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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深入了解和探索新冠肺炎期间精神科缓冲病房护士工作的感受及需求。方法 采用目的

抽样法，深入访谈 14 名缓冲病房护士，应用 Colaizzi 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 分析提炼出 4 个主题：护士身

心压力大，需要更多人文支持和关怀；疫情期间缓冲病房的工作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责任；创新理念，

多管齐下，持续改进隔离期护理质量；缓冲病房的工作需要全面的统筹与协调。结论 护士在精神科缓冲病

房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要提升专业能力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还需提升自我应对突发事

件的心理弹性。在管理层面上，需要对护士作出广泛而持续的支持，以保证疫情防控管理的精细化和可操

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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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explore the feelings and needs of nurses working in the 
buffer wards during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Methods The data of 14 nurses working in the buffer 
wards were analyzed by Colaizzi method. Results Four them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analysis: The nurses are 
under great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need more humanistic support and care; The working during the epidemic 
is a challenge, but also a responsibility; A variety of methods can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in buffer 
wards; The working in the the buffer wards needs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Conclusion The nur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uffer wards. They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ability to cope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mental resilience to cope with emergencies. At the 
management level, extensive and ongoing support for nurses is needed to ensure refined an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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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次重大突发的传染病，

在极短时间内从局部向全国、甚至全球蔓延的突发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严重威胁公众健康[1]。2020 年

2 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关于加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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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疫情防

控，防范院内感染，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罹患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的治疗照护[2]。众所周知，精神

障碍患者、尤其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期常常行

为失控，肇事肇祸风险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3]，所以即使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峻情

形下，对需要住院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也必须收治，

但因为国内绝大多数精神病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

病房实施封闭式管理，从医疗服务区功能设计、到

日常工作处置等诸多环节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都

较为薄弱、难以有效应对疫情[4]。同时，精神疾病

患者因受精神症状影响，生活节律紊乱、卫生差、

身体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传染病。所以在新冠疫

情期间，多所精神病医疗机构均创建了独立的缓冲

病房，用于新入院患者的隔离观察和疾病诊治，观

察 14 天两次核酸检测阴性且无新冠肺炎相关症状

及体征再转至普通病房继续治疗。但缓冲病房这种

管理模式既往没有依据可供参考，只能尝试和探索。

在这种特殊情境下的护理人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及如何应对，关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效果及医疗

质量安全。本研究通过访谈在缓冲病房的 14 名护

士，了解其在参与护理工作中的感受，以为提高隔

离期护理质量、保证患者安全提供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样本量以资料饱和为准，选

择 2021 年 2 月-2020 年 6 月在北京市某三级甲等精

神专科医院缓冲病房的 14 名护士。纳入标准：从缓

冲病房运行之初即在病房参与工作的护士；对本研

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共访谈 14 名护士，在文中

以 N1～N14 表示。访谈对象有 5 名男性、9 名女性，

年龄为 28～52 岁，从事精神专科护理工作时间为

7～30 年。访谈对象见表 1。 

表 1 受访护士一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工作年限（年） 学历 职称 

N1 女 40 21 大专 主管护师 

N2 女 28 7 大专 护师 

N3 女 33 14 本科 主管护师 

N4 男 35 15 大专 主管护师 

N5 女 43 24 大专 主管护师 

N6 男 37 18 大专 主管护师 

N7 男 30 8 大专 护师 

N8 女 41 21 大专 主管护师 

N9 女 52 32 中专 主管护师 

N10 男 38 16 本科 主管护师 

N11 女 44 25 大专 护师 

N12 男 35 16 大专 主管护师 

N13 女 43 24 大专 主管护师 

N14 女 51 32 大专 主管护师 

 
1.2 研究方法 
（1）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前期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访谈

前与研究对象确定访谈时间与地点。访谈前向每名

受访对象详细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方法 、意义和隐

私保护等，同时签署知情同意书，征得同意后进行

同步录音并现场记录，访谈时间为 20～30 分钟。“交

谈”是访问的真实过程[5]。为了挖掘更广、更深的

访谈资料，参考既往研究方法[6]，交谈过程中并没

有设定特定的建构式问题，但会运用刺探和引导的

方法，比如“能否谈谈你在病房工作的情形”为开

始，接着问一些“能否告诉我多一点有关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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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等问题，其内容不仅仅是对这次工作经验的

描述，也包括了被访谈者在工作中获得的思考。 
（2）资料处理与分析 
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的过程同步进行，24 h 内

将录音转成文字结合现场记录，采用 Colaizzi 7 步分

析法[7]进行分析，反复确认访谈录音，分析重要的、

特别的陈述，对出现次数多、有意义的观点进行编

码，并汇集起来，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辨别

出相似的观点。再次整理资料，直到信息饱和[8]。 
（3）质量控制 
所有访谈均由研究者本人进行，在正式访谈前

进行充分的自身准备，包括熟悉访谈技巧、进行预

访谈等。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内容转录并返回患者处

核实。访谈内容获受访者的认可后再进行分析并将

结果与原始资料对比，最终形成主题。 
2 结果与讨论 
经过深入的分析，本研究提炼出 4 个主题。在

介绍每一个主题时融入了讨论，通过结合各种发现

和讨论，恰当地挖掘访谈资料中的精髓。 
2.1 主题 1：护士身心压力大，需要更多人文支

持和关怀 
新冠疫情期间医院建立缓冲病房，是疫情防控

的迫切需要。但因新冠疫情的传染性、精神障碍患

者存在冲动伤人、自伤自杀的风险及患者住院管理

的特殊要求，工作负荷远超常态化，护士产生紧张、

焦虑、恐惧的感受，部分护士还出现失眠、头痛、

食欲下降等躯体不适症状，影响护士工效率和质量，

降低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1）护士面对新冠肺炎存在和民众一样的焦

虑、紧张情绪 
面对新冠疫情及广泛的社会舆论，无论是否有

医学背景，人们都容易出现恐惧、紧张、焦虑等负

性情绪，这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正常情绪反应，不

是个人脆弱或意志力不坚定（N4,N7,N10,N12）。缓

冲病房的护士因为职业暴露风险高，也同样存在负

性情绪反应。一些护士认为工作是自己的职责，但

担心自己一旦感染发生职业暴露，会传染影响家人

的健康（N2,N3,N5,N7,N9,N12），所以病房运行之

初，护士选择留宿医院而不回家。因为这种紧张、

恐惧，使护士对上岗的防护级别存在质疑，甚至自

行购买防护用具。N3 说：个别患者的血常规检查符

合新冠肺炎患者的特点，还有患者肺部 CT 有磨玻

璃样病变特点，这些检查结果部分符合新冠肺炎患

者的临床特征，面对这样的患者心理会有顾虑。但

随着疫情的发展，医院的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制定患者严格的入院标准，根据风险等级配备防护

用品，规范化操作流程，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护

士的身心压力逐渐得以释放（N3,N4,N5,N8,N12）。 
（2）住院患者大多处于精神症状急性期，行为

风险高，需要无缝隙衔接落实安全管理要求 
按照疫情期间精神障碍患者的管控要求，能够

居家看护的患者不送至医疗机构，医院收治的患者

大多都是家属无法监管、存在肇事肇祸风险和行为

的，一部分患者存在烫伤、骨折、缝合等外伤，加

重了患者的护理难度。疫情期间缓冲病房的患者均

要求单间安置隔离，这种管理模式增加了安全护理

的难度（N1,N3,N8,N9），护士遭受职业损伤的风险

也高（N5,N6,N11）。护士要对所有患者的病情和安

全管理要求心中有数、严格巡视病房，对安全措施

进行无缝隙交接。但因病房人力有限，落实安全管

理措施还需要护士统筹、协调（N5,N6,N10）。 
2.2 主题 2：疫情期间缓冲病房的工作是一种挑

战，更是一种责任 
疫情期间患者在缓冲病房全封闭隔离 14 天，对

于患者本人、家属以及医护人员来说都是一种新的

挑战。但新入院患者隔离观察是将疫情管控关口前

移，有效阻断交叉感染的途径，降低疫情播散的风

险。因为此项工作的意义重大，所以受访者普遍表

示一定迎接挑战，积极面对。 
（1）护士面对不同亚专科的患者时缺乏临床经

验 
全院所有新入院患者都要经过缓冲病房隔离，

收治患者的病种复杂多样，除了常见的精神分裂症、

情感障碍，还有痴呆、酒药依赖、精神发育迟滞等

亚专科疾病，所以对护士专业理论水平要求比较高。

另外，疫情期间还需要落实严格的消毒隔离制度、

新冠肺炎症状监测等，给病房护士带来前所未有的

挑战，尤其是低年资护士和夜班时段（N2,N3,N6, 
N13）。护士担心因专科理论知识和经验不足、夜

间人力不够而无法为患者提供安全护理（N3,N11）。

比如 N3 反应：她一直是在情感障碍病房，极少收

治酒依赖患者，对于酒依赖患者夜间出现谵妄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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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症状和行为特点缺乏护理经验。N13 反应：以前

在开放病房工作，接触都是精神障碍稳定期、低风

险的患者，现在面对急性期、风险高的患者会有些

不自信，担心安全护理不到位。 
（2）护士积极参与护理工作，努力提高隔离期

护理质量 
缓冲病房的护理肩负双重重担，一是保障精神

障碍患者的安全，二是做好新冠肺炎的防护，降低

交叉感染的风险。护士都要谨记这两项任务，才真

正起到缓冲病房的意义，才能保持护理工作的连续

性。尽管护士身心压力大，但受访者普遍表示，缓

冲病房的工作是医院整体疫情防控中一个重要的环

节，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患

者顺利度过隔离期，满足隔离期的需求、保证患者

安全，所以他们会积极面对压力和挑战（N1,N4,N7, 
N8,N9）。N4 表示：在缓冲病房虽然很累很紧张，

但因疫情防控意义重大，所以我一定向护士长认真

学习，严格落实工作要求，这样才能不断成长，等

以后回归正常医疗秩序时我可以更好的胜任。N7
说：被临时调至缓冲病房工作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

机遇，这里收治的患者和管理模式，能促进我专业

能力的提升，是一次高能充电。 
2.3 主题 3：创新理念，多管齐下，持续改进隔

离期护理质量 
护士在隔离期护理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护士

通过不断熟悉病房的特殊管理模式、提高专业理论

水平，掌握隔离期患者和家属的需求、护理要求，

创新理念，持续改进隔离期的护理质量。 
（1）日常开展多元化培训，提高护士在特殊情

境下的胜任能力 
受访者对如何提高隔离期护理质量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其中，护士均表示在全院范围内规范化轮

转是必要的，可以学到精神科不同疾病的护理知识

和技能。轮转也可以让护士更好的掌握一些仪器设

备的使用、临床操作技能等。病房管理者应加强护

士专业培训，尤其是病情观察、安全护理、应急能

力等（N7,N11）。对新冠肺炎相关的疾病知识、诊

疗方案、防护要求、消毒隔离等是当下培训的重点。

应注重培训的持续性和广泛性，培训方式力求多元

化，如课件分享（N2）、网络授课（N5）、情景模

拟培训（N12）、护理查房（N13）等，也可以邀请

专科护士进行指导（N9,N14） 。 
（2）需要完善隔离期护理常规和流程，提供工

作指引 
受访者表示，因为新冠疫情突发，对新入院采

取隔离观察是紧急对策，观察病房医护人员是从各

科室抽调的，所以尚未完善缓冲病房的护理制度、

护理常规、护理流程，护理管理者可以在病房运行

中建章立制，并持续改进逐渐完善，为临床工作提

供指引（N1,N5,N6,N12）。缓冲病房因周转快、工

作量大、风险大，应尽量制定工作清单，简化护理

文书，护士实际操作时通过打“√”来检查各项工

作落实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遗漏（N3,N8,N14）。 
（3）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培训的需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时，无论是否在前线，

医务人员往往是首批响应者。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考虑自身安全、繁重的工

作压力，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N8,N10）。如果没

有较强的心理应对能力，又不能及时得到社会支持

和心理干预，很可能会出现强烈的心理障碍，并直

接影响工作质量。护理管理者需要建立有效的心理

干预机制，消除抗疫人员的负面心理状态（N5,N13）。
另外，管理者需要开展周期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培训，进行反复的模拟演练，加以强化，使护士掌

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做到心中有数，

减少面对突发情境的不必要恐惧（N3,N11）。 
2.4 主题 4：缓冲病房的工作需要全面的统筹与

协调 
缓冲病房是医院疫情防控的前哨，关系到医院

的整体医疗质量安全，在运行过程中许多环节和医

院各职能部门、临床科室息息相关，从门诊收治、

病房管理到隔离期满后转出至普通病房，需要整体

统筹与协调。 
（1）调整医疗护理理念，改变诊疗模式，确保

医疗安全 
新入院患者大多处于急性期，精神症状丰富，

易出现自伤自杀、暴力攻击行为、外走、噎食等意

外事件，给临床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确保病人的安

全，防范意外事件，是缓冲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

护理上加强监护、环境管理、患者组织等能一定程

度上防范安全意外事件，但疾病治疗、改善导致风

险行为的精神症状更是保障安全之根本。所以在缓



吴艳，王书芬，张大伟，王永娜                           新冠疫情期间精神科缓冲病房护士工作感受及需求的质性研究 

- 84 - 

冲病房的医护人员要加强沟通合作，转变诊疗观念，

调整治疗护理模式，快速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有

效防范意外事件（N4,N7,N8,N10,N11,N12）。 
（2）把控日常工作的重点环节 
患者的收治和转科是缓冲的重点工作，高质量

的交接和信息传递是确保护理连续性、保证患者安

全、避免不良事件的重要环节[9]。我院有完善的《新

入院交接制度》及《转科交接制度》，护士都比较

熟悉整个交接过程。 在交接过程中，缓冲病房的护

士能够按照转区交接记录单上的条目逐项交接，因

此受访者普遍表示交接过程比较顺畅（N5,N7,N14）。
门诊送新入院患者至病房前、隔离期满患者转科至

普通病房前，护士会提前电话告知接受科室患者的

基本情况、躯体疾病及安全风险，需要准备的仪器、

物品，拟定初步的转运时间等，交接过程中也会根

据交接项目详细的交接，即使交接过程中存在一些

障碍，双方护士也会主动、积极地沟通以澄清事实。 
但患者从缓冲病房转运至普通病房时，交接病历中

因一些检查单，比如新冠核酸检查单、放射科检查

单、化验单不能及时返回病房，即使转科后，缓冲

病房护士仍需衔接这个问题，将报告单送至其他病

房，这就需要各检查科室做好本职工作，争取尽快

将检查结果打印纸质版送至病房，或者通过了解患

者动向，将未及时出具的检查单送至患者当前所在

科室（N3,N7,N8,N13）。 
（3）管理层面上应重视支持缓冲病房的工作 
当前，职业防护教育在我国未受到充分的重视，

护理教学课程安排中无相关专业课程[10]。 医院应重

视职业防护，做好防护用品品质的保证，确保后勤

保障到位。职能科室应从管理角度为缓冲病房配备

人力，减少超负荷的工作量，科学合理安排工作，

以缓解护士的心身疲劳感。医院政策层面，在职称

评定、聘用、绩效分配时多考虑缓冲病房护士，适

当给予倾斜，使其在辛苦付出的同时获得自身职业

价值的肯定（N2,N3,N5,N6,N7,N13）。 
3 结论及应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缓冲病房护士的心理压力源

自于两点：首先，缓冲病房护士因缺乏呼吸道传染

病职业防护的知识，对新冠肺炎有一定的恐惧心理。

其次，护士护理的对象是急性期、风险高、病种复

杂的患者，安全风险管理难度大，尤其是低年资护

士和夜班时段。这可能与护士人力配备不足、专业

知识不扎实不全面有关。工作压力是影响护士心理

健康的主要因素[11]。多名受访者谈及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压力”，对个体发展而言，适度压力是有益

的，可以转化为动力，促进自主再学习提高；但超

过一定程度，突破他们的心理底线时，就无法承受，

会给生理和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对临床工作

也带来消极影响，降低护理质量、影响患者安全。

如果不加以重视护士的负性感受，采取对策，既不

利于护士个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医院稳定发展。

所以管理者应实施有效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多角度

考虑、多举措联用，合理安排工作，避免护士工作

负荷过重；重视缓冲病房护士的身心健康，给予护

士人文关怀，对于状态不佳的护士，应适当调整排

班，给予充分休息，保证护士安全；从物质和精神

层面给予激励，提高护士的专业自豪感和职业价值

感[12-13]。 
护理管理层面应制定详细的专业理论培训计

划，采取多学科联合查房、轮转等机制促进护士掌

握精神科亚专科疾病特征及护理特点，提高护士专

科理论知识及操作能力。医院层面应储备应急人才

队伍，落实人才队伍的心理素质及突发应急预案培

训，确保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14]，在构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时应当考虑心

理素质的锻炼，以提高护士的心理调节能力[15]。 
新冠疫情防控是医院当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需要医院各个部门各个科室以及全体医务人员的共

同配合。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到位、保障缓冲病房的

医疗质量安全，依据疫情形势及缓冲病房的运行需

要，由主管院领导牵头建立医疗护理管理部门、人

力资源部门、绩效管理部门、物资管理部门、后勤

部门的分工管理体系，完善和规范病房的管理规章

制度、工作流程等，对缓冲病房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持续改进，确保病房管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研究结果还显示，受访者虽然普遍存在一定的

心理压力，但他们的价值观都倾向于正向思考，认

为自己有责任帮助患者顺利渡过隔离期，也非常重

视隔离期的护理质量和安全。护士面对新冠疫情表

现出这种勇于担当、迎难而上的精神面貌与开展职

业精神和职业认同感的教育密不可分，也应贯穿在

护士职业教育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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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足及展望 
由于研究时间和研究人力的限制，本研究的受

访对象均为某一家医院缓冲病房的护士，且均为精

神科病房，因此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不够广泛。下一

步应该扩大样本量进行大范围、多机构联合研究、

结合行为观察或量化进行研究，以深入了解疫情期

间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封闭隔离期护理的情况，为下

一步制定和完善新冠疫情期间精神障碍住院隔离期

护理模式提高护理安全和质量提供更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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