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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现状#

探讨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四川省某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的
%$!'

名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

析'

+

-

1;/D;@

相关性分析等分析相关资料&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
JN*NN]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心理评估总分为
"*)"&

!

"*)(%

"分'社会支持总分为
)%*""

!

%$*""

"分'应对方式总分为
!'*""

!

%)*""

"分#医生'护士'医

技人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心理评估总分与社会支持量表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

相关!

!

$

"*"N

"#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均正相关!

!

$

"*"N

"&结论#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密

切相关#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医务人员容易出现恐惧'神经衰弱'抑郁等心理问题#需引起重视&社会支持对定点医院

医务人员心理应激起保护作用#但部分医务人员应对方式消极#需要有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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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以来#我国武汉等地陆续发现多 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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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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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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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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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病例#现已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

%#!

*

&国际病毒

分类委员会宣布#新型冠状病毒!

!"%J#@:.O

"的正

式分类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

!

91B1/1

;>,01/19

-

8/;0./

4

9

4

@2/.D1>./.@;B8/,9!

#

+QP+#

:.O#!

"

)

$

*

&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病毒导致的疾病

称为冠状病毒
#!"%J

!

>./.@;B8/,92891;91!"%J

#

:LOM5#%J

"

)

)

*

&人类目前对
:LOM5#%J

的认识有

限#且
+QP+#:.O#!

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尚无

特效药&截至
!"!"

年
!

月
!"

日
!)

时#国家卫健委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N)'N

例)

N

*

&截至
!

月
%%

日
!)

时#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达
%&%'

例#

其中死亡
N

例)

'

*

&

在面对特大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安

全事件等危机时刻#医务人员总是第一时间奔赴前

线参与救援#成为救援队伍中的核心力量)

&

*

&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参与应对的医务人员大多没

有应对经验和足够的准备#往往会出现恐惧'焦虑

情绪#导致心理功能紊乱&社会支持指来自社会各

方面的#包括各类人员及组织给予个体精神上和物

质上的帮助及支援#反映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

程度和质量)

(

*

&社会支持可直接促进个体积极应

对#也可以通过缓冲恐惧'焦虑等心理对个体产生

负性作用#间接促进个体积极应对)

J

*

&陈继军等)

%"

*

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可减轻生理及心理应激#调

节心理健康正向发展#显著降低负面的心理危害#

而消极应对则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新冠肺炎

抗疫期间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是否受此影响#值得

关注&因此#本研究通过评估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

院医务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反应'社

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现状#探讨心理健康与社会支

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为抗疫医务工作者进行心

理调适#给予必要社会支持#促进积极应对#提供参

考依据和干预策略&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四川省某

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临床一线医务人员作为调查

对象#共
%$!'

名&纳入标准$定点医院的医务人员#

包括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排

除标准$进修人员(病休'产假&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审

查委员会批准)伦理!研"

!"!"

年第
!!

号*&

%*!

!

调查工具

%*!*%

!

一般情况调查表
!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

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职称'婚姻状况等信息&

%*!*!

!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量表
!

采用高延

等)

%%

*编制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量表评估调

查对象的心理状况&该量表包括抑郁'神经衰弱'

恐惧'强迫
#

焦虑和疑病
N

个维度#共计
!N

个条目(

调查对象情绪反应发生的程度!没有'轻度'中度'

重度"和频度!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对应分值为

"

'

%

'

!

'

$

分#每个维度的总分除以项目数#即为该维

度的得分#理论最高值为
$

分#最低值为
"

分&维度

得分越高#说明被调查者在该维度上的情绪反应越

重&量表
N

个维度
:/.@3;>Gk9

,

系数在
"*&NN!

"

"*(")!

#

N

个维度重测相关系数在
"*)"%

"

"*J!"

之

间#总分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

&

%*!*$

!

社会支持量表
!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

持量表!

0G19.>8;69,

--

./0/;08@

F

9>;61

#

++P+

"

)

%!

*

评估调查对象社会支持现状&

++P+

包括主观支

持'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本表采用
X8b1/0)

级评分#总分为
'N

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人的社会支持越好&

$

个维度

得分越高#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多#社会支

持来源越多#社会支持资源应用越好&

%*!*)

!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

采用解亚宁)

%$

*编制的

简易方式自评量表#共计
!"

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

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积极应对由
%!

个条目组成#

主要反映了积极应对的方式和特征&消极应对由
(

个条目组成#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方式和特征&

采用
"

"

$

级评分法#

"

表示+不采取,#

%

表示+偶尔

采取,#

!

表示+有时采取,#

$

表示+经常采取,&积

极应对方式的评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越倾向于采

用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评分越高#表明被调查

者越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量表
:/.@3;>Gk9

,

系数为
"*J"

#重测相关系数为
"*(J

&

%*$

!

调查方法
!

利用+问卷星,制作调查问卷#问

卷指导语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填写方法等#每

个选项均设置为必答选项#生成二维码#发到微信

群#待医护人员填写完毕后收集资料&本次调查共

有
%$!'

名在定点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参与#其中

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JN*NN]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

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
"

和
]

描述#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

!

)

"*描述&多组间比较采用
f/,9b;6#R;6689*

检验(

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采用

$,!

:G8@191W.,/@;6.?:68@8>;6 1̂28>8@1

#

!"!"

#

O.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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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临床医学
!

!"!"

年
)

月
!

第
!&

卷
!

第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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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

!

"为
"*"N

&

B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参加本次调查的
%!'&

名医务人

员基本情况详见表
%

&

!*!

!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现状
!

新冠肺炎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评估

总分为
"*)"&

!

"*)(%

"分#各纬度评分从高到底依次

为$恐惧评分为
%*%'&

!

"*($$

"'神经衰弱评分
"*)""

!

"*'""

"分'抑郁评分为
"*%'&

!

"*''&

"分'疑病评分

为
$

"*""%

!

"*N""

"分'强迫
#

焦虑评分为
$

"*""%

!

"*!""

"分&结果!表
!

"显示$医生'护士'医技人员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评估总分及恐惧'疑病

两个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医技

人员与医生心理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其中医技人员心理评分较医生高#且其恐

惧'疑病维度最为突出!表
$

"&

!*$

!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社会支持现状
!

新冠肺炎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
++P+

总分为
!'*""

!

%)*""

"分#

客观支持为
%"*""

!

'*""

"分#主观支持为
!$*""

!

(*""

"分#社会支持利用度
(*""

!

!*""

"分&结果

!表
!

"显示$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在客观支持及社

会支持利用度两个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N

"&医技人员与护士客观支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N

"#其中医技人员客观支持低于护

士!表
$

"&

!*)

!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应对方式现状
!

新冠肺炎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应对方式总分为
!'*""

!

%)*""

"

分#积极应对为
!"*""

!

%!*""

"分#消极应对为
'*""

!

'*""

"分&结果!表
!

"显示$医生'护士'医技人员

在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

表
;

!

医务人员基本情况的分析

"

!

]

"

!

指
!

标 医生 护士 医技 总数

人数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男
!($

!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

!

)!*,'

"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年限!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历

!

专科
!#

!

'*'!

"

'!)

!

)&*"$

"

''

!

,*$,

"

'"'

!

#)*"(

"

!

本科
#$!

!

#%*))

"

%,&

!

"!*(!

"

!!$

!

!'*"!

"

)$)

!

"'*&&

"

!

硕士及以上
)&

!

,$*"'

"

!

!

!*$%

"

)

!

)*''

"

,"

!

&*()

"

职称

!

无
!'

!

!,*!#

"

'"

!

(#*,%

"

!,

!

#&*,%

"

")

!

(*'&

"

!

初级
!$(

!

!%*$,

"

(("

!

&%*"'

"

)%

!

!!*#)

"

&%(

!

()*)$

"

!

中级
,'

!

'#*!)

"

!"!

!

((*&!

"

'(

!

!#*!!

"

#),

!

##*)!

"

!

高级
),

!

('*,%

"

"'

!

')*!)

"

!'

!

&*))

"

!"(

!

!'*$#

"

婚姻状况

!

未婚
(%

!

!'*'$

"

#,'

!

&#*!&

"

(,

!

!%*('

"

%$"

!

'#*$%

"

!

已婚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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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心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差异分析

!

指
!

标 医生
(

!

)

" 医技
(

!

)

" 护士
(

!

)

"

+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量表

!

总分
$*'&$

!

$*%)!

"

$*%$&

!

$*'&$

"

$*%%%

!

$*%)!

"

)*,)( $*$!!

!

抑郁
$*!"&

!

$*""&

"

$

$*$$!

!

$*($$

"

$*!"&

!

$*""&

"

'*%,& $*!&%

!

神经衰弱
$*'$$

!

$*)$$

"

$*%$$

!

$*"$$

"

$*%$$

!

$*"$$

"

(*,)$ $*$($

!

恐惧
!*$$$

!

$*&,#

"

!*$$$

!

$*""&

"

!*!"&

!

$*)''

"

!%*"$" $*$$!

!

强迫
#

焦虑
$

$*$$!

!

$*#$$

"

$

$*$$!

!

$*#$$

"

$

$*$$!

!

$*#$$

"

#*(%' $*#)$

!

疑病
$

$*$$!

!

$*($$

"

$

$*$$!

!

$*($$

"

$

$*$$!

!

$*($$

"

"*)$# $*$''

社会支持量表

!

总分
%'*$$

!

!'*$$

"

%!*$$

!

!(*$$

"

%!*$$

!

!'*$$

"

%*',$ $*!!!

!

客观支持
!!*$$

!

"*$$

"

,*$$

!

&*$$

"

!$*$$

!

"*$$

"

&*'#% $*$#"

!

主观支持
#%*$$

!

&*$$

"

#'*$$

!

)*$$

"

#'*$$

!

)*$$

"

(*%() $*$"(

!

社会支持利用度
)*$$

!

'*$$

"

)*$$

!

#*$$

"

)*$$

!

'*$$

"

)*&(( $*$!'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

总分
#(*$$

!

!(*$$

"

#"*$$

!

!#*$$

"

#"*$$

!

!%*$$

"

#*!#& $*'%(

!

积极应对
!,*$$

!

!#*$$

"

#!*$$

!

!#*$$

"

#$*$$

!

!#*$$

"

"*!,( $*$%(

!

消极应对
&*$$

!

"*$$

"

"*$$

!

(*$$

"

"*$$

!

"*$$

"

!*&)$ $*%!!

表
C

!

医生&护士&医技人员两两比较差异分析

!

因
!

素 医生
#

护士 医生
#

医技 医技
#

护士

积极应对

!

% /(#*%(( /&,*%%& #"*,,#

!

! $*$'% $*$#, $*%$(

!

Q2

=

! $*!$! $*$)) !*$$$

客观支持

!

% /!*'"" ""*%!" "(*$($

!

! $*,"" $*$") $*$$)

!

Q2

=

! !*$$$ $*#$% $*$#(

社会支持利用度

!

% /%&*#%) /&!*,)! /#%*&''

!

! $*!,$ $*$$' $*%',

!

Q2

=

! $*(", $*$$, !*$$$

心理总分

!

% /!!*#$' /"&*&!) /("*(!(

!

! $*&(, $*$$" $*$)!

!

Q2

=

! !*$$$ $*$!) $*#%'

恐惧

!

% /''*&$, /,$*()$ /("*)&!

!

! $*'(%

$

$*$$! $*$&)

!

Q2

=

! !*$$$ $*$$! $*#'(

疑病

!

% /'(*!$( /(&*'() /##*#('

!

! $*#)# $*$$, $*%%'

!

Q2

=

! $*)%" $*$#) !*$$$

!!

Q2

=

!

为
\.@?1//.@8

校正值

!*N

!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相关

性
!

结果!表
)

"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

与
++P+

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

度均负相关!

,

值分别为
e"*%'%

'

e"*"&%

'

e"*%')

'

e"*!""

"#即社会支持总分越低#心理总

分越高#表明医务人员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越容

易出现心理问题&其中抑郁与
++P+

总分'主观支

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

,

值分别为
e"*%$'

'

e"*%)!

'

e"*%J(

"(神经衰弱与
++P+

总分'客观支

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

,

值分别

为
e"*%($

'

e"*"J%

'

e"*%(J

'

e"*%(N

"(恐惧与

++P+

总分'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

,

值分别为
e"*"&!

'

e"*"'(

'

e"*%!N

"(强迫
#

焦虑与

++P+

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

均负相关!

,

值分别为
e"*%)$

'

e"*"&J

'

e"*%$!

'

e"*%((

"(疑病与
++P+

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

,

值分别为
e"*%"!

'

e"*"&!

'

e"*"J(

'

e"*%""

"&

对医务人员按岗位分层进行心理健康与社会

支持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N

"显示#医生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心理总分'抑郁'强迫
#

焦虑与社会支持利用

度均负相关!

!

$

"*"N

"#神经衰弱与客观支持和社

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

!

$

"*"N

"&护士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心理总分'抑郁'神经衰弱'强迫
#

焦虑'疑

病与
++P+

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

用度均负相关!

!

$

"*"N

"#恐惧与
++P+

总分'社会

支持利用度负相关!

!

$

"*"N

#表
'

"&医技人员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总分'抑郁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

!

$

"*"N

"#抑郁'强迫
#

焦虑'疑病与社会支持利用度负

相关!

!

$

"*"N

#表
&

"&

!*'

!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相关

性
!

结果!表
)

"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总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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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均正相关!

,

值分别为

"*%(J

'

"*)$!

"#即心理总分越高#应对方式与消极

应对总分越高#表明心理问题越严重#越容易采取

消极应对方式&其中抑郁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

对正相关!

,

值分别为
"*%!)

'

"*$))

"(神经衰弱与应

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正相关!

,

值分别为
"*%J%

'

"*)!'

"(恐惧与应对方式总分'积极应对'消极应对

正相关!

,

值分别为
"*!")

'

"*"J"

'

"*$)"

"(强迫
#

焦

虑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正相关!

,

值分别为

"*"J&

'

"*$$)

"(疑病与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正

相关!

,

值分别为
"*"(&

'

"*!N"

"&

在医务人员按岗位分层进行心理健康与应对

方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医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心理总分'抑郁'神经衰弱'恐惧'疑病与应对方式

总分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

!

$

"*"N

"#强迫与消极

应对方式正相关!

!

$

"*"N

#表
N

"&护士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心理总分'抑郁'神经衰弱'强迫
#

焦虑与应对

方式总分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

!

$

"*"N

"#恐惧与

应对方式总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

!

$

"*"N

"#疑病与消极应对均正相关!

!

$

"*"N

#表
'

"&

医技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分'抑郁'恐惧与应

对方式总分和消极应对均正相关!

!

$

"*"N

"#神经

衰弱与应对方式总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正相

关!

!

$

"*"N

"#强迫
#

焦虑'疑病仅与消极应对正相

关!

!

$

"*"N

#表
&

"&

表
D

!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相关系数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心理量表

社会支持量表

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总分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抑郁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经衰弱
, /$*!)' /$*$,! /$*!), /$*!)( $*!,! $*$'! $*%#"

!

$

$*$$! $*$$!

$

$*$$!

$

$*$$!

$

$*$$! $*#&'

$

$*$$!

恐惧
, /$*$&# /$*$#' /$*$") /$*!#( $*#$% $*$,$ $*'%$

! $*$! $*%! $*$!"

$

$*$$!

$

$*$$! $*$$!

$

$*$$!

强迫
#

焦虑
, /$*!%' /$*$&, /$*!'# /$*!)) $*$,& /$*$%, $*''%

!

$

$*$$! $*$$(

$

$*$$!

$

$*$$! $*$$! $*$)#

$

$*$$!

疑病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E

!

医生心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心理量表

社会支持

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

应对方式

总分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总分
, /$*$) /$*$!) /$*$,( /$*!(! $*!)' $*$!) $*%%&

! $*!"& $*&(( $*! $*$$, $*$$! $*&("

$

$*$$!

抑郁
, /$*$%& /$*$!! /$*$%( /$*!'# $*!!) /$*$$% $*'!!

! $*%!" $*)%" $*%') $*$## $*$%! $*,%#

$

$*$$!

神经衰弱
, /$*!!# /$*$% /$*!'" /$*!%! $*!&% $*$$( $*%%!

! $*$(' $*%,# $*$!) $*$!( $*$$# $*,'#

$

$*$$!

恐惧
, /$*$"# /$*$'% /$*$"' /$*!$, $*#!) $*$&& $*%#%

! $*#)) $*((& $*#&) $*$"

$

$*$$! $*!)#

$

$*$$!

强迫
#

焦虑
, /$*$(# $*$$( /$*$&' /$*!!" $*$%" /$*!$! $*'!&

! $*'") $*,') $*#$& $*$%" $*%#) $*$)

$

$*$$!

疑病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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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

!

护士心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心理量表

社会支持

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

应对方式

总分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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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

!

医技心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相关性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心理量表

社会支持

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

应对方式

总分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总分
, /$*!%, /$*$#, /$*!," /$*!%' $*#%% $*$&( $*(!,

! $*$"& $*&#" $*$!" $*$) $*$$# $*'()

$

$*$$!

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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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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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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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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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
!

论

$*%

!

定点医院医技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

面临

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人们常会出现各种心理

应激反应#而作为奋战在救治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

事件医务人员#即使采取了适当的防护措施#依然

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定点

医院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心理评估总分及恐惧'疑病两个维度评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N

"#其中医技人员心理评分较高#

且其恐惧'疑病维度最为突出&医技人员中
$)

人

!

!!*N]

"为检验科工作人员#工作中可能会直接和

!或"间接接触核酸检测标本#致使感染风险和心理

压力增加&分析医技人员恐惧的各项因子+担心自

己和家人被感染,比例最高达
%$'

人!

J"*"&]

"#说

明大部分医技人员存在心理应激反应#恐惧心理最

为突出#这些心理反应会直接影响医技人员在临床

工作中的状态#对自身及患者的安全造成隐患&

$*!

!

社会支持对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应激起保

护作用
!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应对压力的重要资源#

在应激反应中可起到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

%N

*

&本

研究结果显示#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心理总分与
++P+

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

会支持利用度均负相关!

!

$

"*"N

"#即社会支持总

分越低#心理总分越高#表明医务人员得到的社会

支持越少#越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反之医务人员获

得较高社会支持能缓冲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

产生的心理应激#起保护作用&定点医院医务人员

总体社会支持状况呈较高水平#其中客观支持和主

观支持均高于贺斌等)

%'

*在医务人员中开展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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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定点医院医技人员客观支持得分较低#而社会支

持中客观支持的来源主要来源包括$家人'朋友'亲

戚'工作单位等#这可能与医院更多关注临床一线

医护人员有关&因此#社会'医院'家庭要通力合

作#为定点医院医务人员提供社会支持#同时对抗

击疫情同等重要的医技人员给予同等的关注&

$*$

!

定点医院医务人员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紧密

相关
!

既往研究)

%&

*发现#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与医

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紧密相关&应对方式所包括的

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是相对的#不一定积极应对方

式就一定产生积极效果#或者消极应对方式就产生

消极后果#甚至在特殊情景下消极应对一定程度上

可防止心身崩溃)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定点医院

医务人员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容易出现恐

惧'神经衰弱'抑郁等心理问题#且心理评分与消极

应对正相关&因此心理问题越严重越倾向于采取

消极应对方式#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评分各

维度与消极应对的相关性由高到低依次是神经衰

弱'抑郁'恐惧强迫
#

焦虑'疑病&定点医务人员最常

采取的消极应对方式为+自己安慰自己,#达
J(N

人

!

&&*&)!]

"#这与解亚宁)

%$

*的研究结果一致&但

+自己安慰自己,虽被归为消极应对#却有缓解挫折

打击的作用&不同应对方式#在不同时间和情景#

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结果#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由于传播迅速广泛#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

尚无特异性治疗#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是本次抗击疫情的主战场#定点

医院医务人员作为抗击疫情的重要群体#在各类防

护物资紧缺'报道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数持续增加的

情况下#研究医务人员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的心理应激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有助于

掌握医务人员的心理变化规律#为制定早期'主动'

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J

*

&但本研究

目前仅在一所定点医院展开调查#样本获得未遵循

随机抽样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果的代

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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