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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某医院核酸采集员的身心体验，为做好疫情防控，更好地保护核酸采集员的身

心健康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现象学研究法，对 2021年 6月 15—30日在深圳市萨米医疗中心进行核酸检测的 15
位核酸采集员进行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并对核酸检测现场进行观察，应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首先阅读资料、并分类、编码，

然后具体分析，再归纳总结，提炼主要部分，最后得出最终主题。结果 该医院核酸采集员的身心感受主要提取 4项主题：历

史使命，不可推卸；防护最大，安全第一；恐惧紧张，身体不适；争分夺秒，保持体力。结论 该医院核酸采集员思想觉悟高，集

体荣誉感强，但核酸采集工作量大，常常存在身体疲惫，肩膀痛，头晕头痛等症状及各种心理反应及躯体反应；因此核酸采集员

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支持和关照，同时需要心理疏导和人力补充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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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of nucleic acid collectors
in a hospital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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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 of nucleic acid collectors in a hospital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nucleic acid collectors.Methods Us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15 nucleic acid collectors working in
Shenzhen Samii Medical Center from June 15 to June 30, 2021 were interviewed in a semi-structured in-depth way and observed at the
nucleic acid testing site. The Colaizzi seven-step analysis was made to read, code and classify the data, and then specifically analyze
and refine the main parts to get the final theme.Result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feelings of nucleic acid collectors in a hospital in
Shenzhen were mainly extracted from four themes: historical mission, which cannot be shirked; maximum protection, safety first; fear
and tension, body discomfort; making full use of every minute to keep physical strength.Conclusions Nucleic acid collectors in a hos‐
pital of Shenzhen are highly aware of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honor, but they often suffer from shoulder pain, dizziness, headache
and other uncomfort as well as variou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reactions due to the heavy load of nucleic acid collection work. Thus,
they need not only material support and care, but also mor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n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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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肆意传播和蔓延。在中国政府的严防

严控政策指导下，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战役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1-3］。但由于人群流动及病毒变异，2021年
国内的疫情也不时在多地零星产生和传播，预防新

冠肺炎传播仍然是重要任务之一［4］。2021年 5—6
月，随着广东省两起输入性疫情出现，人群核酸筛

查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核酸采集员作为防疫一

线工作人员经受了特殊的考验。本研究选择疫情

防控期间深圳市中德合办医院的核酸采集员为研

究对象，运用目的抽样法，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

学研究法，对 2021年 6月 15—30日在深圳市某医院

工作的 15位核酸采集员，进行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

和现场观察［5-6］，用 Colaizzi分析法［6］分析其身心感

受，提出综合干预方法，为后续的核酸采集员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作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 2021年 6月
15—30日在深圳市萨米医疗中心选取 15位核酸采

集员为研究对象，见表 1。探讨核酸采集员真实的

内心感受和身体体验，以N1~N15编号，抽样人数以

访谈信息资料饱和为标准。纳入标准：①心智正

常，能正确用汉语交流，能够理解访谈问题并清晰

表述；②核酸采集总时长 24 h以上；③核酸采集点

超过 4处；④采集次数大于 5次；⑤知情同意参与本

研究。排除标准：①采集核酸登记人员；②核酸采

集总时长小于 24 h；③核酸采集点少于 4处；④采集

次数小于5次。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1.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用质性

研究中的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式面

对面访谈及现场观察法［5-6］，深入探讨医院核酸采集

员的真实身心体验。访谈者为医学博士，接受过质

性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与培训，并具有丰富的质性

研究经历。

1.2.2 研究内容 访谈提纲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和

半结构式访谈提纲两部分，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

别、文化程度、兴趣爱好、参加核酸采样次数及采样

地点等；提纲的主要内容：①请您谈谈您在做核酸

采样时的想法？②请您说说您对“关于穿脱防护服

的看法”？③您认为目前局势下如何防控新冠疫

情？④在采集核酸样本时您是如何保护您和家人

的？⑤在采集核酸样本时您的休息、营养和体力

如何？

1.2.3 资料收集 在收集资料时，先同核酸采集员

预约访谈时间，尊重核酸采集员的意愿，在不影响

其工作和休息的前提下，选择安静、轻松的独立房

间进行面对面访谈。访谈前向核酸采集员说明访

谈目的、隐私保护原则及录音的必要性，签署知情

同意书。访谈过程中观察核酸采集员的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等身心反应和情绪变化，视情况调整访谈

提问方式和访谈问题的先后顺序，鼓励核酸采集员

尽可能完整地陈述真实身体体验和心灵感受，访谈

者对其谈话内容做出合理的回应，不作任何评价。

表1 深圳市萨米医疗中心15位核酸采集员一般资料

编号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N10
N11
N12
N13
N14
N15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年龄/岁
37
34
26
26
28
30
31
28
27
31
30
23
32
35
30

文化程度

本科

本科

硕士

硕士

本科

硕士

本科

本科

硕士

本科

大专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职业职称

检验技师

护师

麻醉师

康复治疗师

护士

康复治疗师

护师

药剂师

康复治疗师

护师

检验师

护士

药剂师

护师

护师

兴趣爱好

打球

旅游

打球

阅读

旅游

旅游

打球

KTV
阅读

打球

旅游

跑步

健身房

打球

阅读

工作年限/年
15
2
1
2
6
5
8
8
2
9
9
1
10
13
8

采集核酸的时间/h
30
32
31
24
26
38
39
30
33
34
36
36
32
34
33

采集核酸地点

本院、社区、学校、港口

本院、社区、学校、海关

本院、社区、学校、码头

本院、社区、学校、口岸

本院、社区、学校、派出所

本院、社区、学校、码头

本院、社区、学校、渔村

本院、社区、学校、码头

本院、社区、学校、港口

本院、社区、学校、港口

本院、社区、学校、渔村

本院、社区、学校、码头

本院、社区、学校、渔村

本院、社区、学校、派出所

本院、社区、学校、派出所

··1115



安 徽 医 药 Anhui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Journal 2022 Jun，26（6）
使用手机和录音笔 2个录音设备进行现场录音，并

记录核酸采集员的情绪变化、面部表情、肢体动作

等，必要时再次抛出主题请核酸采集员进行简要概

括、复述和总结。访谈时长30~40 min。
1.2.4 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与资料收集同时进行。

访谈结束后 24 h内将访谈录音及时转录为文字，并

结合现场笔记进行编号及存档。严格按照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5-9］，由 2名课题组研究员

同时保持中立态度，分别提取与核酸采集员真实体

验相关的重要陈述后进行编码，认真阅读、聆听、比

较、思考、分析访谈内容，理解其陈述的内容及含

义，结合受访者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经过全面

分类归纳后，分别总结得出各自的主题，然后 2名研

究者对主题分析讨论后达成共识，再次返还到主要

核酸采集员，反复沟通讨论后确定最终主题，并返

回主要受访者进行确认。

1.2.5 质量控制 本质性研究通过以下方法进行

研究的质量控制，最大程度地减少由研究者的主观

性而造成的偏倚，尽量保障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真

实性，以及进展的严谨性，具体方法如下：①知情同

意与保密：被研究者填写知情同意书，访谈开始前

向核酸采集员介绍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等，重点告知其保密性，以获取核酸采集员的信任

与配合，保障资料的准确性，录音资料和访谈记录

等资料都加双锁保存。②环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置身在温馨舒适独立的房间（温度：20~24 ℃，湿度：

40%~60%）里，免受他人的干扰和影响。③引导核

酸采集员回忆整个核酸检测过程，鼓励核酸采集员

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及感受，避免诱导式询问。④
尊重核酸采集员：认真聆听，做出必要的反馈，不随

意打断核酸采集员的陈述。⑤注意观察肢体语言

并记录，以便更好地挖掘核酸采集员真实的内心体

验。⑥访谈结束前，研究者概括总结核酸采集员的

陈述及体验，获得求证和核实。

2 结果

15位受访对象核酸采集总时长均大于 24 h、核
酸采集点超过 4处、采集次数大于 5次的身心体验，

共提炼出 4项该医院核酸采集员的身心感受主题：

①历史使命，不可推卸；②防护最大，安全第一；③
恐惧紧张，身体不适；④争分夺秒，保持体力。现在

分别叙述如下。

2.1 历史使命，不可推卸 在访谈的 15位核酸采

集员中，有 14人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和

体验，纷纷表示：这次的核酸测定，是党和人民赋予

我们的历史使命，绝对不能推卸。N1说：“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党和人民需要我们，我们必须冲锋在

先，义不容辞”；N8说：“院领导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

给我，是信任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坚决服从”；

N6说：“我是主动要求参加核酸检测工作，我们年

轻，精力旺盛，从我选择这份职业时，我就告诉我自

己。我的职责就是要去人民需要我们的地方”。

2.2 防护最大，安全第一 访谈的 15位核酸采集

员都能规范执行各项操作，最大限度防控发生感染

事件。N9说：“由于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他可以通

过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我们的一切操作都必须按规

范做，核酸标本采集的流程，每一步都要精准到位。

从穿脱防护用品，到落实手卫生，每一个细节都不

忽视，防止发生感染”；N13说：“我每次采集核酸后，

都要洗澡，清理鼻孔、耳道，更换衣服”；N8说：“安全

第一，一切按正规操作，我们每个核酸采集员都有

家人，有同事，只有我们做好了防护，才能保护好自

己和家人，才能保证同事们免受感染”。

2.3 恐惧紧张，身体不适 研究小组跟随核酸采集

员一起去测核酸时，亲眼看到他们更换下来的衣服

全都湿透，并呈现出筋疲力尽的状态，大多数都存

在恐惧紧张、有肩膀痛、头晕头痛、身心疲惫等不舒

服的症状。采访时，N3说：“接到任务时不太清楚具

体的情况，还是很紧张，不知道采集对象是否已经

感染”；N5说：“6月天气很热，基本上是 2~3 h就受

不了啦，防护服里的汗水直流，常常有头晕及透不

过气的感觉”；N4说：“每次采核酸到最后，总感到头

晕头痛，当领导询问时，我们都不告诉领导，怕他们

担心”；N6说：“天气热，几层手套，隔离衣，防护服，

高强度的工作，采集核酸到第 3小时，已经体力不

支，但又不想耽误时间，继续工作，几乎每次到最后

都感到肩膀酸痛”；N7说：“每个人的核酸取样都要

采双侧咽扁桃体及咽后壁 3个点，最多的时候同样

的姿势一天要做几千遍（几千个被采集人员），每次

采集完都感到肩膀痛”；N11说：“有时候采集完后，

真想就地躺下休息几分钟，太累了”。

2.4 保持体力，争分夺秒 研究小组跟随采集组采

核酸时，看到核酸采集员连续工作 3 h不休息，不喝

水。N12说：“每天检测的任务量都很大，一天一组

核酸采集员要检测一千多个人员，要抓紧时间，怕

影响工作，不喝水，坚持到最后”；N14说：“每次中间

吃饭时，我要喝两碗汤，汤里含有盐分，可以补充出

汗时体内丢失的部分电解质和水分，这样就能工作

更长时间”。

3 讨论

3.1 安全第一，做好防护 德尔塔变异病毒株

（Delta，B.1.617.2）已成为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

主要毒株，目前已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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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外防输入”防控工作，积极应对及坚决

遏制德尔塔变异毒株侵袭蔓延，特别要注意做到

“八严格”措施。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 修订版）》［3］中明确指出，COVID-19的
传染源主要是 2019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

染病人，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主要传

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SARS-CoV-2病
毒携带者在说话、咳嗽、打喷嚏、吐痰等过程中，会

排出大量含有病毒的飞沫，飞沫在空中悬浮一段时

间后沉降在周围环境的物体表面，易感者通过吸入

飞沫或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可能发生感

染［10-13］。医务人员在进行侵入性操作中会产生含有

病毒的气溶胶，如气管插管、吸痰、使用呼吸机等，

增加病区环境污染程度［14-16］。

3.2 及时换岗，提供安静舒适的休养环境 研究小

组做研究时，正是夏季最热的时候，平均气温在

30 ℃以上，核酸采集员冒着酷暑，穿着防护服，体力

消耗明显，访谈的 15位核酸采集员都能认真做好正

规操作。在炎热的环境中，他们不但有精神上的痛

苦（如由不可预知的因素造成的恐惧等），其身体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能多喝水，不能及时补充能量，

不能随时上厕所），还要穿着防护服工作几个小时。

因此必须创造安全的检测环境和操作环境［17-18］，还

要创造安静舒适的休养环境，使核酸采集员的体力

很快得到恢复。

3.3 做好心理疏导，缓解不良情绪 被访谈的大多

数核酸采集员开始都有恐惧紧张感、还伴有肩膀

痛、头晕头痛、身心疲惫等不舒服的症状。因此建

议每次在出发前，先大致讲解一下本次测核酸的原

因及可能遇到的风险，让核酸采集员做好充分的思

想准备。定期举办讲座及相关知识培训［19-21］。研究

小组跟随核酸采集员去现场测核酸时，亲眼看到他

们的体力消耗明显。由于 2021年的疫情不同于

2020年的疫情，德尔塔病毒变异性更强，传播速度

更快，为了让每一位核酸采集员放心地去工作，医

院领导者应该更加关爱核酸采集员。

3.4 提供物质支持，使核酸采集员保持足够的体

力 加强防护知识的培训，医院每次执行任务前都

组织队员进行理论和防护用品穿脱培训，一对一考

核合格。同时为核酸采集员提供足够的能量供给，

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精力来完成任务。每天一组

核酸采集员要检测一千多个被检测人员，因此在每

次测核酸前一定要提供足够的食物及饮料等，同时

提供所需要的物资。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该医院核酸采集员觉悟

高，集体荣誉感强，核酸采集工作任务量大，常常存

在肩膀痛，头晕头痛等不舒服的中暑症状及各种心

理及躯体反应，他们不但需要物质上的支持和关

注，而且需要更多的心理疏导、关怀和帮助，让他们

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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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非编码RNA 6030408B16RIK表达下调对腹膜间皮细胞
上皮-间质转化的影响

籍文捷，王志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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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9MH126）；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018WS404）

摘要：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RNA（lncRNA）-6030408B16RIK在人腹膜间皮细胞上皮-间质转化（EMT）中的作用。方法 于

2019年 3月至 2020年 6月，将 36只大鼠以抽签法分为正常组 6只、假手术组 6只、尿毒症模型组 24只，采用 5/6肾切除法建立大

鼠尿毒症模型，将尿毒症造模成功的大鼠再以抽签法分为：尿毒症组（不进行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组（腹膜透析 4周）、小干扰

RNA阴性对照（si-NC）组（腹膜透析 4周+空质粒）、si-6030408B16RIK组（腹膜透析 4周+si-6030408B16RIK），每组 6只。进行腹

膜平衡试验检测大鼠超滤量和葡萄糖转运量，处死大鼠并对大鼠壁层腹膜进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Masson染色和免疫组

织化学观察腹膜组织结构变化及胶原纤维化情况，利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测定RNA的浓度和纯度，利用蛋白质

印迹法检测各组上皮钙黏素（E-cadherin）、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成纤维细胞特异性蛋白-1（FSP-1）和波形蛋白的蛋白表

达水平。结果 与尿毒症组相比，腹膜透析组、si-NC组和 si-6030408B16RIK组大鼠的超滤量明显降低（P<0.05），而葡萄糖转

运量明显升高（P<0.05），大鼠腹膜厚度和Ⅲ型胶原蛋白（Collagen Ⅲ）、CD31的阳性表达量均显著增加（P<0.05），α-SMA、FSP-1
和波形蛋白的表达均明显升高（P<0.05）；相比于腹膜透析组，si-NC组大鼠的超滤量、葡萄糖转运量、腹膜厚度、Collagen Ⅲ、

CD31及α-SMA、FSP-1、波形蛋白的表达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相比于 si-NC组，si-6030408B16RIK组大鼠的超滤量

［（5.45±0.57）mL比（4.23±0.43）mL］显著增加（P<0.05），葡萄糖转运量［（16.12±1.65）mmol/kg比（19.54±1.97）mmol/kg］显著减少

（P<0.05），大鼠腹膜厚度、Collagen Ⅲ、CD31的表达量均显著减小（P<0.05），α-SMA、FSP-1和波形蛋白的表达［（0.65±0.06）、

（1.29±0.13）、（1.39±0.14）比（1.24±0.12）、（1.72±0.19）、（1.99±0.21）］明显降低（P<0.05），E-cadherin表达［（0.96±0.10）比（0.38±
0.04）］明显回升（P<0.05）。结论 lncRNA 6030408B16RIK的表达下调可能改善了腹膜纤维化进程而延缓了超滤衰竭的发生。

关键词： 上皮-间质转化； 尿毒症； 6030408B16RIK； 腹膜透析； 超滤衰竭； 胶原Ⅲ型； 大鼠，Sprague-Dawley

Effect of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6030408B16RIK
o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peritoneal mesenchymal cells

JI Wenjie,WANG Zhikui
Author Affiliation: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Linyi People's Hospital,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 6030408B16RIK in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
tion (EMT) of human peritoneal mesenchymal cells.Methods From March 2019 to June 2020, 36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normal group (n=6), sham operation group (n=6) and uremia group (n=24), and the uremia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5/6 nephrectomy
method. The rats successfully modeled with uremia were then randomly subdivided into: Uremia group (no peritoneal dialysis), PD
group (4-week peritoneal dialysis), small interfering RNA Negative Control (si-NC) group (4-week peritoneal dialysis+empty plasmid),
si-6030408B16RIK group (4-week peritoneal dialysis+si-6030408B16RIK), 6 rats for each subgroup. Ultrafiltration volume and glu‐
cose transport volumes of rats were measured by peritoneal equilibration test.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and the parietal peritoneum was
stained by HE staining, and the changes of peritoneum tissue structure and collagen fibrosis were observed by Masson staining and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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