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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高年资临床护士工作现状，指导临床护理管理。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调查６０名高年资临床护士的工

作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高年资护士对职业的认同满意度、护士长的排班满意度、目前工作状态环境满意度、被医院认可

情况的满意度、受科室重视程度满意度均不高；自认适合的岗位是办公室护士，其次是责任组长，而目前的主要岗位是责任组长，

其次是办公室护士。结论　高年资临床护士因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不适合繁忙的一线工作，更适合办公室护士和健康教育护士的

岗位，其次是责任组长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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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资临床护士因具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是护理队伍的骨干力量，但由于护理工作的特殊性、生理原

因、家庭照顾的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多数高年资临床护士对三

班制的护理工作产生了强烈的职业倦怠感，严重影响了工作积

极性，甚至出现了高年资临床护士转职转岗的现象。据多年临

床观察和总结，护士工作５年内是一个临床相关理论知识及工

作经验逐步积累的过程，５～１０年是一个临床观察分析及应急

处理能力、沟通协调组织能力逐步成熟的过程，工作１０年及以

上的高年资临床护士已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护理

技能娴熟，同时具备了较强的临床观察分析及应急处理能力、

协调组织能力和沟通技巧。为了了解本院高年资临床护士工

作现状，指导临床护理管理工作，对工作１０年及以上的６０名

高年资临床护士进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通过自制工作现状调查表调查了６０名高年资临床护士，

发放６０份调查表，收回５８份，进行描述性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满意度调查　通过对高年资临床护士对对职业的认同、

对护士长的排班满意情况、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及环境的满意情

况、对被医院相关部门认可护理工作情况及受科室重视程度等

５个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护士职业的认同度不高，满

意度仅占３０％；对护士长的排班满意度约占２２％；对目前的工

作状态及环境满意度约为３１％；认为护理工作被医院相关部

门认同的约为２４％；认为在科室受到重视的约为１９％，见

表１。

表１　　高年资临床调查护士满意度（狀）

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职业的认同 １７ ３１ １０

对护士长的排班 ２６ ２７ ５

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及环境 １８ ３４ ６

被医院相关部门认可护理工作 １４ ２２ ２２

受科室重视程度 １１ ３７ １０

２．２　自认适合岗位调查　根据高年资临床护士工龄的不同分

组，调查高年资的临床护士自认适合的岗位。结果显示，高年

资的临床护士自认适合的岗位是办公室护士，约占比例为

５７％，其次是责任组长，约占比例为２８％。根据工龄不同分

组，高年资临床护士自认适合的岗位统计情况见表２。

表２　　高年资临床护士自认适合的岗位调查（狀）

工龄（年） 责任组长 临床教学 办公室护士 一般临床护理

１０～１５ ３ ２ ７ ３

１６～２０ ９ １ １６ １

２１～２５ ３ ０ ６ １

＞２６ １ ０ ４ １

合计 １６ ３ ３３ ６

２．３　实际岗位调查　根据高年资临床护士工龄的不同分组，

调查高年资的临床护士目前承担的岗位。结果显示，５８名高

年资临床护士目前承担责任组长的有２０人（其中１０位护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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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责任组长同时兼任临床教学），约占３４％；承担办公室

护士岗位的有１８人，约占３１％；承担一般临床护理岗位的有

１６人，约占２８％；主要承担临床教学的有４人，约占７％。

３　讨　　论

３．１　高年资临床护士由于在特殊时期选择了护理工作，对职

业的认同度较低。职业认同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体对

于所从事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看法与社会对该

职业评价及期望的一致性，即个人对他人或群体的有关职业方

面的看法、认识完全赞同或认可［１］。本调查显示，本院１０年以

上的高年资临床护士对职业的认同仅占２９％。在高年资的临

床护士中，很多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通过参加统招考试选拔

出的优秀学生，他们随着心理的成熟及社会的变迁、工资薪酬、

职称晋升等多方面的原因，对护理工作各方面的满意度及职业

认同均较低。吴静等［２］对新疆地区护士职业倦怠现状及相关

因素研究表明，护士的职业满意度越低，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更

容易感受到情感付出与得到的不平衡，导致严重的情感衰竭，

从而产生离职意愿。因此，在临床护理管理过程中应重视对高

年资临床护士的管理，提高他们对职业的认同度。

３．２　高年资临床护士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会影响工作情绪、

态度、积极性，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护理质量等。护理工作环

境是指护士在为患者及其家属或其他人群提供健康服务时，所

处的空间、时间、位置，所接触到的人物、事物、物体等信息构成

的环境［３］。有调查表明，护士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直接或间接

影响到护士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护理质量、护理队伍的稳

定性及护理专业的发展和功能的发挥［４］。李德芳等［５］的调查

也显示：护士工作环境满意度低，是全世界存在并急需解决的

问题。本调查显示，高年资临床护士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及环境

的满意度和认同仅占３１％，与上述研究一致。因此，作为相关

管理者也不可忽视护士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

３．３　由于护理工作的特殊性，高年资临床护士随着年龄的增

长，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以及家庭角色的的变化，不适合再从事

繁重的临床一线工作。本调查显示，高年资临床护士对护士长

排班的满意度占４５％，提示护士长对部分高年资临床护士的

工作安排有欠合理之处。因此，护理管理者在排班时应考虑到

高年资临床护士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等因素。

３．４　本调查显示，高年资临床护士认为被医院相关部门认可

护理工作的占２４％；认为受科室重视的占１９％。如果医院及

相关科室对护理工作重视不够，可能会导致医护收入差距悬

殊，护士群体的不满情绪就会蔓延，不仅会影响到护理工作的

质量、护士对患者及家属的服务态度、医护之间的协调配合满

意度，甚至会影响到医院及科室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

此，医院管理部门应重视对护理队伍的管理。

４　管理对策

４．１　１０年及以上的高年资临床护士，大多数具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较强的组织、沟通协调能力和较丰

富的教学经验，应重视并合理应用这部分人力资源。本调查显

示，高年资临床护士自认适合的岗位是办公室护士，其次是责

任组长。该年龄段的护士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产生了强烈的职

业倦怠感，严重影响了工作积极性，甚至出现了高年资临床护

士转职转岗的现象。因此，作为护理管理者应该考虑上述特殊

原因，结合他们的综合能力，安排适合的岗位，比如办公室护士

及责任组长等，既能发挥他们的优势，又能增加其对护士长排

班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他们协助护士长管理的积极性，从而

减轻护士长在临床的一些繁杂事务，使护士长能真正地投入

管理。

４．２　加强对低年资护士的规范化培训，是逐步提高临床科室

护理质量的保证。低年资护士是临床一线具体工作的执行者，

他们对患者及家属留下的第一印象及素质直接影响着护理质

量，也直接影响着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李星梅等［７］有关规范

化培训对低年资护士执业能力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规范化培

训后护士执业能力明显提高。目前，本院对未定岗人员实行了

１年的规范化培训，该工作已进行了４年。经临床观察发现，

经过规范化培训的护士综合能力较强，对护理质量的保证及提

高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４．３　对护士人力资源的管理上，同样应该重视非编护士的管

理，特别是工作年资较长的非编护士。目前，本院具有非编护

士３５０余人，他们在临床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稳定

护士队伍、保证护理工作的正常运行、保证临床各科工作质量，

本院人事部门及相关领导非常重视对护士人力资源的管理，努

力为其争取转正编及转成人事代理的编制，增加了护士群体的

归属感，从而稳定了护士队伍，对临床护理质量的保证起到了

重要作用。

４．４　护理工作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及技术性的工作，年轻

临床护士及高年资临床护士在上述方面各有优势，应实行分层

次管理。姚晚侠等［８］的调查结果显示，高年资护士生理机能减

退、具有特殊的心理变化、工作及家庭压力大、工作经验丰富等

特点。顾建芳等［９］研究发现，护龄是知识维度以及保证维度的

独立影响因素，其中，较高年资护士两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

于较低年资者。实行分层次管理，能更好地发挥护士的工作积

极性。本科室把有较强表达能力及亲和力的高年资临床护士

安排在临床健康教育、办公室护士以及糖尿病专科护士的岗位

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工作优势，显著提高了患者及家属的满

意度。

４．５　加强护理团队的建设有助于护理专科学科的发展。护理

团队的建设在于护士长加强几个方面的管理：合理的人力资源

管理、与医学同步注重专科护理的发展规划、为护士量身制定

职业发展规划。目前，本科室经过多年的护理团队的建设和临

床与专科的建设，已经构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重视

科研、重视护理专科发展的护理队伍。目前，已经进行专科化

培训或认证的护理专科护士有糖尿病专科护士、ＩＣＵ专科护

士、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手术室护士、急诊科护士、产科护士等

６项。个人认为，其他专科的护士也应该进行专科化的培训或

认证，才能适应护理工作专科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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