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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务人员核心应急能力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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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医务人员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应急能力,为提升应

急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运用一般资料问卷、医务人员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核心应急能力问卷进行调查,分析629名临床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现状。结果 医务人

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得分为(135.60±21.73)分,得分率为73.3%;预防能力维度得分为(11.69±1.
96)分,得分率为77.93%;准备能力维度得分为(20.79±4.18)分,得分率为69.30%;救援能力得分为(103.11
±16.93)分,得分率73.57%。结论 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及其各维度均处于中等水平,现阶段

应重点加强对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知识的培训,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救援中的薄弱缓解,并强化医务人员

自我心理调试,以提升医务人员核心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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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会

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公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

性不明原因疾病、食物中度、职业中毒及其他严重影

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其具有成因多样性、传播广泛性、
分布差异性和危害复杂性等特点[1-2]。其中,传染病

比例更是高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87.5%[3]。自

2019年1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以来,感染患者

例数迅速上升,感染范围波及全国各省市,以及美国、
泰国和日本等国家,来势凶猛的疫情给公众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4]。医务人员是参与处

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主力军,其核心应急能力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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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医疗救援质量,对保障公众健康、社会稳定及经

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5]。因此,有必要了解在当前

疫情下,医务人员核心应急能力现状,为后续提升应

急水平并完善相应的措施及时有效处理疫情的发展

提供参考依据。现将本次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20年2月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对NCP疫情发

生后650名临床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
(1)取得执业证书并独立值班;(2)知情同意并自愿参

与本次研究。排除非临床一线科室医务人员。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问卷:参考相应文献,并结合本次疫

情背景,经研究小组讨论后自设设计,包括: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职称、是否特殊一线工作人员、对于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是否有充分准备等

11个条目;(2)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问

卷:参考国内学者阚庭等[6]编制的"医务人员传染病

突发事件核心应急能力指标体系"调查问卷,经研究

小组和专家讨论后,最终在原有编制的问卷上,将条

目中传染病大范畴限于NCP,并删除条目36"了解生

物恐怖袭击事件的应对",修改条目37"了解自然灾害

后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为"了解NCP突发事件应

对"。由预防能力(1个二级指标3个条目)、准备能力

(4个二级指标6个条目)、救援能力(6个二级指标28
个条目)3个维度,37个条目构成,问卷Cronbacha's

 

α
系数为0.924。采取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熟悉至非

常熟悉分别赋值1~5分,共185分,得分越高即核心

应急能力越强。得分率=平均分/总分×100%,得分

率小于60%为低水平,60%~<80%为中等水平,≥
80%为高水平[5]。
1.2.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星的形式发放问卷,首先编辑

好本次研究的文案,包括本次研究的大背景介绍、研
究目的、意义及相关填写说明,其次通过微信平台将

研究的文案及问卷的二维码和链接发送至相应的微

信群,采取发红包的形式调动研究对象的积极性。每

份问卷均在3~5
 

min完成,共回收问卷650份,有效

问卷629份,问卷有效率为96.8%。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2019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23.0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

述,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情况

本次调查,629名医务人员中,男性67人(10.
7%),女性562人(89.3%);年龄20~<30岁315人

(50.1%),30~<40岁194人(30.8%),40~<50岁

80人(12.7%),50岁及以上40人(6.4%);学历为专

科172人(27.3%),本科410人(62.2%),硕士及以

上47人(7.5%),其余一般资料情况见表1。
表1  医务人员一般资料情况

项目 例数(n) 构成比(%)

性别

 男 67 10.7

 女 562 89.3

年龄(岁)

 20~<30 315 50.1

 30~<40 194 30.8

 40~<50 80 12.7

 ≥50 40 6.4

文化程度

 专科 172 27.3

 本科 410 62.2

 研究生及以上 47 7.5

职称

 初级 423 67.2

 中级 133 21.1

 副高级以上 73 11.6

职业

 医生 135 21.5

 护士 494 78.5

医院性质

 三甲 436 69.3

 三乙 114 18.1

 二级 79 12.6

婚姻与生育状况

 未婚未育 229 36.4

 已婚未育 64 10.2

 已婚已育 336 53.4

目前工作性质

 一线支援人员 60 9.5

 非一线支援人员 569 90.5

既往是否在发热门诊上过班

 是 98 15.6

 否 531 84.4

对于NCP,是否有充分准备

 是 262 41.7

 不确定 235 37.4

 否 132 21.0

2.2 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评分

本次调查,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得

分为(135.60±21.73)分,得分率为73.3%,其中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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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维度得分为(11.69±1.96)分,得分率为77.
93%;准备能力维度得分为(20.79±4.18)分,得分率

为69.30%;救援能力得分为(103.11±16.93)分,得
分率73.57%,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评分

项目
满分

(分)
得分

(x±s,分)
得分率

(%)

核心应急能力 185 135.60±21.73 73.30

预防能力 15 11.69±1.96 77.93

准备能力 30 20.79±4.18 69.30

应急预案 10 7.46±1.49 74.60

法律法规 10 6.85±1.56 68.50

应急演练 5 3.21±0.91 64.20

培训 5 3.28±0.88 65.60

救援能力 140 103.11±16.93 73.57

监测 15 10.86±2.14 72.40

上报 20 14.04±3.08 70.20

医疗应对 30 21.47±4.01 71.57

公共卫生应对 60 46.35±7.77 77.25

风险沟通 5 3.60±0.84 72.00

2019-nCoV突发应对 10 6.80±1.63 68.00

2.3 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各维度得分

较低和较高条目

本次调查,预防能力维度得分最高条目为"熟悉

2019-nCoV的 传 播 过 程",得 分 最 低 条 目 为"熟 记

2019-nCoV的感染谱";准备能力维度得分最高条目

为"熟悉《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医护人

员的职责",得分最低维度为"定期参加传染病突发事

件的应急演练";救援能力维度得分最高维度为"正确

实施手卫生",得分最低维度得分为"了解参与救援的

注意事项",具体情况见表3。

表3  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各维度得分较低和较高条目

维度 得分较高的条目 得分(x±s,分) 得分较低的条目 得分(x±s,分)

预防能力 熟悉2019-nCoV的传播过程 4.03±0.75 熟记2019-nCoV的感染谱 3.65±0.76

准备能力
熟悉《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
医护人员的职责

3.77±0.79 定期参加传染病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3.21±0.91

熟悉《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

预案》中医护人员的职责
3.69±0.78 定期参加常见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培训 3.28±0.88

救援能力 正确实施手卫生 4.39±0.73 了解参与救援的注意事项 3.20±0.99

正确处理医疗废弃物 4.26±0.76 掌握心理调适的方法 3.38±0.91

掌握各类传播途径的隔离原则 3.95±0.84 了解标本保存运输的注意事项 3.39±0.88

3 讨  论

3.1 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现状

近年来,我国是受传染病突发疫情影响较为严重

的国家之一。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波及我国以来,相
继出现的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非洲猪瘟等重大传

染病事件不仅对我国人民的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7]。因此,
国内外大量的学者指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经
验丰富的医务人员是有效应对传染病突发事件的主要

因素[6,8]。本次调查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

力总分为(135.60±21.73)分,得分率为73.30%,各维

度得分率均低于80%,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准备能力得

分为最低,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与刘玲玉等[5]研究结果

一致。分析原因:(1)由于此次疫情新发现的病原体原

宿主与中间宿主的不确定性,其所引发的传染病尚需

要一个过程来认识与控制,导致了相应救援工作难以

顺利实施[9];(2)由于既往相关培训的匮乏,知识的欠

缺可能也会导致实践应急能力的不足。同时,调查结

果显示准备能力中三级指标应急演练的得分率最低,
这也反映出在平日的工作中,医务人员缺乏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实践培训,当真正面临突发事件时,往往

不能很好地应对;救援能力中三级指标2019-nCoV突

发应对得分率最低,2019-nCoV疾病的不确定性、传播

的广泛性导致了医务人员不熟悉该如何有效地处理疾

病所带来的危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预防能力中得分最高的条目

为"熟悉2019-nCoV的传播过程",得分最低的条目为"
熟记2019-nCoV的感染谱",揭示出通过有效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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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对2019-nCoV主要以呼吸道传播的方式有了

较好的掌握,但是对于2019-nCoV感染谱却掌握不足,
不能准确有效地说出疾病的潜伏期、传染期等不同阶

段的概念及意义。准备能力中得分较高的条目是"熟

悉《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医护人员的职

责""熟悉《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中医护人员的职责",得分较低的条目是"定期参加传

染病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和"定期参加常见传染病和

新发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能够清楚地明确自己在传

染病突发事件中的使命,能够积极投入战斗;但是从准

备方面也揭示出了既往缺乏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知识培

训和应急实践演练。救援能力中得分较高的是"正确

实施手卫生""正确处理医疗废弃物""掌握各类传播途

径的隔离原则",较低的条目是"了解参与救援的注意

事项""了解标本保存运输的注意事项""掌握心理调适

的方法",正确的隔离和防护原则贯穿于平日的工作

中,并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前疫

情救援下,医务人员也呈现出不了解参与一线救援时

的相关注意事项,在面临心理压力的时候不能采取有

效方式进行自我调试等问题。这些方面都是接下来疫

情救援中应该加强的重点。
3.2 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提升策略

3.2.1 强化医务人员2019-nCoV知识

完善的知识储备是采取有效应急措施的必要条

件,直接影响着疫情的发展[10]。现阶段,随着确诊病例

数的不断增加,为遏制疫情的继续传播,各级医疗机构

和主管部门应及时提供疫情的相关信息,不断强化医

务人员正确识别疾病的传染谱,要使其能够对患者所

处潜伏期、传染期等不同阶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
做到及时切断传播途径,遏制疫情扩散。其次,加强对

2019-nCoV基础知识的培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
断进行实践的演练;继续讲解《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

案》中医护人员的职责,使其知晓突发公共事件面前作

为医务人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为后续一线救援做出

充分的准备。
3.2.2 提升医务人员NCP救援能力

对于目前所发现救援能力中呈现出的较好的方

面,医务人员要继续进行优化,对薄弱缓解要进行有效

的管理。首先,积极的应对疫情,突发事件下应该沉着

冷静,利用现有的知识,正确处理疾病所带来的危害。
其次,做好疾病的监测,一旦疾病有所变化,要第一时

间采取正确的途径进行上报,并采取积极的医疗应对

措施。同时,个人防护也应该作为应急救援的首要原

则,医务人员应该准确掌握如何正确穿脱个人防护装

备、熟记各类传播途径的防护要求、正确有效地实施手

卫生等安全防护范畴[6]。
3.3 积极有效的心理调适

传染病疫情无论对于普通公众还是医务人员而言

都是压力源[11]。相关研究发现,部分救援人员在疫情

救援过程中及救援之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压

力,而这种压力会带来诸如焦虑、抑郁、恐惧、紧张、躯
体化不适、情感麻木等多种心理问题,这些问题迁延不

愈后导致7.3%~25.7%的救援者出现急性应激障碍,
6.3%的救援人员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12-13]。由此可

见,积极有效的自我心理调适应当是医务人员的必备

能力之一。其不仅能够缓解救援时所产生的心理压

力,而且还能提升救援的信心,从而提高救援的能力。
为此,首先要提高医务人员的心理弹性,采用积极的自

我心理暗示等促进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其次,适度的情

绪释放,保持乐观的情绪;最后,形成团队化的工作模

式,在和谐的氛围中获得团队化相互支持的系统[14]。
目前,医务人员2019-nCoV核心应急能力处于中

等水平,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由于疾病的复杂性,现
阶段还没有相应的疫苗和药物能够控制疫情的发展。
需要不断扩展知识,正确有效地识别疾病,切断疾病的

传播途径,遏制疾病的传播;牢记医务人员在国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责任与义务,采取相应措施做好积

极的防控,有效地应对疾病的变化;同时,掌握好自我

心理的调试,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以此提升自身应对

NCP疫情的核心应急能力,为早日战胜疾病作出自己

应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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