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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护士工作倦怠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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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了解重庆市护士工作倦怠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

整群抽取重庆市
$!

所医院护士
U''

人#有效研究

对象
&$"

人#采用+一般职业倦怠问卷,!

GI<6NL

"和+幸福进取者问卷,测试&结果
#

重庆市护士工作倦怠的检出率较高#护士的

工作倦怠和积极心理健康全部维度得分在不同医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H'$

"#部分维度在不同职称'受教育程度'婚姻'年龄

和工龄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H'&

"&结论
#

护士工作倦怠水平受医院'教育程度'婚姻'年龄和工龄的影响#尤其是不

同医院间差异明显&

关键词!护士%工作倦怠%现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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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护理事业的飞速发展和人类对健康需求的日益

增高#护士角色的职业内涵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单一护理模式

向多元化.人性化.人文化的整体护理模式转化*由此#护士职

业能力的需求与满足需求间的差距#使护理工作的应激状态日

趋突出(

$6%

)

*护士群体的职业倦怠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护士身心

健康的巨大威胁#引起医疗机构及全社会极大的关注并成为研

究的重点(

P6U

)

*但以往大多数的研究更多关注护士工作倦怠与

心理健康的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和影响的程度研究(

!6"

)

*

本研究侧重从影响因素入手#了解重庆护士工作倦怠的状况#

注重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及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研究#力求为医

院管理者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也考察护士积极心理健康的

现状#从而探索多角度有效预防护士工作倦怠的措施*

C

#

对象与方法

CHC

#

调查对象
#

整群抽取重庆区域内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

$!

家医院护士
U''

人作为调查对象#有效回收调查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UHP]

$表
$

&*其中#三级医院占
#$H!]

#二级

占
PUH!]

#其他占
%$HU]

%调查对象年龄
$!

%

&#

岁#工龄
$

%

P#

年%其中女
TPH#]

#男
UHU]

%护士
&#H%]

.护师
P&H#]

.主

管护师
"HT]

.副主任护师
$H%]

.主任护师
'H#]

%中专学历

P%H"]

.大专
#"H$]

.本科
$TH%]

%未婚
#&H']

.已婚
&PH%]

.

离异
$H"]

*

CHD

#

调查方法

CHDHC

#

问卷调查
#

$

$

&工作倦怠问卷一般人员版$

GI<6NL

&

采用李超平和时勘(

T

)修订的
GI<6NL

*问卷包括情绪衰竭.玩

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
P

个分量表#各含
&

.

#

.

U

个项目#分量表

与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H"%

.

'H"&

.

'H!$

.

'H"$

*

采用
'

%

U

的
!

级计分#评分越高#倦怠程度越强*$

%

&幸福进

取者问卷采用许海燕编制的/幸福进取者问卷0$

Z<j

&测量积

极心理健康(

$'6$$

)

*问卷包括幸福感.自我肯定.目标管理.克服

困难.人际关系和学习成长
U

个维度#各含
U

.

&

.

&

.

&

.

#

.

&

个项

目#各维度及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H"&#

.

'H"P%

.

'H"'"

.

'H!$!

.

'H!U#

.

'HUTP

.

'HTP'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指

数'

(

%

"

EgPH$!

#

5GL=Dg'H'&%

#

RRQ<g'HT!

#

MQ<g'HT"

#

RQ<

g'HTU

#

NQ<g'HT$

*问卷采用
$

%

&

级评分#对各维度求均分#

得分越高#表示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将
GI<6NL

和幸福进

取问卷编排在一起#加入人口统计学变量#形成完整问卷*

表
$

##

调查医院编号及被试分布情况

编号 医院 有效被试 比例$

]

&

$

重医附二院
UP $%H%

%

重庆九院
"! $UH"

P

三峡中心医院
P" !HP

#

其他市三级医院
%" &H#

&

医专附二院
UP $%H%

U

万州妇幼保健院
P! !H$

!

其他区县二级医院
T' $!H#

"

乡镇社区
$'# %'H$

T

个体诊所
! $H#

合计
&$! TTH"

缺失
$ 'H%

总计
&$" $''H'

##

注'后续表格中以医院编号代替具体医院名称*

CHDHD

#

问卷编码和数据处理
#

根据回答的完整性$要求未填

选项在
P

项以下&以及可靠性$排除有规律的回答&对回收问卷

进行筛选*采用
LKLL$PH'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TP$%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改.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T_b'%

&*



表
%

##

不同医院护士得分情况"

'c9

#

因素
$ % P # & U ! " T

情绪衰竭
$'HP%cUHU' $PH#%cUH!$ $%H$PcUH#$ $!H!Tc#H%P TH%!c&H'$ $%H'PcUH&T $"H'"cPH%$ $!H$&c#H!! $"H!$c$H"'

玩世不恭
&HU%c&H%! "H&#c&HUU !H!#c&H&T $&HP'c#H'" &H''c#H'P !H''c&HT! $&H&"cPH%% $#HPTc#HT" $UH!$c$H!'

成就感低落
%#HUTc!H&' %#H%'c!H$& %$HPTcUH%P $"HU!c#H!T %%H##c!H$% %&H''c"H%! $!H!'c%H!% $TH%"c#H$! $!HU!c%H""

幸福感
#H%%c'HU" #H$'c'HUT #H%Uc'HU' PH%!c'HU# #H%$c'H!# PH"Tc$H$' PHP'c'HU# PH#Uc'H!# PH#Pc'HP!

自我肯定
#H$$c'H&P PH"$c'HU! #H'#c'H&" PH$&c'H!$ PHT$c'H!$ PH!!c'HT# PH'"c'HUP PHP#c'HUU PH$!c'H$!

目标管理
PHT&c'H!! PH&#c'H!# PH"!c'HUP %H"Uc'H&! PH"Tc'H"& PH#Tc'H"! %H!#c'H&' %H"Uc'HU! %HUPc'HP$

克服困难
#H'"c'H!$ PH"'c'H!% PHTTc'H!% %HT$c'HU' #H$%c'H!# PH!"c'H!& PH$$c'HU& PHP&c'HU" PH'Pc'H&T

人际关系
#HP!c'H&P #H$Uc'HUP #H%#c'H&U %HT&c'H&" #H#%c'H&! PHTUc'H"' %HTTc'H#& PH'Tc'H!U %H"Pc'HP'

学习成长
#HP$c'H&# #H%$c'HU% #H$Uc'H&" %HU#c$H'& #H#"c'H&U #H'#c'HT& %H&#c'H!" %H"$c$H'% %HP#c$H'%

幸福进取总分
#H$Uc'H&' PHT#c'H&U #H$$c'H#" %HT%c'HP# #H$Uc'H&U PH"Uc'H"% %HT!c'HP# PH$Uc'H&" %HT"c'H%"

D

#

结
##

果

DHC

#

重庆市护士工作倦怠检出率
#

采用李永鑫和李艺敏(

$%

)

提出的工作倦怠评价标准#得出本样本护士工作倦怠检出率为

U&H!]

#其中轻度工作倦怠的检出率为
PPH!]

#中度倦怠为

%#HP]

#高度倦怠为
!H']

*

DHD

#

护士工作倦怠影响因素分析
#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

医院.职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和工龄的护士工作倦

怠和积极心理健康的差异#从而综合分析护士工作倦怠的影响

因素*

DHDHC

#

医院
#

各医院护士得分见表
%

*乡镇.个体医院及其

他二级医院护士在情绪衰竭.玩世不恭
%

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

城区二级以上的医院*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表
P

&'在工作倦

怠问卷
P

个维度和幸福进取者问卷
U

个维度的单因素方差分

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H'$

&*研究发现#医院的不同等

级.不同地域分布对护士工作倦怠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

呈现出共同特征'医院所处地域具明显的城乡差异#如重医附

二院与乡镇社区卫生院在情绪衰竭这个维度上呈现显著的差

异$

$'HP%cUHU'

&

,.

$

$!H$&c#H!!

&*地处经济文化繁荣的大

中城市的医院护士工作倦怠得分相近并普遍低于经济文化不

发达的区县护士*如重医附二院.重庆九院.三峡中心医院.医

专附二院.万州区妇幼保健院等%而地处经济文化相对欠发达

区域护士得分相似#如其他市三级医院.其他区县二级医院.乡

镇社区医院和个体诊所护士*

表
P

##

不同医院护士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M

情绪衰竭
&&'UHU!P " U""HPP# %PH%%T

玩世不恭
"T&UHP"U " $$$TH&#" #!H&"'

成就感低落
PU"#H"&! " #U'HU'! $%HTP%

幸福感
!TH'!P " TH""# $"HT'!

自我肯定
U"HT"$ " "HU%P $TH&P&

目标管理
$$"H%'# " $#H!!U P'H$U"

克服困难
"%H"#U " $'HP&U %$HP'!

人际关系
$T'H""" " %PH"U$ U%HU%&

学习成长
P%PHP$# " #'H#$# U&H!'U

幸福进取总分
$'TH%&& " $PHU&! #"HU%#

DHDHD

#

职称
#

结果见表
#

*不同职称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H'&

&*两两比较显示在成就感低落

维度方面主管护师得分显著高于护师$

I

$

'H'$

&*

DHDHE

#

受教育程度
#

结果见表
&

*不同教育程度护士的职业

倦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显示#在积极心理健康各个

维度$除外克服困难&及总分上#大专学历护士得分显著高于中

专者$

I

$

'H'&

&#本科学历护士得分显著高于中专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I

$

'H'&

&*

表
#

#

不同职称护士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M

情绪衰竭
#'PHU% # $''HT' %H&!

玩世不恭
U#%H%& # $U'H&U #H'&

成就感低落
UP"H'" # $&TH&% #H'$

幸福感
PHUP # 'HT$ $HP!

自我肯定
UH!P # $HU" PH'&

目标管理
!H$T # $H"' %H&#

克服困难
%HT$ # 'H!P $H$P

人际关系
"H!! # %H$T PH'$

学习成长
$%H%% # PH'U %H&P

幸福进取总分
&H!" # $H## %H"P

表
&

##

不同学历护士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M

情绪衰竭
$&'H#" % !&H%# $HTU

玩世不恭
$"#HT% % T%H#U %HP%

成就感低落
$T%HP% % TUH$U %H#P

幸福感
!H!T % PHT' &HTP

自我肯定
$PHTP % UHTU $%HU%

目标管理
$$HP" % &HUT "H%T

克服困难
PHT! % $HTT PH$T

人际关系
$#H!# % !HP! $'H'%

学习成长
%"H"# % $#H#% $$H!U

幸福进取总分
TH%! % #HU# TH'!

DHDHF

#

婚姻状况
#

结果见表
U

*不同婚姻状况的护士在情绪

衰竭.自我肯定.克服困难.学习成长和幸福进取总分上得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H'&

&*比较进一步发现#在情绪衰

竭维度#未婚护士得分显著高于已婚者$

I

$

'H'&

&#而在自我

肯定.克服困难.学习成长和幸福进取总分中#已婚护士得分显

著高于未婚者$

I

$

'H'&

&*

DHDHG

#

年龄
#

结果见表
!

*除了情绪衰竭和幸福感维度#不

同年龄护士工作倦怠和积极心理健康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两两比较显示在成就感低落.自我肯定和目标管理维度

上#高龄护士$

P&

%

PT

岁和
&'

岁以上&得分显著高于低龄护士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岁以下&#

I

$

'H'&

*

表
U

##

不同婚姻状况护士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M

情绪衰竭
%&UH!# % $%"HP! PH#!

玩世不恭
&&H$& % %!H&" 'HU!

成就感低落
$%$H'' % U'H&' $H&"

幸福感
%H"P % $H#$ %H$U

自我肯定
UHUP % PHP% UH'$

目标管理
#H'' % %H'' %H"!

克服困难
#H&U % %H%" PH&P

人际关系
#H'! % %H'# %HU&

学习成长
"H$$ % #H'& PH$&

幸福进取总分
PHT' % $HT& PHUU

表
!

##

不同年龄护士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M

情绪衰竭
&''HT% ! !$H&U $H""

玩世不恭
U!PH#% ! TUH%' %H##

成就感低落
$P%UHP& ! $"TH#" &H'#

幸福感
UH!" ! 'HT! $H#!

自我肯定
$#H&T ! %H'" PH!"

目标管理
$&H!% ! %H%& PH%"

克服困难
$'H%$ ! $H#U %HP$

人际关系
$#H#T ! %H'! %H"%

学习成长
%%H'" ! PH$& %H&&

幸福进取总分
$$H%P ! $HU' PH$&

DHDHH

#

工龄
#

结果见表
"

*除了情绪衰竭.幸福感和自我肯

定维度#不同工龄护士的工作倦怠和积极心理健康得分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H'&

&#成就感低落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I

$

'H'$

&*

表
"

##

不同工龄护士工作倦怠单因素方差分析

因素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M

情绪衰竭
#TPHT& ! !'H&! $H"$

玩世不恭
&"UH"% ! "PH"P %H$%

成就感低落
"%TH#$ ! $$"H#T PH'%

幸福感
#H!U ! 'HU" $H'$

自我肯定
!H!T ! $H$$ %H''

目标管理
$%H&' ! $H!T %H&&

克服困难
TH#& ! $HP& %H'T

人际关系
$'HTU ! $H&! %H$$

学习成长
%'HU' ! %HT# %H#&

幸福进取总分
THP' ! $HPP %H&"

E

#

讨
##

论

护士作为服务于人群的高风险职业群体#因心理能量在长

期奉献给别人的过程中被索取过多而较易产生自卑.冷漠.厌

恶工作.失去同情心.工作效率及自我认知降低#甚至极度的心

身疲惫和情感耗竭等工作倦怠的表现*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

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等级的
$!

家医院
U''

名护士的整群抽

样调查#护士群体工作倦怠整体水平与其他同类研究有一定的

相似(

$P6$&

)

*单因素方差分析提示医院.职称.年龄.工龄和婚姻

状况等因素对护士工作倦怠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其中地处经济不发达的乡镇医院及个体医院护士工

作倦怠高于大中城市医院护士#可能是因为乡镇和个体医院护

士#在职业环境.所处地域文化.生活水平以及信息交流等与中

心城市二三级医院的护士具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使他们在

长期的护理工作中的职业认同感及自我价值认同感低下#极易

出现情绪困扰等消极心理*同时#综合分析护士工作倦怠的影

响因素以及积极心理健康的各个维度#发现两者之间具有一定

的关联#为从多角度预防与干预护士工作倦怠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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