩子的学

习我是彻底管不了了, 孩子爸又管不好, 真是

担心冶。

3摇 讨论

3. 1摇 临床一线护士的负性心理体验摇 面对如此严

峻的疫情,阜阳市最终收治了 155 例确诊病例,其中

重症病例 31 例,还有很多疑似病例,最终全部治愈

出院,无死亡病例,这要感谢医护等医院各方面人员

的配合。 其中护士群体更是直接接触病人最多的群

体,因此一线护士的心理体验尤其值得重视,她们的

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护理的质量。 有研究[9] 用

SCL鄄90 症状量表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线护士心

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护士在强迫、抑郁、偏
执与精神病性维度得分低于常模,但是也在躯体化

和焦虑得分上显著高于常模,这跟本研究基本相符,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谈话中提炼出躯体化和焦虑的

主题,说明护士在重大突发疫情中承担了繁重的工

作量,同时一些没有经历过重大疫情的年轻护士,会
因此失眠。 吴际军等[10]调查情况与此相吻合,说明

临床一线护士睡眠质量整体处于较差的水平。 本研

究显示焦虑也是一线护士普遍反映的负性心理体

验,这与吴际军等[10 - 11] 的量性研究相一致,其研究

显示焦虑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工作

相关的过度担心会引起焦虑心理的发生,这也是影

响睡眠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应
该对焦虑症状较严重的护理人员采取心理疏导,及
时调整休息。 鲍金雷等[12] 对吉林省支援武汉抗疫

部分护士灾难准备度调查发现,文化程度、职称、科
室、是否参加过灾害救援或相关培训是护士灾害准

备度的影响因素。 而灾难准备度较好的护士更能从

容应对繁重的工作、突发的紧急疫情。 因此,在平时

的工作中,可以定时给护士开展灾难救援的相关培

训,重视护士心理素质的建设,最大可能地减少重大

疫情对护士的情绪的影响。 因为情绪失调可能使个

体易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从而使个体在以后

的生活中无法有效地实施情绪调节策略[13]。 因此,
重视疫情下临床一线护理人员的负性心理体验,有
针对性地进行心理指导和沟通,确实是有必要的。
3. 2摇 临床一线护士的负性生理体验和生活顾虑摇
我院疫情期间护士排班依旧延续了之前的排班制

度,每组人员工作 14 d,隔离 14 d,进行 APN 排班,
每班 8 h,8 h 的工作量,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防护设

备,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极其不便,工作量大是负性

生理体验的直接原因,值得重视,可以适当减少每日

工作时间,增加夜班护士人数。 同时呼吁媒体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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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护士团体的正性心理激励。
对于工作前,家里确实有困难的护士群体,要给

予支持,ICU 护士职业压力因素排名靠前的有高风

险、工作繁重及值夜班不合理等,可见高风险、繁重

的工作对护士职业压力的影响很大,但是较好的社

会支持则可避免护士职业压力的形成[14]。 因此,重
视临床一线护士的负性生理体验和生活顾虑,给予

适当的社会支持,可以让护士能够更加全身心地投

入到疫情的战斗中去,同时良好的家庭支持也是必

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护士。
介于以上因素,在疫情期间,社会应该及时成立

相应的护士心理辅导干预组织,在护士工作或换班

的隔离期,能给予心理支持,针对特殊护士,则给予

个性化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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