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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士职业压力相关因素调查分析

李暋倩暋张暋宇

棬济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棳山东 济宁棽椃棽棸棻棭

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压力状况及应对方式暎方法暋对我院棻棸名精神科护士棬工龄 年

以内的年轻护士椂棸名和棻棸年以上工龄的资深护师椆棸名棭和棻棾椄名综合科护士进行抽样测试调查椈并分别对其

进行问卷调查暎运用应对方式评定量表分别进行比较暎结果暋精神科护士工作压力普遍很大棳主要表现在择业

后的心态暍工作遭遇暍心理压力有明显的差异棬 椉棸灡棸棻棭暎其中年轻护士比资深护师的压力更大暎应对方式问卷

量表评分精神科护士的自责暍求助暍幻想棾个因子分均显著高于综合科护士棬 椉棸灡棸 棭棳而解决问题暍退避因子分

显著低于综合科护士棬 椉棸灡棸 棭棳合理因子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 棭暎年轻护士在解决问题暍自责暍求助暍
幻想因子分方面高于资深护事棬 椉棸灡棸 棭暎结论暋精神科护士的心理压力较大棳应对方式不容乐观棳管理者应给

予高度的支持暎
关键词暋精神科护士椈职业压力椈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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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灡棻暋对象

选取精神科护士棻棸名和综合性医院护士

棻棾椄人棳均为女性棳两组护士的护龄暍职称暍性格暍学
历暍家庭经济等一般情况经 检验棳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 棭暎
棻灡棽暋测量工具

棻灡棽灡棻暋护士职业评价调查量表暋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法棳包括性别暍年龄暍婚否暍参加工作时间暍择业心

态暍从业后心态暍心理状况暍是否受到过伤害暍性格

有无改变暍工作强度暍成就感暍有何设想等棳被调查

者以无记名方式单独填写暎棻周后收回问卷棳有效

回收率棻棸棸棩暎
棻灡棽灡棽暋应对方式问卷暋由椂棽个项目组成棳包括解

决问题暍自责暍求助暍幻想暍退避和合理化椂个因子暎
在椂个因子的基础上又分为成熟型暍不成熟型和混

合型棾种应对方式暎成熟型应对方式包括解决问

题暍求助棽个因子椈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包括自责暍幻
想暍退避棾个因子椈合理化为混合型的应对方式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斢斝斢斢棻棾灡棸统计软件处理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精神科与综合科护士职业评价状况比较

精神科护士现状与非精神科护士相比棳突出地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椇精神科护士择业后心态暍工作

遭遇暍心理负担明显高于综合科护士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
工作后的成就感明显低于综合科护士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
从业后心理负担过重棳伺机跳槽者居多暎见表棻暎
表棻暋精神科与综合科护士职业评价状况比较棬 暲 棳分棭

组别
择业心态 择业后心态

热爱 谋生 家长意愿 热爱 懊悔

精神科棬旑椊棻棸棭棽棶椃棽暲棸棶椂棻 棽棶椄棻暲棸棶椄 棽棶棿椄暲棸棶棿椃 棽棶棽椄暲棸棶椂棿 棽棶椆暲棸棶椂棾
综合科棬旑椊棻棾椄棭棽棶棾棿暲棸棶棿 棽棶椂 暲棸棶棿椆 棽棶棾椆暲棸棶棿棾 棽棶椂 暲棸棶椂 棽棶棽椂暲棶棿棽

棶棾 棽棶棿 棻棶椂椆 棶棽椄 棶棽棾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棻

工作遭遇 劳动强度 心理负担

被打经历 辱骂经历 较大 适中 难以承受 不适应 较适应

棽棶棿棾暲棸棶棿椆棽棶棿椂暲棸棶椂棽棽棶棾棽暲棸棶棾椄棽棶棽椃暲棸棶棾椂棽棶椂椄暲棸棶椂棾棽棶棾棽暲棸棶棿椄棽棶椂椃暲棸棶椃
棽棶棽 暲棸棶棾棽棽棶棾椂暲棸棶棿棾棽棶棿椄暲棸棶棿椆棽棶棾棽暲棸棶棽 棽棶棸椂暲棸棶椂椄棽棶棻 暲棸棶棾椃棽棶棽棽暲棸棶椄

棾棶椂椃 棶棽椄 棽棶棾棽 棻棶棽 棿棶椃 棽棶棾棾 棶椂椆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成就感 职业设想

满足现状 择机跳槽 辞职待业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棽棶棽椄暲棸棶棻棽棶椂棾暲棸棶椆棽棶椄椂暲棸棶棿椄棽棶椃棽暲棸棶椃棽棶椆 暲棸棶椂椃棻棶棻棾暲棸棶椃
棽棶棿棿暲棸棶棾椂棽棶棽暲棸棶棻棽棶椂椄暲棸棶棾棿棽棶椄暲棸棶棿椄棽棶椃暲棸棶椂棽棻棶棸棽暲棸棶棾

棽棶棾棻 棻棶椃棽 棾棶椂 棽棶椂 棿棶椂椆 棻棶棾椄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椌棸棶棸

棿棿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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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棽暋精神科年轻护士与资深护师职业压力状况比

较

精神科年轻护士现状与资深护士相比棳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椇年轻护士择业后心态暍成就感暍职业设

想暍心理压力明显高于年老资深护士棬 椉棸灡棸 棭暎
见表棽暎
表棽暋精神科年轻护士与资深护师职业压力状况比较棬 暲 棳分棭

组别
择业心态 择业后心态

热爱 某生 家长意愿 热爱 懊悔

年轻护士棬旑椊椂棸棭 棻棶椆椄暲棸棶棿棾 棽棶棸椄暲棸棶棾椂 棻棶棽暲棸棶棾棾 棽棶棸椆暲棸棶椂 棻棶椆棿暲棸棶椂椄
资深护师棬旑椊椆棸棭棽棶棻棾暲棸棶棾棽 棻棶椆椂暲棸棶棽棿 棻棶棿棾暲棸棶棽 棽棶椄椂暲棸棶棿椆 棻棶椂椄暲棸棶棽

棽棶 棽棶棿 棻棶椆棻 棽棶椆 棾棶椃棻
椉棸棶棸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椉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工作遭遇 劳动强度 心理负担

被打经历 辱骂经历 较大 适中 难以承受 不适应 较适应

棻棶棾椄暲棸棶棾椄棻棶椂椄暲棸棶椃棻棶棿椂暲棸棶棾椂棻棶棿棻暲棸棶棾棽棽棶棸椂暲棸棶椂棾棻棶椆棻暲棸棶棿 棻棶椃棽暲棸棶棽椃
棻棶棾暲棸棶棿椂棻棶椆棾暲棸棶椂 棻棶棾椄暲棸棶棽椃棻棶棾棽暲棸棶棽椄棻棶椂椄暲棸棶椃棻棶椃椂暲棸棶棾棿棻棶椂棾暲棸棶棾棽

棾棶椂椄 棽棶 棻棶椂棸 棻棶椄棽 棾棶椄 棽棶 棻棶椄棻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椌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成就感 职业设想

满意 不满意 满足现状 择机跳槽 辞职待业

棽棶棾棿暲棸棶棾椄 棻棶棿椆暲棸棶棾 棽棶棻椃暲棸棶棿椄 棽棶棸 暲棸棶椂棽 棻棶棿棽暲棸棶椄
棽棶棻棽暲棸棶棽 棻棶棾椄暲棸棶棽椄 棻棶椆椄暲棸棶棾椂 棻棶椂 暲棸棶棾 棻棶棽椂暲棸棶棽

棽棶棾 棻棶椄棽 棽棶椃 棿棶棿棿 棻棶椃椄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椉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椌棸棶棸

棽灡棾暋精神科与综合科护士应付方式问卷各因子比

较

表棾显示棳应付方式问卷中精神科护士的自

责暍求助暍幻想棾个因子分均显著高于综合科护士

棬 椉棸灡棸棻棭棳而解决问题暍退避因子分却显著低于

综合科护士棬 椉棸灡棸 棭棳合理因子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棬 椌棸灡棸 棭暎见表棾暎
表棾暋精神科与综合科护士应对方式问卷

各因子比较棬 暲 棳分棭
因子 解决问题 自责

精神科棬旑椊棻棸棭 棸棶椂椄暲棸棶棽 棸棶棾 暲棸棶棽椄
综合科棬旑椊棻棾椄棭 棸棶椃椆暲棸棶棻椂 棸棶棽棿暲棸棶棽椂

棽棶棽棻 棾棶棿棾
椉棸棶棸 椉棸棶棸棻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

棸棶椂棻暲棸棶棽棿 棸棶棿棾暲棸棶棽 棸棶棾椄暲棸棶棽椆 棸棶棿棾暲棸棶棽棽
棸棶棻暲棸棶棽棾 棸棶棾 暲棸棶棽棽 棸棶棿椃暲棸棶棽 棸棶棿椄暲棸棶棽棻

棾棶椃 棾棶椄椆 棽棶棽椄 棻棶椂棿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棻 椉棸棶棸 椌棸棶棸

棽灡棿暋精神科年轻护士与资深护士应付方式问卷各

因子比较

年轻护士在解决问题暍自责暍求助暍幻想棿个因

子分显著高于资深护师棳 值分别是棾灡棽棻暍棾灡椄棾暍
棽灡椄 暍棽灡棽椄棬 椉棸灡棸 棭棳其他因子分无差异棬 椌
棸灡棸 棭暎
棾暋讨论

精神科患者受症状支配棳难于护理棳值夜班时

病人自杀暍自伤暍冲动暍伤人等意外事件随时可能发

生暎超强的工作负荷暍频繁的夜班棳复杂的人际关

系均使护士产生心理疲劳椲棽椵暎资深护师也承受着

很大的压力棳因为工作中老护士对新护士起着传承

带教的作用棳负责主班棳责任更大暎新护士在择业

后的心态及成就感方面较低暎每天面对思维情感

及行为异常的患者棳感到乐趣减少棳普遍个人成就

感棳工作热情不高棳更低的社会地位而加重心理压

力暎因为没有好的发展前途暍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

值而选择离职椲棾椵暎表棻表明棳精神科和非精神科护

士在择业后心态暍工作遭遇暍心理负担方面有明显

差异暎
综合性医院的技术暍设备更新速度快棳对护士

的业务素质要求高暎近年来患者及家属的维权意

识增强棳护士工作稍有不慎棳就有可能遭家属投诉棳
导致护患关系紧张棳致使综合科护士成就感较低棳
心理压力较大暎

在应付方式量表测试中棳精神科护士的自责暍
求助暍幻想暍棾个因子分均显著高于综合科护士棳而
解决问题暍退避因子分显著低于综合科护士暎年轻

护士与资深护师在解决问题暍自责暍求助因子方面

有明显差异暎
精神科护士属于弱势群体棳需要医院管理者和

社会的理解暍支持棳合理配置护理人力资源棳优化护

士工作量棳尽力解决精神科护士合理的物质和精神

需求棳从而有助于了解患者的痛苦棳为提高医患的

联系度暍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暍有效减少患者的病

耻感提供条件椲棿椵暎特别是新护士将承担着医院未

来的重任棳管理者激发新护士的工作热情棳呼吁全

社会消除偏见棳防止新护士离职改行是医院行政管

理者工作中重要的课题暎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外部资源棳对护士

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受到医学领域的重视暎医院管

理者制定相关匹配的激励政策棳充分调动护理人员

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棳帮助护 棬下转第棿棿椄页棭

棿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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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着积极的作用椲椵暎对于观察组棻棽棸例产妇棳除
了给予产妇必备的心理疏导以外棳还加强了对家属

的沟通棳指导产妇丈夫及时的完成角色的转换棳给
与产妇必备的关心棳这样就能够给予产妇更多的家

庭与社会支持棳降低抑郁症的发生率暎总而言之棳
全程式健康教育能够对产妇与家属进行针对性的

健康教育棳让产妇得到更多的照顾与关怀棳降低了

产后抑郁的发生率棳值得在临床中进行推广和使

用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暋卜庆瑞棶全程式健康教育用于产后抑郁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

椲斒椵棶中国实用医药棳棽棸棻棾棳椄棬椆棭椇棽棸椆灢棽棻棸棶
椲棽椵暋王英芳棳杨勇超棶全程式的健康教育在产后抑郁患者中的应

用价值椲斒椵棶中国妇幼保健棳棽棸棻棽棳棽椃棬棾棻棭椇棿椄棽灢棿椄棿棶
椲棾椵暋黄小林棳王宝珊棳方宝珍棶社会心理支持对初产妇产后抑郁症

的影响椲斒椵棶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棳棽棸棸椂棳棽椃棬棻棸棭椇棻棽棾椆灢棻棽棿棸棶
椲棿椵暋钱琴玉棳郝模棳张雅英棳等棶常州市育龄妇女对产后抑郁危险

因素的认知及行为现状分析椲斒椵棶医学与社会棳棽棸棻棽棳棽 棬棻棻棭椇
椃灢椃椃棶

椲椵暋晏元辉棳熊波棶初产妇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

究椲斒椵棶中国医药导报棳棽棸棻棸棳椃棬棻椂棭椇棻椄棽灢棻椄棾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棾灢棸椃灢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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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棿棿棾页棭
椲棻棻椵斆旓旍旍旈旑斒棳斆旓旜旈斿旍旍旓斆棳斕旟旊斸斉棳斿旚斸旍棶斠斿斸旍灢旚旈旐斿旚旇旘斿斿灢斾旈旐斿旑旙旈旓旑灢

斸旍旔斸旙旙旈旜斿斻斸旜旈旚斸旚旈旓旑斾斿旚斿斻旚旈旓旑旀旓旘斻旍旈旑旈斻斸旍旇旈旂旇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旀旓灢
斻旛旙斿斾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旙旟旙旚斿旐旙椲斒椵棶斣旇斿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旚旇斿斄斻旓旛旙旚旈斻斸旍
斢旓斻旈斿旚旟旓旀斄旐斿旘旈斻斸棳棽棸棻棾棳棻棾棾棬棭椇棾棽椂棾棶

椲棻棽椵斕旈斝棳斱旇旛斢斎棳斎斿斪棳斿旚斸旍棶斎旈旂旇灢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旀旓斻旛旙斿斾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
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旀旓旘旔斸旚旈斿旑旚旙 旝旈旚旇旛旑旘斿旙斿斻旚斸斺旍斿旔斸旑斻旘斿斸旚旈斻斻斸旑斻斿旘
椲斒椵棶斎斿旔斸旚旓斺旈旍旈斸旘旟斝斸旑斻旘斿斸旚斈旈旙斏旑旚棳棽棸棻棽棳棻棻棬椂棭椇椂 灢椂椂棸棶

椲棻棾椵斆旇斿旛旑旂斣斣棳斊斸旑斢斣棳斆旇斸旑斢斆棳斿旚斸旍棶斎旈旂旇灢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旀旓斻旛旙斿斾
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斸斺旍斸旚旈旓旑椇斄旑斿旀旀斿斻旚旈旜斿斺旘旈斾旂旈旑旂旚旇斿旘斸旔旟旀旓旘旇斿旔斸旚旓灢
斻斿旍旍旛旍斸旘斻斸旘斻旈旑旓旐斸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椲斒椵棶斪旓旘旍斾斒斍斸旙旚旘旓斿旑旚斿旘旓棳棽棸棻棾棳
棻椆棬棽棸棭椇棾棸椄棾灢棾棸椄椆棶

椲棻棿椵张涛棳刘在照棶高强度超声聚焦治疗晚期胰腺癌棽棸例的疗效

分析椲斒椵棶临床工程棳棽棸棻棾棳棽椄棬椃棭椇棻棸椆灢棻棻棽棶
椲棻 椵斱旇旓旛斮斊棶斘旓旑旈旑旜斸旙旈旜斿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旀斺旘斿斸旙旚斻斸旑斻斿旘旛旙旈旑旂旇旈旂旇灢

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旀旓斻旛旙斿斾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斸旍旓旀斖斿斾旈斻斸旍斏旐斸旂旈旑旂
斸旑斾斎斿斸旍旚旇斏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斻旙棳棽棸棻棾棳棾棬棽棭椇棻棿棻灢棻椂棶

椲棻椂椵斢旇斿旇斸旚斸旍斏斄棶斎旈旂旇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旀旓斻旛旙斿斾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棬斎斏斊斦棭椇斻斸旍旍

旀旓旘斻斸旘斿旀旛旍旔斸旚旈斿旑旚旙斿旍斿斻旚旈旓旑椲斒椵棶斄斺斾旓旐斏旐斸旂旈旑旂棳棽棸棻棾棳棾椄
棬棽棭椇棿棻椆灢棿棽棸棶

椲棻椃椵斪旛斊棶斎旈旂旇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旀旓斻旛旙斿斾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斸斺旍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斸旑旚旈旚旛灢
旐旓旘旈旐旐旛旑斿旘斿旙旔旓旑旙斿椲斒椵棶斄斻旓旛旙旚旈斻斸旍斢旓斻旈斿旚旟旓旀斄旐斿旘旈斻斸棳
棽棸棻棾棳棻棾棿棬棽棭椇棻椂椆灢棻椃棸棻棶

椲棻椄椵斪旛斆斮棳斆旇斸旑斝斆棳斆旇旓旛斕斢棳斿旚斸旍棶斝旛旍旙斿斾灢旀旓斻旛旙斿斾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
斿旑旇斸旑斻斿旙斺旓旘旓旑斾旘旛旂斸斻斻旛旐旛旍斸旚旈旓旑旈旑斸旇旛旐斸旑旇斿斸斾斸旑斾旑斿斻旊
斻斸旑斻斿旘旞斿旑旓旂旘斸旀旚灢斺斿斸旘旈旑旂旐旓旛旙斿旐旓斾斿旍椲斒椵棶斖旓旍斏旐斸旂旈旑旂斅旈旓旍棳
棽棸棻棾棳棻 棬棿棭椇棻灢椃棶

椲棻椆椵斕斿斿斉斢棳斕斿斿斒斮棳斔旈旐 斎棳斿旚斸旍棶斝旛旍旙斿斾旇旈旂旇灢旈旑旚斿旑旙旈旚旟旀旓斻旛旙斿斾
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斿旑旇斸旑斻斿旙斸旔旓旔旚旓旙旈旙旓旀旔斸旑斻旘斿斸旚旈斻斻斸旑斻斿旘旞斿旑旓旂旘斸旀旚
旝旈旚旇旂斿旐斻旈旚斸斺旈旑斿椲斒椵棶斦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 斖斿斾斅旈旓旍棳棽棸棻棾棳棾椆棬棻棻棭椇
棻椆椆棻灢棽棸棸棸棶

椲棽棸椵斢斸斿斾旈斘棳斔斸旐旈旑斿旘斖棶斘斿旝旝斸旜斿旙旀旓旘旀斸旚旘斿斾旛斻旚旈旓旑椇旇旈旂旇灢旈旑旚斿旑灢
旙旈旚旟旀旓斻旛旙斿斾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椲斒椵棶斢斿旐旈旑斆旛旚斸旑斖斿斾斢旛旘旂棳棽棸棻棾棳棾棽
棬棻棭椇棽椂灢棾棸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棾灢棸椆灢棽棻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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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棿棿 页棭
理人员化解压力棳提高职业满意度暎让护士在工作

中得到乐趣棳促进身心健康暎目前如何提高精神科

护士的身心健康问题已成为国内外护理研究的热

点暎
重视护士的精神追求棳满足护士自我价值的实

现暎给予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棳定期派护士外出精

神疗养棳互相关爱棳从而激发她们的工作热情棳发挥

正能量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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