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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工作者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现场
心理危机干预意愿的质性研究

宋 辉，姚晓波，赵 红，赵 峻，赵 静，罗 利，

雷 江，任燕霞，彭应君，徐 宏，杨 昆*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 绵阳 621000
*通信作者：杨 昆，E-mail：2212355@163. com）

【摘要】 目的 探讨心理卫生工作者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意愿，了解其真实感受，提高心理卫生工作

者进行疫情心理干预的积极性。方法 运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分析法，根据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对绵阳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

10名心理卫生工作者进行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运用Colaizzi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 心理卫生工作者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意愿的主题包括愿意参加危机干预的因素和阻碍参加危机干预的因素。愿意参加疫情心理危机干预

的因素可归纳为：具备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和对他人进行心理干预的专业能力、心理危机干预是专业职责、希望有亲身经历现

场危机干预的经验；阻碍因素包括缺少疫情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家庭原因及心理恐惧。结论 心理卫生工作者参加疫情心理

危机干预意愿较高，但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疫情防治知识及技能培训、心理督导及建立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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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istance willingness of mental health workers in COVID-19 epidemic：

a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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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willingness of mental health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on-sit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analyze their real feelings in COVID-19 epidemic, so as to improve their enthusiasm towards epidemic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Bas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utline, th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using face-to-face in-depth interview was carried out involving 10 mental health workers in a third class hospital in Mianyang City,
then Colaizzi analysis was used to collate and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subjects of mental health work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cluded the related factors of willingness drivers and willingness barriers. Factors of
willingness drivers included ability of self-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he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sens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desire for crisis on-site intervention experience. Factors of willingness barriers included a lack of knowledge and
capacity related to COVID-19, family reasons and psychological fears. Conclusion Mental health workers have high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epidemic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howeve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argeted training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mplement psychological supervision and establish a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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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始

于武汉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国家及时果断地采取了

一系列防控措施［1］。新冠肺炎疫情对公众的身心健

康危害较大且长期存在［2-3］。危机时刻，医护人员成

为救援队伍的核心力量［4］。而从各科室临时抽调支

援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公共事件危机时可能会出现

心理功能紊乱［5］。故疫情下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显

得尤为重要，干预的重点人群包括患者及其家属、

病亡者家属、一线工作人员等。线上的心理干预有

一定局限性，如无法觉察对方的肢体语言而不能有

微信扫描二维码

听独家语音释文

与作者在线交流

107



四川精神卫生 2020年第 33卷第 2期http：////www. psychjm. net. cn
效共情、无法进行需要躯体接触的心理治疗、无法

提供处方等，所以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是必不可少

的。质性研究，就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

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

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

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

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与量化研究相比，它能够对

个体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增进研究者对研究

对象心理体验的理解。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的方

法深入了解十位心理卫生工作者疫情心理危机干

预的意愿，为制定更为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心理危

机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采取立意取样法，受访者数量以研究资

料饱和为标准［6］。于 2020年 2月选取绵阳市某三

级甲等医院心理卫生工作者进行访谈。纳入标准：

①工作年限≥5年；②身体健康，表达能力好，有心理

危机干预经验；③愿意参加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共

10人参与此次访谈，按顺序将研究对象编号1~10号。

1. 2 资料收集方法

收集研究对象的职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等信息。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法［7］，了解

心理卫生工作者疫情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意愿，采

用面对面、半结构性、深度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

访谈提纲：①您是否愿意参加新冠肺炎疫情现场心

理危机干预；②愿意参与的主要原因；③不愿意参

与的主要原因；④您的建议是什么？访谈提纲在回

顾文献的基础上拟定初稿，并在质性研究专家的指

导下进行修改，提纲问题的顺序及提问方式视具体

情况而定。访谈在安静、舒适、无干扰的房间进行。

按照访谈提纲进行访谈，尊重受访者的任何观点，

不评判及不施加任何诱导或干预。访谈前向访谈

对象解释研究目的、承诺隐私保护及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对非语言性表达

则做好相关笔录，如肢体动作、语气语调、情感流露

等。访谈时间20～50 min。
1. 3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及时将访谈录音逐句进行转录。

转录资料经 2人核对后用于资料分析，将两者有疑

问的地方进行比较融合，再次与受访者确认该结果

是否符合他们的真实意愿和感受，以提高结果的可

信度。在访谈资料的分析中采取了Colaizzi的关于

现象学资料的 7步分析法：①仔细阅读所有记录；

②析取有重要意义的陈述；③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

行编码；④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⑤写出详细、无遗

漏的描述；⑥辨别出相似的观点；⑦返回参与者处

求证。然后研究者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反思，并按照

一定的顺序和主题进行整合，使最终形成的主题有

一定的内在关联性［8］。由 2名研究者分别分析同一

份资料，并将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主题。

2 结 果

2. 1 基本资料

参与访谈的 10名心理卫生工作者年龄（38. 35±
3. 16）岁，基本资料见表1。

2. 2 访谈结果

对 10名心理卫生工作者共 175条具有重要意

义的陈述进行析取和标记，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

编码汇集成 8个主题集群，通过归类提炼最终得到

反映了大部分受访者对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意愿的 6
个主题。

2. 2. 1 心理卫生工作者愿意参与疫情心理危机干

预的因素

2. 2. 1. 1 具备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和对他人进行心

理干预的专业能力

合格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应具备扎实的心理学

和精神病学知识、严谨的循证医学思维、丰富的心

理治疗技能、优秀的科研能力等。在访谈过程中，

心理卫生工作者均表示其具备参加心理危机干预

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项 目

职业

性别

受教育程度

职称

精神科医生

心理治疗师

男性

女性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初级

中级

高级

例数

6
4
5
5
8
2
1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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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心理卫生工作者 3：“我参加过多次中国心

理危机干预大会，学习了各种危机干预技能及情绪

稳定技术，我觉得我具备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能

力。”心理卫生工作者 5：“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发生

后，我都去做过心理危机干预，深入了解了重大灾

害对人群的影响，并能熟练处理常见心理问题及精

神障碍，我愿意去疫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心理

卫生工作者 9：“我参加过规范的心理危机干预培

训、CBT培训、中美精神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等，虽然

没有在灾区实践的经历，但我对角色练习已经很熟

练了，而且我特别想去疫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心理卫生工作者 11：“我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当

时我就在汶川，地震对我的心理造成很大影响，我利

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走出来了。现在，我想结合我

的专业知识和类似的经历去帮助疫区的人们，我认

为我能和他们更好的共情，建立更好的治疗关系。”

2.2.1.2 心理危机干预是专业职责

心理卫生工作者 1：“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每

个人都应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有专业技能，

去做心理危机干预是我的职责。”心理卫生工作者

2：“我是有 8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党员更应该响应国

家号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已经做

好了充分准备。”心理卫生工作者 4：“看到呼吸科、

重症科的同事都到了一线，他们在防疫初期条件相

对艰苦的情况下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既心疼又羡

慕，我也要和他们并肩作战。”心理卫生工作者 8：
“我是医院的心理危机应急队员，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能为国家、为疫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事是我的

光荣。”

2. 2. 1. 3 希望有现场危机干预学习的经验

心理卫生工作者 6：“我学习了很多理论知识，

虽然也做过心理危机干预的角色扮演，但毕竟都是

理论层面，我想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心理卫生工

作者 7：“汶川地震后，我曾申请去参加心理危机干

预，但由于当时我刚毕业、没有经验，所以没通过。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想通

过这次去疫区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服务，既能帮助到

需要帮助的人，同时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心理卫

生工作者 10：“心理危机干预不同于日常的诊疗活

动，而是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及临场应变能力，是

真正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为疫区

人民服务的机会。”

2. 2. 2 心理卫生工作者参与心理危机干预的阻碍

因素

2. 2. 2. 1 缺少疫情相关的知识和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虽然医院每天都在进

行相关知识及隔离防护的培训等，但由于知识点太

多，加上心理卫生工作者平时的工作特点，这方面

知识的掌握情况可能不如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

学科等人员。心理卫生工作者 2：“当年 SARS发生

的时候，我还是学生，每天在学校学习，没感觉有多

大影响；这次的疫情看起来比当年更严重，虽然经

过了培训，但害怕自己掌握得不牢靠给大家拖后

腿。”心理卫生工作者 6：“我很多年前在感染科、呼

吸科有过转科经历，但现在很多关于传染病相关防

护知识都回忆不起来了，虽然最近经过培训后已基

本掌握，但还是害怕万一防护得不够好而被感染，

会连累大家。”

2. 2. 2. 2 家庭原因

心理卫生工作者 7：“当我提出去疫区支援的时

候，父母非常担心，再三劝说我不要去。父母年纪

大了，有很多慢性病，假如我有什么不测，他们怎么

办。”心理卫生工作者 9：“我老婆怀孕 2月了，早孕反

应很重，她又特别依赖我，我走了她怎么办呢。”心

理卫生工作者 11：“新冠肺炎传染性很强，还可以通

过气溶胶传播，简直防不胜防，我倒是不怕，但我担

心回来后传染给家人。”

2. 2. 2. 3 心理恐惧

心理卫生工作者虽然有较强的自我心理调节

能力，但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有很多未知领域，

且传染性和致死性都很强，每个人内心都有或多或

少的恐惧。心理卫生工作者 1：“对于地震、泥石流、

火灾、水灾之类的灾害后心理危机干预，我是不担

心的，因为这些灾难有的是发生后就不会再发生

了，有的可以预判和预防；但是这次病毒不一样，它

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一旦进入病房，就相当于进

入战场，稍有松懈就可能给病毒可乘之机。”心理卫

生工作者 8：“培训的时候我穿过防护服，厚厚的一

层，穿脱都很麻烦，而且穿一会儿就浑身是汗，特别

不舒服；听说由于防护用品紧缺，一线医护人员都

是穿上防护服直到下班才脱，大小便都解在纸尿裤

里，我担心我有洁癖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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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心理卫生工作者在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他们在灾害救援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9-10］。突发公共事件对人群的影响巨大，轻者会

造成心理问题，严重的会引发精神障碍［11］。心理卫

生工作者有必要对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在访谈

中，多名组员提到自己愿意参加疫情心理危机干

预，但疫情不同于其他灾害，对自身防护的要求较

高，而平时缺少这方面的培训及实战经验，所以建

议医院可以通过定期举办知识讲座、感控培训、疫

情防控演练等方式提高自身防护能力，加强对减

灾、备灾、现场救援、灾后重建等方面的学习［12］。

此外，参加疫情心理危机干预的人员也可能由

于自身也对疫情存在不确定性的恐惧心理而出现

一系列应激反应，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对未知

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会导致个体产生认知闭合，从

而放弃理性的思考、做出缺乏思考的选择。实际

上，当疫情等重大灾害发生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出

现或轻或重的应激反应，如孤独无助感、失控感、焦

虑等［13］。因此，对心理危机干预人员自身进行心理

督导也是非常重要的。督导频率一般是每周一次，

可采用线上或线下的方式；督导内容包括：①疑难

案例督导提升个人技能，增加掌控感；②对反移情

导致的心理问题进行督导促进成长；③对心理卫生

工作者自身的心理问题进行督导，帮助其恢复心理

健康等。

在访谈中，部分成员存在一些顾虑：如何最大

程度保障自己不受感染，如果不幸被感染，将来的

工作会不会受影响，家人怎么办，在人道危机中自

身的安全等。有这些顾虑，参与灾害救援的意愿必

然会降低。我国政府对疫情支援的人员也给予了

大量的支持保障，如免下乡锻炼一年、子女优先入

学、职称聘任优先考虑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心理卫生工作者的积极性，但仍需建立更为完备

的保障措施，包括紧急救援基金、社会支持小组、家

庭支持等。医院平时也应持续宣教、沟通，建立针

对灾害救援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参与灾害救

援人员的后顾之忧，提升其参与灾害救援的意愿。

综上所述，心理卫生工作者参加疫情心理危机

干预意愿较高，但也存在部分阻碍因素，如缺少疫

情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家庭原因及心理恐惧，需要

有针对性地开展疫情防治知识及技能培训、心理督

导及保障体系建立以更好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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