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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医护人员心理危机感成因及需要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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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近几年在世界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当属之一。其传染性极强，突变病株

较多，不但影响到人类的健康，更打破原本平静的生活秩序。虽然在疫情发生初期，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很快维护了世界和谐环境。但是，在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仍然猝不及防，时刻干扰着人们的生活。尤其对于处

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更是在拨动着心境，对自身的身心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此，本论文以后疫情时代医护人员的

心理危机感为研究重点，通过相关国内外的文献研究，分析其成因和需求上的研究现状，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对策，

以期望为医护人员在后疫情阶段的心理上进行干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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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view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the epidemic caused by the new 
coronavirus is one of them. It is highly contagious and has many mutant strains, which not only affects human health, but 
also breaks the original calm order of life. Although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pidemic,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harmonious environment of the world was quickly maintained. However,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new coronavirus still caught people off guard and interfered with their lives. Especially for healthcare workers in the 
front line, it is rattling the mind 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ir own body and mind. In this regard, this thesis takes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healthcare worker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as a research point, analyses its causes and needs through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in the hope of intervening in the 
psychology of healthcare workers in the post epidemic stag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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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心

健康和生命安全，还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019 年 12 月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感染引起了全世

界的广泛关注。2020 年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大流行。医护人员作为抗击疫情的

中坚力量，在承担沉重救治任务的同时还要面临感染

风险，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其日常工

作状态，影响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效[1]。在疫情

初期，全世界各地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在与病毒的抗

争中，取得很好的进展，但是对各领域的社会生活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造成群体性的恐慌和心理性健康问题。

尤其对于后疫情时期，在全球经济受到影响，世界格外

悄然无息的变化，世界人民需要迎来更全新的挑战[2]。

医护人员作为一线的抗“疫”人员，承受着常人无法体

会的压力冲击，内心会产生诸多的心理危机，诸如创伤

后应激障碍、仇外心理、抑郁、恐惧不安、种族主义倾

向等[3-5]。对此，本文根据后疫情时代医护人员的心理

危机为研究点，进行相关文献综述，旨在总结当前的研

究状态，并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 
1 基本概念 
1.1 心理危机的定义 
对于心理危机的学术研究，国外相对于国内更为

专业和先进，研究的时间也更早。在 20 世纪前期，美

国和荷兰的专家率先进行了心理危机理念的研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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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Gilliland 和荷兰的 James 通过对社会群体的专业

研究，认为社会中的个体在面对一个事件时，假如其属

于极其苛刻和危险，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和应对机

制，会出现心理上的不安和痛苦状态，且伴有绝望、麻

木不仁、焦虑以及自主神经紊乱症状和行为障碍[6]。我

国的研究比较晚，主要从 20世纪末期才开始相关研究，

在 1998 年学者龙迪进行了心理危机的概念释义，是一

个人必须面对的苦难情境，在先前采取的处理方式以

及支持系统不足而产生的暂时性的心理困扰[9]。 
1.2 心理危机的发展阶段 
目前，更多的学者将心理危机的过程细分为三个

发展阶段，首先，是作用阶段，会直接产生一些心理效

应，接着是退却阶段，会通过措施或者时间的推移进行

消散，最后就是创伤后阶段，会对医护人员产生心理上

的副作用。也存在一部分学者认为是四个阶段，其更遵

循事物的内在机制变化，在初期发生为冲击阶段，过程

中经历了应变期，也进行应对时步入了解决期，最后就

是危机解除后的适应期。通过对医护人员的不同阶段

的心理危机特征，可以认定其成因，采取有针对性的心

理干预措施，进行心理状态的修复。 
1.3 心理危机干预 
在心理危机产生后，并朝着更糟糕的态势发展，就

需要采取正确的干预措施，进行辅助治疗。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课题研

究，而我国相关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最早的研究也要追

溯到 1994 年，国内的卫生研究所专家对新疆克拉玛依

市火灾伤亡家属进行了正式的心理危机干预。对于医

护人员乃至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可以

缓解心理病症状况，放松身心，减少不良情绪和心理压

力的影响危害。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医护人员心理危机的研究

现状 
2.1 心理危机对医护人员的影响 
根据临床的实践研究可知，每个个体由于自身属

性的差异性，在面对心理危机时所呈现的状态也不同，

主要体现在生理、睡眠、情绪、认知、行为等方面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异常。 
朱玲等学者采取实地研究的方式，对 230 名医护

人员进行了集中调研，分析其在疫情发生期间表现出

的心理状态，主要存在焦虑和抑郁的心理危机症状，对

自身的睡眠质量产生极大的影响[13]。姚海霞等学者根

据研究群体（共计 468 名儿科医护人员）的身体症状

表现，有 43.1%的医护人员会出现心率加快；存在睡眠

障碍的人数达到 30.28%；精力明显下降的人群接近达

到 40%，另外有 20%的医护人员会呈现出明显的表里

症状，诸如肌肉酸胀、盗汗、乏力、腹泻等等[14-16]。 
2.2 不同心理特质的医务人员心理危机的表现程

度有所不同 
后疫情时代，随着疫情的起伏变动，医护人员的心

理状态也在进行变化，在不用的岗位以及心理特质属

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吴际军等学者通过对 106 名抗

击疫情的医护人员的跟踪研究，从主观睡眠质量、入睡

时间以及睡眠时间等 7 个维度进行研究，最终认定受

试人员的整体睡眠质量偏差，但是进行各情形的对比

研究发现，自信力极强的医护人员在睡眠质量上会较

佳，受外部影响的程度较低，其本身心理素质较高，能

够有效的摒弃不良的情绪因素[12]。郑春美等学者在研

究中发现急诊科医务人员的 PHQ－9 评分略高于其

他岗位医务人员[3]。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急诊科的工

作机制和属性所致，其在日常的工作中节奏很快，更多

频次暴露在医疗环境中，承担被感染的风险也很大。另

外，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一线医护人

员在承受着诸多的压力，与普通医护人员相比，更容易

产生焦虑感，甚至出现抑郁症的情况。孙振晓等学者主

要针对精神科室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研，研究显示该

科室的医护人员虽然与新冠病毒接触不多，但是鉴于

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所承受的心理危机风险也比

较高[17]。因此，疫情期间对临床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危

机干预时需要根据岗位不同实施精准干预才能起到良

好效果。 
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造成医务人员心理危

机的主要因素 
（1）健康方面 
对于一线进行抗“疫”医护人员而言，会经常暴露

于医疗救治的环境中，这不免会带来一定的心理恐慌。

其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感，担心这种病理环境给自身、同

事甚至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 
（2）技能方面 
锻炼出过硬的素质，需要从实践中逐步完善。通过

研究显示，未参加过突发医疗事件的医护人员的心理

压力要高于富有经验者，这与石嫣等学者的研究基本

一致。 
（3）家庭方面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模式都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尤其对于医护人员而言更是如此，面对反

复无常的疫情影响以及环境的潜在感染性，很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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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集中隔离。倘若等不到家庭的心理支持，就很容易

产生心理危机。 
（4）环境方面 
在后疫情时代，很多的医院都是采取了门禁管理

模式。对于这种相对封闭性的工作环境，医护人员会很

容易产生心理上的抑郁感。同时，每日面对数量较多的

患者，内心也不免产生一定的负面情绪。 
（5）工作强度 
与以往的工作状态相较而言，在后疫情时代医护

人员所承受的工作强度势必更高，并且为了防止感染，

需要长时间的进行全副武装，这会导致身体出现憋闷

感受，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负面情绪。 
3 心理危机的评估现状 
3.1 症状自评量表 
第一步就是自评环节，根据医护人员的各项指标

而设计，具体分为 9 个分量表共计 90 个条目，涉及躯

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以及精神症状等内容，

需要从行为、意识以及情感等方面来反映受试者一周

内的心理应激状态。为了提高结果的有效性，需要采取

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将条目进行量化，采取 5 级

评分法进行计分，分数根据程度呈现正比例关系，1 分

表示没有，5 分表示严重，2~4 表示很轻、中度和偏重。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4[18]。 
该自评表自开发设计以来，被较为广泛应用在精

神科以及心理疾病科的检查。由于其实用性和针对性

强，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水平可以更好地呈现，因此

也普遍推行和应用。但是，鉴于其研究过程耗时较长，

并且只能反映被试者一周内的心理变化过程，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对此，现代研究中会结合其他量化表格进

行综合测评，比如广泛焦虑自评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量表（PSQI）等自评表。 
3.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问卷量表 
该表格主要是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状态下，

针对个体的心理应激变化而设计制定。其具体由 5 个

维度构成，分别为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

以及疑病，在分值的设计上采取三分值，0 分是最小值，

3 分为最大值。通过大量的实践分析可知，该表格有利

于早期诊断，能够尽早地采取干预措施进行心理危机

的介入治疗。 
3.3 人口学特征量表 
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多学者会根据自身研究的角

度和目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旨在进行调查对象的人

口特征研究。在问卷的大致内容上，主要包括性别、婚

姻状况、岗位、文化程度等基础性信息。也有不少学者

为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将职称以及是否有过传染性公

共卫生事件救治经历作为人口学特征的要素。张翠翠

等学者将医护人员的生育状况、配偶职业以及家庭的

支持纳入研究要素中，认定其心理危机的缓解更需要

家人的支持[24]。 
刘梦青等学者根据援鄂医护人员进行调研，以是

否为共产党员作为特征要素，最终发现各影响要素的 
SCL-90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与石嫣等的

研究相反。因此，综述可知，根据人口学特征进行切入

点研究，情况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后续进一步深入研

究。 
4 突发公共卫生期间临床医护人员心理危机应对

策略 
4.1 提供有效心理支持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可知，人类最大的成就感在

于心理支持，得到自我实现，因此对于医护人员而言，

需要患者、同事以及家人的心理支持，以此获得职业获

益感。雷洪等学者在进行课题研究中，根据所构建的模

型分析社会支持与医护人员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存

在明显的显著性[22]。对此，建议医院要加强组织建设，

给予医护人员肯定和支持，提高自身的成就感和职业

幸福度。 
4.2 开展医务人员相关知识培训 
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的最有效的途径就

是教育培训，这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置能力。张捷等专家认为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

与教育程度存在联系，低教育者往往在思维上存在局

限性，更容易产生消极性的心理危机[31]。汪邦芳等学

者对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研，通过数据显示

许多医护人员在防控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方面存在不

足。因此，医院要根据行业要求，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

训，不断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应变能力[32]。 
4.3 转变管理模式 
与疫情时代相比，后疫情时代的医护人员在工作

强度上有一定的下降，但是整体强度依然较高。面对心

理危机的冲击，需要在睡眠质量上优化改进，提高医护

人员的睡眠质量。因此，医院要对规章制度进行修改精

进，合理安排医护人员的工作，实施错峰值班轮岗制

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让一线人员进行轮休。对

此，让医护人员进行适时地休息，可以让其身心放松，

以更好的精神状态面对心理危机，避免因为紧张等原

意出现的医疗错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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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新冠疫情的出现打乱了世界格局，也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后疫

情时代，对于医疗行业更是充斥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更需要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对此，需要从医护人员的

角度去深思考虑，不断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抵御负面

情绪等心理危机的干扰。笔者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认

为要从医护人员本身、医院（医疗机构）以及社会媒介

三方进行协作，共同构建促进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支

持性环境。同时还要积极探索建立基于预防－预警－

干预的三级常态化心理危机干预机制。运用系统性的

功能技术，更好地识别医护人员出现的心理危机问题，

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进行纠正和修复，比如心理

咨询、巴林特小组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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