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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和职业倦怠的状况及其关系分析&

徐浩岚

"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医学人文教研室!四川泸州
(+(000

$

!!

!摘要$

!

目的
!

调查本科实习护理学生"简称护生$专业承诺及职业倦怠的状况!并探讨二者的关系&方法
!

采用整群抽样

方法!用一般资料问卷%护理专业承诺量表及
WG=CGKF

职业倦怠量表对
$$+

名本科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结果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

承诺和职业倦怠处于中等水平!二者呈负相关"

%

%

0%0&

$#专业承诺中专业价值认同得分最高!职业倦怠中情绪衰竭得分最高!性

别%专业满意度和入学动机在两个量表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专业承诺对职业倦怠有负向

预测作用&结论
!

本科实习护生的专业承诺和职业倦怠状况不容乐观!相关部门可通过提高护生的专业承诺来降低其职业倦怠

程度&

!关键词$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职业倦怠

!中图分类号$

!

4)+'

!文献标识码$

!

4

!文章编号$

!

$(*$,)!+)

"

#0$(

$

!#,+&((,0+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现代医学和护理学对护理

人员的素质#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

更多的高等护理人才加入到护理行业中来$然而%一直以来%

护理都是一个高离职率的行业%如何稳定护理人才队伍已经成

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一大难题$有研

究表明%职业倦怠和专业承诺是影响护理人员就业意愿的重要

因素&

$,+

'

$职业倦怠是指个体长期处于工作压力状态下所出现

的一种负性的#个体化的认知与情感反应&

&

'

%它容易发生在教

育#医疗#护理#警察等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而护理

专业承诺是指对护理专业价值的认同%为护理专业努力的意

愿%愿意继续从事护理工作%愿为促进护理事业发展和增进全

人类健康努力的行动与意愿&

(

'

$本科实习护理学生!简称护

生"作为即将进入护理行业的高质量护理人才%是护理劳动市

场的重要且宝贵的资源%他们职业倦怠及专业承诺的状况如

何%将直接影响其实习表现#护患关系#职业满意度及毕业后的

留职意愿&

$

'

$既往研究较多针对临床护士和在校护生%而忽视

了处于过渡期的实习护生尤其是本科实习护生的研究%对专业

承诺和职业倦怠的关系也较少涉及$本研究以本科实习护生

为对象%旨在了解该群体专业承诺和职业倦怠的状况及其关

系%以期为维护实习护生身心健康#稳定高等护理人才队伍提

供一点有益之处$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至
&

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在四川省某三所医科院校本科实习护生中发放问卷
$#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

$其中男
#$

人%占
$*%&"

%女

'+

人%占
)#%&"

$在(入学动机)上%(个人喜好)

$+

人%占

$#%!"

%(家庭因素)!包括父母亲友建议#就业考虑等"

&'

人%

占
&$%)"

%(调剂及其他)!包括接受专业调剂#成绩刚好等因

素"

+$

人%占
!(%0"

$在(专业满意度)上%(满意)

$#

人%占

$0%&"

%(一般)

(+

人%占
&(%$"

%(不满意)

!)

人%占
!!%!"

$

#%!

!

方法

#%!%#

!

一般资料收集
!

包括性别#入学动机#专业满意度等

方面$

#%!%!

!

护理专业承诺量表
!

量表参照文献&

(

'%包含
+

个维度

!+

个条目%以
b;RDHEY=ZKGCD+

分法计分!

$

$

+

分"%分数越高表

明专业承诺水平越高$该量表于
#00(

年修订为
!

个维度
#!

个条目%分别为专业努力意愿#专业生涯留驻意愿和专业价值

认同%量表的
.H:>NGKFY

#

系数为
0%'!

$

#%!%"

!

职业倦怠量表!

AGCGKFNJH>:JE;>QD>E:H

I

,

L

D>DHGC=JH,

QD

I

%

W4-,3Z

"

!

由
W;KFGDC

等&

*

'开发%李超平等&

&

'修订%包括
!

个分量表
$&

个条目%分别是情感衰竭#低成就感和去人性化$

该量表采用
b;RDHEY=ZKGCD*

分等级计分!

0

$

(

"%分值越高表明

倦怠程度越高$国内研究结果表明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和低成就感
!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为
0%))

#

0%)!

及
0%)#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TZZ#$%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用
"6#

表示%如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

TDGH=:>

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8

0%0&

%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的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在专业承诺

上的差异

!%#%#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的现状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

诺的总分及各维度分见表
$

$由于各维度项目数不同%计算可

得每题平均分%结果表明%本研究组专业承诺总分处于中等偏

下水平!中间值
#%&

"$各维度中只有专业价值认同高于中间

值%专业留驻意愿和专业努力意愿均低于中间值$

!%#%!

!

不同人口学变量在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上的比较
!

由表
$

可知,男性在专业承诺总分及各维度上均低于女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85!%'&(

$

5#%!)(

%

%

%

0%0&

".在专业满

意度上%不同专业满意度的本科实习护生在专业承诺及各维度

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8!%!*)

$

#(%+0)

%

%

%

0%0&

".在入

学动机上%不同入学动机组在专业承诺及各维度上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8$!%'!!

$

#)%00'

%

%

%

0%0&

"$事后比较结果见

表
$

$

!%!

!

本科实习护生职业倦怠的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在职业倦怠

上的差异

!%!%#

!

本科实习护生职业倦怠的现状
!

本科实习护生职业倦

((&+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四川医院管理和发展研究中心项目!

Z.M3#0$&,$,$$

"$

!

作者简介*徐浩岚!

$'*&5

"%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医学心理学的

研究$



怠的总分及各维度分见表
#

$计算每题平均分可知%本组职业

倦怠总分处于中等水平!中间值
!

"$各维度中情绪衰竭和去

人性化高于中间值%低成就感得分最低%低于中间值$

!%!%!

!

不同人口学变量在本科实习护生职业倦怠上的比较
!

由表
#

可知,性别在职业倦怠总分及各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不同专业满意度除在低成就感维度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8*%+(*

$

$!%0$&

%

%

%

0%0$

".不同入学

动机组在职业承诺及各维度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8

#%&'*

$

*%0$*

%

%

%

0%0&

"$事后比较结果见表
#

$

表
$

!!

专业承诺的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在专业承诺上的差异"

"6#

-分#

变量
!

专业努力意愿 专业留驻意愿 专业价值认同 专业承诺总分

总体
$$+ $)%!$6+%#& $'%'$6+%#+ $&%&*6#%*) &!%*)6'%&'

性别

!

男
#0 $&%*06&%#+ $(%*06+%)$ $+%#&6#%## +(%(&6$0%!!

!

女
'+ $)%)(6!%)# #0%&'6!%)0 $&%)&6#%)# &&%!06)%*&

!

& 5#%&&* 5!%'&( 5#%!)( 5!%))&

!

% 0%0$* 0%000 0%0$' 0%000

专业满意度

!

满意
,

$# #!%+#6!%$& #!%(*6$%++ $*%006$%(& (+%0)6+%)&

!

一般
-

(+ $'%0&6!%*! #0%))6!%)! $&%**6#%'+ &&%('6)%(#

!

不满意
.

!) $&%+&6!%#' $*%0)6!%)& $+%*'6#%(0 +*%!#6*%')

!

( #(%+0) $'%*)* !%!*) #!%&&*

!

% 0%000 0%000 0%0!) 0%000

事后比较!

bZ̀

法"

,$-

%

,$.

%

-$. ,$-

%

,$.

%

-$. ,$. ,$-

%

,$.

%

-$.

入学动机

!

个人喜好!

$

"

$+ #!%#)6!%+! #!%*$6$%() $)%0*6#%#0 (&%0*6&%&&

!

家庭因素!

#

"

&' $)%*&6!%'# #0%+*6+%$( $(%$&6#%*! &&%!*6)%)*

调剂及其他!

!

"

+$ $&%')6!%#+ $*%*)6!%)$ $!%))6$%'& +*%(!6(%'(

!

( ##%0+' $!%'!! $'%#+# #)%00'

!

% 0%000 0%000 0%000 0%000

事后比较!

bZ̀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职业倦怠的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在职业倦怠上的差异"

"6#

-分#

变量
!

情绪衰竭 去人性化 低成就感 职业倦怠总分

总体
$$+ $(%006&%+0 $#%#$6+%)0 $&%(*6&%#( +!%))6$#%$*

性别

!

男
#0 $(%#06(%*# $!%*&6+%'' $&%(&6&%+& +&%(06$+%(!

!

女
'+ $&%'(6&%$$ $$%))6+%*# $&%(*6&%#& +!%&$6$$%(+

& 0%$)# $%&'0 50%0$( 0%('(

% 0%)&( 0%$$& 0%')) 0%+))

专业满意度

!

满意
,

$# $$%+#6!%+0 '%(*6+%$# $&%0)6*%0( !(%$*6$$%'*

!

一般
-

(+ $&%$!6+%(0 $$%#)6+%&# $&%*06&%+! +#%$$6$$%$'

!

不满意
.

!) $)%'#6&%*$ $+%&)6+%($ $&%*'6+%!' +'%#'6$$%'0

( $!%0$+ )%&0! 0%0)+ *%+(*

E

0%000 0%000 0%'$' 0%00$

事后比较!

bZ̀

法"

.$,

%

.$-

%

-$, .$,

%

.$- .$,

%

.$-

入学动机

!

个人喜好!

$

"

$+ $#%$+6#%)) '%*$6!%(0 $!%*'6&%!* !&%(+6)%0'

!

家庭因素!

#

"

&' $&%)&6+%'# $$%((6+%+0 $&%$*6&%+* +#%(*6$$%(&

!

调剂及其他!

!

"

+$ $*%&+6(%0* $!%)&6&%#! $*%0#6+%() +)%+$6$#%!'

*(&+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

职业倦怠的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在职业倦怠上的差异"

"6#

-分#

变量
!

情绪衰竭 去人性化 低成就感 职业倦怠总分

( &%('* &%0$# #%&'* *%0$*

% 0%00+ 0%00) 0%0*' 0%00$

事后比较!

bZ̀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分析
!

由表

!

可知%除低成就感与专业留驻意愿外%职业倦怠各维度及总

分与专业承诺各维度及总分均呈负相关!

=8 50%&'0

$

50%$'$

%

%

%

0%0&

"$

表
!

!!

专业承诺与职业倦怠的相关系数"

=

#

项目 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 低成就感 职业倦怠总分

专业努力意愿
50%&#) 50%&## 50%#00 50%&#*

专业留驻意愿
50%++) 50%&## 50%00! 50%+0(

专业价值认同
50%#*' 50%++$ 50%!+' 50%++)

专业承诺总量表
50%&$! 50%&'0 50%$'$ 50%&+!

!%$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与职业倦怠的多元回归分析
!

以

专业承诺的
!

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分别以职业倦怠的
!

个维度

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结果显示%专业努力意愿进入

以情绪衰竭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可解释
#*%'"

的变异量.专

业留驻意愿和专业价值认同进入以去人性化为因变量的回归

方程%二者可共同解释
!!%*"

的变异量.专业价值认同进入以

低成就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可解释
$#%#"

的变异量%见

表
+

$

表
+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与职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J

#

( % K

#

&

情绪衰竭
0%#*'+!%+0(0%000

专业努力意愿
50%(*$ 50%&#) 5(%&))

去人性化
0%!!*#)%#*!0%000

专业留驻意愿
50%+(* 50%+$# 5+%)'#

专业价值认同
50%+*' 50%#*) 5!%#'*

低成就感
0%$##$&%&0(0%000

专业价值认同
50%(&' 50%!+' 5!%'!)

"

!

讨
!!

论

"%#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的整体水平不高
!

在本研究中%

专业承诺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各维度中专业价值认同得分

最高%专业努力意愿得分最低$这与一些研究者的结果一

致&

),'

'

$究其原因%可能是护生在入学后接受了职业道德教育#

护理伦理教育等%对护理专业的工作性质#社会意义和价值还

是认可的%因此专业价值认同维度分值最高$但由于大多数护

生并非出于个人喜好选择护理专业!本研究中个人喜好仅占

$#%!"

"%加之护理工作的繁琐辛劳#社会(重医轻护)的现实以

及临床护理工作未拉开护理人才的使用层次%本科护生的优势

和自我价值在工作中得不到充分体现等原因%使得部分护生在

专业留驻意愿尤其是专业努力意愿上得分偏低$

"%!

!

本科实习护生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衰竭明显
!

本研究组职

业倦怠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情绪衰竭得分最高%其次是去

人性化和低成就感$这与李超平等&

$0,$#

'的研究结果类似$情

绪衰竭得分居高的原因主要在于%!

$

"现阶段我国不容乐观医

!护"患关系及伤/杀医!护"事件严重伤害了医护人员的职业情

感%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对于刚刚进入护理行业的实习护生

显然是不小的心理冲击&

$!

'

.!

#

"临床中单调繁琐的护理工作#

较低的护理地位#辛劳的夜班制度也使得部分实习护生难以适

应.!

!

"我国的低医护比使得护生时常处于身心疲惫状态$情

绪衰竭是职业倦怠的核心成分%职业倦怠的加速模型认为%倦

怠中某一维度的出现可加速另一个维度的发展%情感衰竭最早

产生%随即可逐渐引发消极的工作态度并最终导致工作无效能

感&

$0

%

$+

'

$

"%"

!

性别#入学动机#专业满意度等在护生专业承诺和职业倦

怠上差异显著
!

从性别来看%主动选择护理专业的男性还是极

少的%女性在专业承诺总分及各维度上均显著优于男性$这应

该与传统的职业价值观将护理行业主要定位为女性角色有关%

男性护生虽然就业相对容易%但会承担因(角色错位)带来的更

大的心理压力$从入学动机来看%不同入学动机组在专业承诺

和职业倦怠上差异显著%(个人喜好)组!

$#%!"

"有更高的专业

承诺和更低的职业倦怠$而其他绝大部分护生由于缺乏个人

主观能动性%较少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抱负%对护理专业

的心理认同度和专业学习的行为投入度可能会较低 &

$&,$(

'

$从

专业满意度来看%总体而言%专业不满意组在专业承诺上要弱

于其他组%而在职业倦怠上要高于其他组$这提示在高等护理

教育中%应该采取各种有效途径!如加强专业思想教育#帮助护

生明确角色定位#增强护生社会支持系统等"提高护生的专业

满意度$

"%$

!

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与职业倦怠呈一定负相关且前者

对后者有一定预测作用
!

本研究显示%本科实习护生专业承诺

与职业倦怠存在一定负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提高专

业努力意愿可降低情绪衰竭的程度.提高专业留驻意愿和价值

认同可降低职业倦怠中去人性化的程度.增强专业价值认同可

降低职业倦怠中的低成就感$专业承诺较高的护生%对护理行

业的价值认同较高%愿意将其作为长期甚至终身的职业目标%

并在该领域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心理的认同和

行为的努力会使他们更适应新的环境和角色转变%并能更积极

有效地应对新环境中的种种困难挫折%使得职业倦怠感难以滋

生$因此%相关教育机构和管理部门应该多途径入手提高护生

的专业承诺水平%如在大学前的教育体系中设置职业生涯课

程%使学生能够知己知彼.进入大学后应进行全程的专业思想

教育%包括实习期带习老师的言语及身体力行的专业思想引

领.改革本科护生的课程体系及临床用人体系%使本科护生的

才能优势能够更好地得以发挥.建构本科护生完善的社会支持

系统%包括家庭的支持#老师的肯定和积极赞誉及同学之间的

相互鼓励.另外%社会应该积极营造(尊医重护)的和谐氛围等$

这些措施和途径都可以提升本科实习护生的专业承诺水平降

低其职业倦怠感$

专业承诺和职业倦怠是衡量实习护生身心健康和就业意

向的重要指标%专业承诺能有效预测职业倦怠的程度$护生个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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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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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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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人#学校#医院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稳定和发展高等护理人才

队伍尽力%这是关系每个社会个体能否享受优质护理服务和全

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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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对
#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传导速度的影响

余
!

洋!何
!

峰

"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神经内科
!

+000#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K̂

I

$对
#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的影响和意义&方法
!

选取
#0$+

年
&

月至

#0$&

年
$0

月在该院就诊或住院的
#

型糖尿病患者
(0

例&所有研究对象清晨采静脉空腹血!检测
K̂

I

%尿素氮"

4/a

$%肌酐

"

.H

$%血糖%血脂水平!将患者分为高
K̂

I

组和正常
K̂

I

组!通过神经电生理检查分析比较各组周围神经传导速度的差异&结果

!

与正常
K̂

I

组相比较!高
K̂

I

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T̀a

$患者显著增多"

%

%

0%0$

$!且感觉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明显减慢

"

%

%

0%0&

$&高
K̂

I

组中不同
K̂

I

水平亚组!感觉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高
K̂

I

血症是
#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重要相关因素!降低血浆
K̂

I

水平可能会提高周围神经传导速度进而改善糖尿病患者周围神

经病变&

!关键词$

!

高同型半胱氨酸#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神经电生理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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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

!!

同型半胱氨酸!

F:A:K

I

=ED;>D

%

K̂

I

"是一种含硫氨基酸%由

饮食中摄取的蛋氨酸在三磷腺苷作用下形成
Z,

腺苷蛋氨酸%

再经甲基转移酶作用生成
Z,

腺苷
K̂

I

%然后脱去腺苷成为

K̂

I

&

$

'

$造成血浆
K̂

I

水平升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

"

二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W@̂ [?

"的基因突变!最常见为

.(**@

点突变"

&

#

'和胱硫醚
,$!

合成酶!

.4Z

"的基因突变!以位

于
#)*

密码子的
)++;>=()N

B

和位于
!0*

密码子的
.'$'2

最常

见"

&

!

'

%导致
W@̂ [?

和
.4Z

活性减低%从而影响
K̂

I

向蛋氨

酸和半胱氨酸的代谢转化$!

#

"饮食因素,叶酸#维生素
4

$#

#维

生素
4

(

缺乏通过影响
W@̂ [?

和
.4Z

的活性从而影响
K̂

I

的代谢转化$另外吸烟#饮酒#大量饮用咖啡可影响维生素及

叶酸的吸收从而影响
K̂

I

的代谢$!

!

"疾病药物影响,甲状腺

功能减退#肾功能衰竭#严重贫血#恶性肿瘤等疾病及应用氨甲

蝶呤#抗癫痫药#利尿药等药物可致
K̂

I

水平升高$近年研究

发现
#

型糖尿病伴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血浆
K̂

I

含量升高%推

测血浆
K̂

I

和
#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有一定相关性%但血

浆
K̂

I

和
#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具体指标的相关性研究较

少$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旨在探讨血浆
K̂

I

对
#

型糖尿病周围神经传导速度的影响和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至
#0$&

年
$0

月在本院就诊或住

院的
#

型糖尿病患者
(0

例%诊断标准符合
$'''

年
]^U

专家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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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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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