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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色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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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不同角色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体验特点，以便为护理人员负向心理制定针对性
的干预策略。方法 基于信息饱和原则，在 2022 年 7—8 月采用目的抽样法对不同角色的护理工作者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运用 QSR Nvivo 11.0 软件整理、分析访谈资料。 结果 共纳入 18 名护理人员进行访谈，其中管理者、非管理
者各 9 名。 依据访谈材料确定出 4 个树状节点：工作感的积极导向、支援过程中的负向体验、负向体验的影响因素
和心理调节措施；高频词汇是“问题”“工作”“影响”“心理”“压力”和“沟通”等；在“负向体验的影响因素”树状节点
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管理压力”；在“心理调节措施”树状节点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自我释放途径”；在“工作感的
积极导向”树状节点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价值感”；在“支援过程中的负向体验”树状节点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担
心”。 护理管理人员负向消极的矩阵编码单词数占比大于非管理人员，正向积极的矩阵编码单词数占比小于非管理
人员。 结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一线应急护士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性心理趋向，其中管理人员表现更为突出。 应
在应急工作中针对护理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心理调整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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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roles of nurses in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ZHAO Lishuang1, TAN Liping1, LIU Pengcheng2, HUANG Hui1, LI
Zeqing1,3 (1. Nursing Department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4, China;
2.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4, China;
3. School of Nursing, Soochow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characteristics of nursing staff with different roles in response
to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o as to formulate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gainst the negative psychology of
nursing staff. Method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formation saturation, purposive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nursing
staff with different rol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from July to August 2022.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sorted and analyzed by QSR Nvivo 11.0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8 nursing staff membe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interview, including 9 managers and 9 non-managers. Four tree nodes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materials:
positive orientation of work feelings, negative experience in the support proces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measures. The high -frequency words were“problem”,“work”,“influence”,“psychology”,
“pressure”, “communication”, etc. The most important sub -node in the tree nod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gative
experience”,“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measures”,“positive orientation of work feelings” and“negative experience in the
support process” was “management pressure”, “self -release path”, “sense of value” and “worry”, respective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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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编号 性别 年龄 岗级 工作年限 在突发公卫
事件中的职责

S1 女 39 N3 16 护理管理者

S18 女 42 N3 18 护理管理者

S2 女 40 N3 16 护理管理者

S3 女 32 N2 10 一线护士

S4 女 47 N4 29 护理管理者

S5 女 52 N5 33 护理管理者

S11 女 43 N3 24 护理管理者

S12 男 38 N3 16 护理管理者

S13 女 34 N3 12 护理管理者

S14 女 33 N3 13 一线护士

S15 女 49 N4 31 护理管理者

S16 女 28 N2 6 一线护士

S17 女 25 N1 3 一线护士

S6 女 33 N3 11 一线护士

S7 女 34 N3 16 一线护士

S8 女 31 N2 4 一线护士

S9 女 39 N3 16 护理管理者

S10 女 24 N1 2 一线护士

提升护理人员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做好疫情常态
化防控的必然要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
简称突发公卫事件）时一线护士的心理压力疏导需
高度重视［1-3］。 护理管理者是各级别卫生机构和临
床实践之间的纽带桥梁，在推行卫生健康政策和管
理临床护士等层面具有重要的作用［4］， 他们在一线
护理人员心理健康和整体护理质量等方面的影响
广泛［5］。 然而针对护理管理者的应对突发公卫事件
的心理体验质性研究较少。 本研究拟借助 Nvivo 分
析软件，对不同角色的护理人员（管理者和非管理
者） 应对突发公卫事件的心理体验和特点进行分
析，以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 在 2022 年 7 月 5 日—8 月
18 日对苏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有过突发公卫事件
支援经验的一线护理人员进行访谈。 纳入标准：
（1）承担过应对新冠疫情或其他突发公卫事件的一
线护理工作；（2） 具备护理职业资格；（3） 知情同
意，愿意充分表达相关真实体验和感受。 访谈样本
量以“信息饱和”原则为标准确定，即在分析新资料
时一直到没有新信息出现为止［6］。 本研究共访谈 18
名护理人员，平均年龄（36.83 ± 7.65）岁，平均工作
年限为（15.33 ± 8.94）年，按照突发公卫事件支援的
不同职务角色将研究对象分为管理人员（9 名）与非
管理人员（9 名）两类。访谈对象一般资料见表 1。本
研究于 2021 年 1 月获得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JD-LK-2021-013-01）。
1.2 方法
1.2.1 确定访谈提纲

采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面对面
形式与访谈对象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 研究团队
中纳入有心理疏导资质的 9 名护理专家，均长期从
事护理管理及临床护理工作，有丰富的突发公卫事
件相关管理经验。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7］结合前期量
性研究结果，根据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初步制定访

谈提纲，选取 2 名研究对象进行预访谈，根据预访
谈结果调整、完善提纲，确定最终访谈提纲，基本内
容为：（1） 请分享一下您参与突发公卫事件的经
历，如果在工作中再次遇到突发公卫事件，您最担
心什么？ 为什么？（2）在应对突发公卫事件时您的
心理体验历程是怎样的？（3）您认为在这过程中影
响心理体验的因素是什么？（4） 您认为哪些措施
将有助于改善这过程中的心理体验？（5） 有关应
对突发公卫事件中出现的心理体验内容您还有补
充的吗？
1.2.2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由 2 名经过严格培
训的访谈队员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访谈时
间范围为 30 ~ 60 min， 平均访谈时间为（38.99 ±
12.31）min。访谈队员与研究对象提前约定时间和地
点，保证过程安静舒适，全程同步录音。 访谈前，向
研究对象详细解释研究目的、方法和保密原则。 访
谈过程中认真倾听， 仔细观察访谈对象的肢体动

proportion of negative matrix coding words for nurs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for non -
management personnel,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positive matrix coding words wa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for non -
management personnel. Conclusions There were different degrees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tendencies among front -line
emergency nurses in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mong which management personnel were more prominent.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for nursing managers in emergency work.
Keywords：role; nursing staf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Nvivo;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表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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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信息。
1.2.3 资料分析方法和工具

研究步骤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七步分析法［8］进
行。 借助 QSR Nvivo 11.0 软件， 利用其编码功能对
资料进行归纳分析， 主要编码分为自由节点（free
nodes）和树状节点（tree nodes）两种，具体分析方法
如下：

（1） 建档：在 Nvivo 软件中新创建一个命名为
“不同角色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卫事件的心理体验
质性研究”新项目，并创建该所属项目的源文件，命
名为“突发公卫事件访谈资料”， 用于储存转换为
Word 文本的访谈资料。 每访谈一位护理人员结束
24 h 之内， 人工将录音文件逐字逐句转换为 Word
文本信息，将每份访谈记录文本采用匿名方式进行
S1 ~ S18 的编号处理并导入至 QSR Nvivo 11.0 软
件中。

（2） 编码，建立节点：在软件中仔细阅读所有
访谈材料并进行编码， 即将收集到的访谈材料分
解、辨析并赋予概念，并将提取的参考点集合成节
点。 编码时，若一段文字内容涵盖不同节点的意思，
则将其标记在不同节点下。 比如“最担心有突发情
况，手机必须是 24 h 通畅的，经常连环呼叫。有一次
夜里两点多打电话，还是比较紧张的，怕有问题而
导致经常失眠。 ”这段文字既属于“担心”自由节点，
又属于“失眠”自由节点。 若不能确定某段文字内容
所属的节点应该放在哪个树状节点下，则暂时标记
为自由节点， 反之则将文字内容标记为某个子节
点，然后放在某个树状节点下。 比如，被访谈到“对
低年资的一线支援护理人员， 都会加他们微信，有
问题就和团队微信群里的心理老师进行沟通，让组
长去主动关心他们”， 将这段文字标记为“专业干
预措施”子节点，并放置在“心理调节措施”树状节
点下。

（3） 调整比较，修改校正：在对文本所有内容
编码结束后，利用软件提取某一节点下的所有文本
编码内容，仔细阅读斟酌，根据节点的内容对节点
的名称进行必要的修改；针对编码节点进行深度探
讨，对于含义相同的编码进行节点重组，对于自由
节点形成的树状节点逻辑性进行核查，再讨论形成
最终节点主题。 比如，最初编码时，“心理师干预”子
节点直接放在“心理调节措施”树状点下，但考虑到
“药物干预”也属于专业心理调节措施的一种，因此
将“心理师干预”和“药物干预”两类措施均归为“专
业干预措施”节点中，之后将“专业干预措施”放置
在“心理调节措施”树状节点下。 调整完成后为保证

数据质量，研究者对访谈资料的编码进行复核并邀
请其他研究者进行原始资料的对比，以保证资料的
真实有效。

（4） 赋予属性，矩阵编码：在“分类”栏目中进
行新建“案例节点分类”，为每一位访谈对象创建单
独案例，根据访谈过程中的突发公卫事件经历赋予
每一份案例单独的属性，即新建角色属性，角色（属
性）共分为管理者和非管理者两类，每类角色各为 9
名。 对不同角色护理人员在应对突发公卫事件时的
心理体验结构上的差异进行矩阵编码， 之后运用

“新建项目图”功能直观化展现矩阵编码结果。

2 结果
2.1 编码结果

研究者通过开放式、关联式和选择式编码对 18
份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确定出 4 个树状节点：工作
感的积极导向（A）、支援过程中的负向体验（B）、负
向体验的影响因素（C）和心理调节措施（D）；24 个
子节点：成长历练（A1）、价值感（A2）、职业认同感
（A3）、团队氛围带动（A4）、责任感（A5），烦躁（B1）、
抑郁（B2）、恐惧（B3）、焦虑（B4）、担心（B5）、失眠
（B6），对团队影响（C1）、年龄（C2）、家庭（C3）、培训
实战差异（C4）、知识储备（C5）、管理压力（C6）、信
息系统不熟练（C7）、物资后备因素（C8）、语言文化
差异（C9），人文关怀（D1）、专业干预措施（D2）、自
我释放途径（D3）、沟通（D4）。
2.2 词频分析

对访谈材料进行词频分析， 停用无意义的数
字、单字或语气助词后，形成词语云图。 如图 1 所
示，词语云中字号的大小代表相关词汇在文本中的
出现频次，字号越大，出现频次越多。 主要的高频词
汇是“问题”“工作”“团队”“医院”“经历”“影响”“心
理”“时间”“压力”和“沟通”等。

图 1 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卫事件的心理体验词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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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节点层次分析
使用 Nvivo 11.0 软件中的可视化节点层次图

表功能，以节点编码参考点的数量为依据，形成了
不同节点占比差异的层次分析图（见图 2）。 首先，
就树状节点而言，负向体验的影响因素，即在支援
过程中影响一线护理人员产生负向心理情绪体验
的相关因素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次为心理调节措
施，再次为工作感的积极导向，最后是支援过程中
的负向体验。 在“负向体验的影响因素”树状节点
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管理压力”，其次为“物资后
备因素”， 此外，“语言文化差异”“信息系统不熟
练”和“知识储备”的相应节点占比也较大；在“心
理调节措施”树状节点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自我
释放途径”，其次为“沟通”；在“工作感的积极导向
”树状节点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价值感”，其次
为“团队氛围带动”；在“支援过程中的负向体验”
树状节点中最重要的子节点是“担心”， 其次为
“失眠”。

物资后备因素管理压力 语言文化差异 自我释放途径 人文关怀

沟通 专业干预措施

价值感 责任感 职业
认同感

成长历练

团队氛围带动

信息系统不熟练 家庭 培训
实战差异

年龄 队团队
影响

知识储备

心理体验
负向体验的影响因素 心理调节措施 支援过程中的负向体验

工作感积极导向

担心

失眠

焦虑 恐惧

烦躁 抑郁

图 2 护理人员应对突发事件心理体验的层次分析图

2.4 矩阵编码分析
按照被访谈护理人员在应对突发公卫事件中

担任的职务角色，将人员类型分为非管理人员和管
理人员两类；按照内在驱动力表现不同，并结合以
往心理学和质性研究将心理体验分为正向积极
和负向消极两类； 利用 Nvivo 11.0 软件中的矩阵编
码功能查看两个项目列表之间的编码交点，比较两
类人群的不同心理体验态度，生成节点矩阵并保存
（见表 2）。利用软件中新建项目图功能，采用分层有
向布局方式展示不同角色下护理人员应对突发事
件的资料、节点与心理体验之间的关系（见图 3、图
4）。 如表 2 和图 3、4 所示，不同职务角色护理下，护
理管理人员负向消极的矩阵编码单词数占比大于
非管理人员占比，正向积极的矩阵编码单词数占比
小于非管理人员占比。

表 2 不同角色护理人员应对
突发公卫事件心理体验的矩阵编码

心理体验结果
已编码的单词数（占比/%）

管理人员 非管理人员

负向消极 4 394（61.19） 2 787（38.81）

正向积极 221（9.73） 2 051（90.27）

图 3 护理非管理人员的评价关系项目图

图 4 护理管理人员的评价关系项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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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卫事件心理体验访谈资
料词频分析

词语云图可直观展示出访谈材料主要关注的
词汇。 对各个词汇进行归纳总结，可得出访谈材料
的相应潜藏内容为：“在应对突发公卫事件工作过
程中，一线护理人员可能被派遣至不同医院，会遇
到各类亟须解决的问题，受支援的高强度压力等相
关因素影响，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不容忽视的心理体
验经历，主要解决措施可能为沟通输出。 ”在高频词
汇中，“工作”“医院”“经历”与研究的突发事件经历
主题相符；“问题”“心理”与研究的心理体验主题相
符（一般出现的问题可能为压力等因素导致的心理
问题，其次还可能出现物资匮乏等各类相应后勤问
题）；“大家”“影响”“压力”与研究的应对突发公卫事件
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体验影响因素主题节点相符；

“沟通” 为应对突发公卫事件过程中产生不良心理
的解决措施；“东西”为抽象名词，可能表示的含义
为支援过程中需要的物资等相应物品。 以上图示综
合结果与本文“不同角色护理人员心理体验”研究
主题相符，但词语云无法体现出访谈资料中的具体
细节和分布特征，因此需要结合编码内容和参考点
进一步分析。
3.2 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卫事件心理体验访谈资
料节点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图显示，“负向体验的影响因素”树状
节点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而“支援过程中的负向体
验”则属于最小范围的树状节点，说明护理人员为
能够实现成功应对突发公卫事件的既定目标，在支
援过程中尽管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存在负向心理体
验， 却能够不断调整适应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迎
接挑战。这与 Che 等［9］研究结果相似，即与突发公卫
事件大流行前相比， 医护人员的心理弹性水平更
大，抗压能力更强。 负向消极心理影响因素中占据
最重要位置的为“管理压力”，这与来自瑞士的一项
研究结果［4］相似。 护理管理者在应对突发公卫事件
过程中必须保证与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10］，在
面对与疫情相关的不同变化背景下，其间的信息交
流、规划和管理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以应对与不同
人员间的处理局势。 由于此类管理压力等造成的心
理负面消极影响（如失眠）会延长至应对突发公卫
事件结束后期，这就提示我们政府或医院管理组织
在关注一线护理人员心理状态变化的同时也应重
视护理管理人员的心理状态。 此外，“物资后备因
素”在影响一线护理人员产生负向心理体验过程中

也占重要位置。 当防护设备短缺时，一线护理人员
的内心恐惧和压力会相应增加［10］，相关管理人员应
在后勤物资、防护设备等外界资源方面提前做出保
障措施，做好“未雨绸缪”的应急准备措施。

护理人员在应对突发公卫事件时在工作感的
积极导向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价值感”，其次为

“团队氛围带动”。 研究［11］表明，在应对突发公卫事
件过程中，一线护理人员会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并在护理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实现了自
我价值，这也与此次研究的“价值感”的积极导向相
一致。 领导的支持、团队的力量等“团队氛围带动”
也使促使了一线护理人员的积极工作行为，将保护
人民健康的精神面貌很好地展现了出来。 建议管理
者在突发公卫事件期间多传播一线护理人员的事
迹，进一步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另外，护理人员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调节措
施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为“自我释放途径”，其次为

“沟通”，说明护理人员在经历心理问题时首先从自
我角度考虑、解决问题。 虽然一线护理人员利用自
我释放心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会减轻护理管理人
员或者团队的压力，但当在心理问题上升至个体无
法承担的地步时再行外界干预，其后果可能反而会
更严重。 有研究结果［12］显示，在突发公卫事件支援
过程中，当一线护理人员寻求心理支持时会由于外
界眼光异样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延迟自动寻求外
界心理援助的进程，因此护理管理者应更加关注一
线支援护理人员的心理感受进程。 当个体的性格或
行为表现与平时不相符时，更应主动去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发公卫事件支援过程中的
最主要负向体验为“担心”，其次为“失眠”。 面对突
发公卫事件时的危险性、未知性或可怕性均会导致
一线支援人员的“担心”体验，而随之而来的由于工
作量激增、培训实战差异或工作环境陌生等因素导
致的失眠症状体验也是不可忽视的负向体验之一。
研究［13］表明，睡眠障碍对于护理人员的不良健康后
果有直接影响，如神经紧张、对工作缺乏耐心、家庭
生活或社交生活质量降低等。 因此，必须应尽早意
识到失眠的重要影响，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对
抗这些风险［13］。
3.3 不同角色护理人员应对突发公卫事件心理体
验特点分析

编码单词数与相应占比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管
理者在参与突发公卫事件时的负向消极心理编码
节点数多于非管理者，表明尽管一线护理人员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负性心理趋向，但其中护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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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性心理趋向因管理压力大等原因表现得更为
突出。 定性研究发现，护理管理者在不同防控阶段
面临着与疫情相关的不同关系协调模式的变化，经
历着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情绪体验，并且在某种程度
上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角色和领导风格［4］， 以上原因
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护理管理者的心理状态［14］。
管理者的负向消极心理远远高于非管理者，可能是
因为护理管理者会更注重从整体层面出发关注护
理团队问题， 由于侧重点在整体护理团队绩效［1］而
忽视了自身存在的负向心理。 因此，为保证护理管
理者全程的身心健康，应适时安排专业心理干预措
施减缓他们的负向消极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管理者在应对突发公卫
事件过程中的正向积极心理编码单词数与占比少
于非管理者，提示在原本应急防控的管理范畴之上
也应纳入对护理管理者的正向积极心理的调节措
施，以增加相应积极行为。 研究［15］显示，管理者在与
合作者协调沟通过程中的开放性、可行性、信任和
互相尊重的积极环境有利于心理安全和降低不适
心理水平。 因此，保证护理管理者与其他组织管理
者之间的关系也能对建立正向积极的氛围环境提
供良好的基础。 护理管理者在为一线护理人员提供
心理弹性训练的同时，也必须拓宽自己的知识技能
领域，适应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以保证自己迅速适
应突发事件带来的变化［9］。
3.4 小结

尽管一线护理人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性心
理趋向，但护理管理人员因管理压力大等原因表现
更为突出，提示应对突发公卫事件过程中一线护理
管理人员的心理体验变化更应引起重视。 下一步研
究拟结合前期量性研究结果， 建立心理体验模型，
深入探究心理波动变化情况。 此次访谈研究对象仅
为苏州市内参与一线突发事件的护理人员，尚未拓
展至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后期将扩大研究范围做
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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