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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地区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的现况,探讨工作

满意度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以期提高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降低其工作倦怠水平。方法 采用整群抽

样的方法对506名 不 同 单 位 级 别 的 高 级 职 称 护 理 人 员 运 用 工 作 倦 怠 量 表、工 作 满 意 度 问 卷 进 行 调 查。
结果 所有研究对象工作倦怠各维度得分中,情绪衰竭为(25.29±11.35)分、去人格化为(5.57±5.51)分、个

人成就感为(30.99±9.78)分,其中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均处于高水平倦怠,去人格化处于低水平倦怠。工

作满意度总分中,地州级高级职称护理人员为(30.79±5.41)分,明显高于自治区级[(29.66±6.55)分]和县级

及以下[(28.23±6.50)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民族、文化程度、个人平均月收入、是否具有行政职务

之间在不同单位级别的高级职称护理人员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
情绪衰竭维度的影响因素有单位级别、工作满意度、是否具有行政职务,去人格化维度的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

和工作满意度,个人成就感维度的影响因素是工作满意度(P<0.05)。结论 该地区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倦

怠处于高水平,工作满意度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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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ob
 

burnout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aff
 

with
 

senior
 

titles
 

in
 

different
 

units
 

in
 

Xinjiang,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job
 

satisfaction
 

on
 

job
 

burnout,so
 

as
 

to
 

improve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aff
 

with
 

senior
 

titles
 

and
 

reduce
 

their
 

job
 

burnout
 

level.Methods The
 

method
 

of
 

cluster
 

sampl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506
 

senior
 

professional
 

nursing
 

staff
 

in
 

different
 

units
 

with
 

job
 

burnout
 

scale
 

and
 

job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Results All
 

the
 

subjects
 

scored
 

in
 

all
 

dimensions
 

of
 

job
 

burnout,emotional
 

exhaustion
 

was
 

(25.29±11.35)points,depersonalization
 

was
 

(5.57±5.51)points,an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was
 

(30.99±9.78)points,among
 

which
 

emotional
 

exhaus-
tion

 

an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were
 

high
 

horizontal
 

burnout,depersonalize
 

burnout
 

at
 

a
 

low
 

level.Among
 

the
 

total
 

scores
 

of
 

job
 

satisfaction,nursing
 

staff
 

with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
 

at
 

prefectural
 

and
 

state
 

level
 

was
 

(30.79±5.41)points,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utonomous
 

region
 

level
 

[(29.66±6.55)

points]
 

and
 

the
 

county
 

level
 

[(28.23±6.50)points].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age,

ethnicity,education
 

level,average
 

monthly
 

income
 

of
 

individuals,whether
 

or
 

not
 

they
 

had
 

administrative
 

posi-
tions

 

were
 

compared
 

among
 

nursing
 

staff
 

with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
 

at
 

different
 

unit
 

levels,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motional
 

exhaustion
 

dimension
 

were
 

unit
 

level,job
 

satisfaction,and
 

whether
 

or
 

not
 

they
 

had
 

an
 

admin-
istrative

 

position,the
 

depersonalization
 

dimension
 

was
 

affected
 

by
 

education
 

level
 

and
 

job
 

satisfaction,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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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al
 

achievement
 

dimension
 

was
 

affected
 

by
 

job
 

satisfaction
 

(P<0.05).Conclusion The
 

job
 

burnout
 

of
 

senior
 

nurses
 

in
 

this
 

area
 

is
 

at
 

a
 

high
 

level,and
 

job
 

satisfaction
 

i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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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倦怠是指工作者由于工作所要求的持续情

感付出、在与他人相互作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矛

盾、冲突而引起的挫折感的加剧,而最终导致的在情

绪、情感、行为方面的身心耗竭状态[1]。护士是工作

倦怠的高发群体,国内外对护士工作倦怠的研究均发

现护士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倦怠水平[2]。且倦怠具有

消极性,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工作,包括缺勤、离职、工
作效率下降、工作满意度降低、医疗事故等[3]。然而,
就我国目前的医疗环境来说,患者对医疗效果期望值

过高的同时又对医务人员不理解和不信任加剧,导致

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下降,极易产生工作倦怠。十九

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

动的战略资源,中国要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人才是第一要素。具有高级职称的护理人员都

是此领域的护理专家、护理人才,且高级职称人才已

成为影响和制约医院发展的竞争性战略资源。在新

疆这个较为偏远的省份来说,留住人才无疑是对整个

省份发展最好的战略。目前国内外大部分是研究护

士的工作倦怠,很少有对具备高级职称的护理人员工

作倦怠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高级职称护

理人员工作倦怠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研究如何

留住优秀的高级职称护理人员来提高高级职称护理

人员服务质量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新疆地区自治区级、地州

级、县级及以下级别医院的高级职称护理人员进行问

卷调查。纳入标准:(1)在职的具有正高级职称护理

人员;(2)年龄小于56岁;(3)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此

次研究。排除标准:资料填写不完全者。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包括研究对象的

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个人平均月收

入、所处单位级别、是否具有行政职务。(2)工作倦怠

量表[3-4]:由美国心理学家 MASLACH和JACKSON
于1986年研制,由香港理工大学彭美慈博士译成中

文,引入我国。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共有22个条

目,①情绪衰竭:9个条目,此维度是倦怠的核心,主要

是指工作的需求以压倒性的状态耗尽了个体的能

量[5]。≤18分为低水平,19~26分为中等水平,≥27
分为高水平,分数越高表示情绪衰竭水平越高。②去

人格化:5个条目,指疏离工作、同事与服务对象,此维

度体现了倦怠影响之下的个体人际关系,≤5分为低

水平,6~9分为中等水平,≥10分为高水平,分数越

高表示去人格化水平越高。③个人成就感:8个条目,
主要表现为个体感到自己丧失了成就感和自我价值

感,≥40分为低水平,34~39分为中等水平,≤33分

为高水平,分数越低表示倦怠感越高[6]。工作倦怠量

表是目前工作倦怠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被
称为黄金准则[7]。(3)工作满意度问卷:自行设计,主
要涉及高级职称医务人员的11个方面,包括收入满

意度、福利状况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工作条件满

意度、单位管理制度满意度、工作量满意度、单位内部

人际关系满意度、受尊重和认可满意度、工作岗位满

意度、职业发展机会满意度、荣誉奖励满意度。均采

用Likert5级评分法评分,分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
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共11题,满分55分,每
题以3分为理论上的中等强度观测值,分值越高表示

工作满意度越高,反之则工作满意度越低。
1.2.2 研究方法

将问卷输入问卷星生成链接,由护理人员自愿填

写,调查人员经统一培训。所有问卷均在答题完整后

回收,调查采用无记名形式,保证问卷真实性。本次

共发放问卷520份,回收有效问卷506份,有效回收

率为97.3%。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

数或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一般资料比较

不同单位级别的高级职称护理人员的年龄、民
族、文化程度、个人平均月收入、是否具有行政职务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一般资料比较(n)

项目
自治区级

(n=104)
地州级

(n=214)
县级及以下

(n=188)
χ2 P

年龄 13.125 0.001

 35~<46岁 77 115 104

 46~<56岁 27 99 84

民族 19.099 <0.001

 汉族 86 190 135

 少数民族 18 24 53

文化程度 117.099 <0.001

 硕士研究生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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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一般资料比较(n)

项目
自治区级

(n=104)
地州级

(n=214)
县级及以下

(n=188)
χ2 P

 本科 94 165 72

 大专及以下 7 48 116

婚姻状况 9.446 0.150

 未婚 0 4 1

 已婚 100 191 171

 离异 2 17 11

 丧偶 2 2 5

个人平均月收入 22.106 0.001

 3
 

000~<5
 

000元 15 62 39

 5
 

000~<8
 

000元 58 117 99

 8
 

000~<10
 

000元 21 33 35

 ≥10
 

000元 10 2 15

是否具有行政职务 21.309 <0.001

 是 71 144 88

 否 33 70 100

2.2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倦怠现状

所有研究对象工作倦怠各维度得分,情绪衰竭为

(25.29±11.35)分、去人格化为(5.57±5.51)分、个
人成就感为(30.99±9.78)分。根据工作倦怠分度标

准得出研究对象中情绪衰竭维度有227例(44.9%)
处于高水平的倦怠,去人格化维度有92例(18.2%)
处 于 高 水 平 的 倦 怠,个 人 成 就 感 维 度 有 300 例

(59.3%)处于高水平的倦怠,见表2。
2.3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

现状

地州级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总分明显

高于自治区级和县级及以下的高级职称护理人员

(P<0.05)。地州级高级职称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在荣

誉或奖励、收入状况、职业发展机会、生活环境、工作

条件、单位管理制度、工作岗位及受尊重和认可这8
个条目明显高于自治区级和县级及以下的高级职称

护理人员满意度,而在工作量和单位内部的人际关系

条目,自治区级高级职称护理人员满意度高于地州级

和县级及以下(P<0.05),见表3。
2.4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倦怠的影

响因素分析

将一般资料(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平均月收入、
婚姻状况、不同单位级别、是否具有行政职务)作为自

变量,分别引入以情绪衰竭、去人格化、个人成就感为

因变量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中,进行多重现性逐步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衰竭维度的影响因素有单位

级别、工作满意度、是否具有行政职务,去人格化维度

的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和工作满意度,个人成就感维

度的影响因素是工作满意度,见表4。
表2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

   倦怠现状[n(%)]

项目
自治区级

(n=104)
地州级

(n=214)
县级及以下

(n=188)
χ2 P

情绪衰竭 9.792 0.044

 低水平 22(21.2) 74(34.6) 55(29.2)

 中等水平 25(24.0) 47(22.0) 56(29.8)

 高水平 57(54.8) 93(43.4) 77(41.0)

去人格化 5.681 0.224

 低水平 63(60.6)140(65.4)124(66.0)

 中等水平 25(24.0) 30(14.0) 32(17.0)

 高水平 16(15.4) 44(20.6) 32(17.0)

个人成就感 1.749 0.782

 低水平 22(21.1) 47(22.0) 48(25.5)

 中等水平 21(20.2) 35(16.3) 33(17.6)

 高水平 61(58.7)132(61.7)107(56.9)

表3  不同单位级别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现状(x±s,分)

项目 自治区级(n=104) 地州级(n=214) 县级及以下(n=188) F P

福利状况 2.82±0.82 2.98±0.75 2.96±0.89 1.446 0.237
荣誉或奖励 2.79±0.83 3.03±0.75 2.80±0.78 5.831 0.003
收入状况 2.86±0.84 3.05±0.80 2.68±0.86 9.939 <0.001
职业发展机会 2.74±0.81 3.00±0.79 2.69±0.74 8.845 <0.001
工作量 2.77±0.71 2.08±0.60 2.53±0.80 8.119 <0.001
生活环境 2.72±0.76 2.73±0.64 2.52±0.82 4.756 0.009
工作条件 2.68±0.78 2.70±0.65 2.49±0.81 4.600 0.010
单位管理制度 2.67±0.72 2.68±0.61 2.44±0.79 6.597 0.001
单位内部的人际关系 2.68±0.83 2.66±0.73 2.43±0.82 5.487 0.004
工作岗位 2.52±0.68 2.62±0.59 2.36±0.71 7.562 0.001
受尊重和认可 2.41±0.72 2.53±0.72 2.33±0.81 3.666 0.026
工作满意度总分 29.66±6.55 30.79±5.41 28.23±6.50 8.84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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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倦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B 标准误 Beta t P
95%CI

上限 下限

情绪衰竭

 单位级别 —1.494 0.678 —0.098 —2.204 0.028 —2.826 —0.162

 工作满意度 0.457 0.079 0.248 5.778 <0.001 0.302 0.613

 是否具有行政职务 —2.205 0.994 —0.095 —2.218 0.027 —4.158 —0.251

去人格化

 文化程度 —1.038 0.502 —0.092 —2.069 0.039 —2.023 —0.052

 工作满意度 0.169 0.039 0.190 4.336 <0.001 0.093 0.246

个人成就感

 工作满意度 —0.145 0.070 —0.091 —2.053 0.041 —0.283 —0.006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新疆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倦怠属

于高水平的倦怠。由于工作单位的不同,新疆高级职

称护理人员在工作倦怠的不同维度也有不同的分布。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情绪衰竭维度,3个单位级别均

有超过40%的人处于高水平。有研究发现,中级职称

的主管护师在情绪衰竭维度最为严重[8],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情绪衰竭是反映情绪资源的消耗程度,感觉

工作特别累,甚至惧怕工作的状态。新疆地区地处祖

国西部,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9-10],高职称的护理人员

不仅要处理相关的行政事务,还要处理医院一线的临

床任务,对于基层单位高级职称的护理人员,所出现

的此类现象更为严重。因此,是否具有行政职位,也
是新疆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倦怠的影响因素之一。
徐磊等[10]研究发现,工作单位可以影响情绪衰竭。由

于工作单位的不同,面临的病患人群也是不同的,所
要处理的医院事务,从高到低,不断复杂烦琐化,而主

要原因可能是新疆居民医疗知识水平较差,所需要护

理医务人员更有耐心地进行健康宣教,从而工作倦怠

的发生更为常见。去人格化是指工作人员将其服务

对象视为“物”,而非“人”,工作时表现为冷漠[11]。高

级职称护理人员年龄一般位于中年,文化程度相比较

高,这些人群存在更多的压力源,除了患者护理方面,
还有管理及人际关系,从而导致了工作倦怠的冷

漠感。
本研究发现新疆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

呈倒U型分布,即相对自治区级和县级及以下,地州

级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对其目前工作较为满意。目前,
国内外研究多以低级职称的护理人员为主,而对于高

级职称护理人员的研究较少。通常认为高级职称较

低级职称护理人员社会地位高、工作量小、工作氛围

好、所得报酬好、工作满意度高[12-14]。但在自治区级

医疗机构,高级职称护理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多而复

杂,其不仅要处理临床、行政职务工作,还有科研教学

等事务,从而造成工作满意度下降。县级及以下医疗

机构基层医疗事务繁多,再加上三级诊疗的开展,县
级及以下高级职称护理人员需要直面各种医疗问题,
如工作环境较差、工作量繁重、工作待遇不高等,从而

导致工作满意下降[15]。因此,可对县级及以下高级职

称护理人员进行减负,改善其职业环境,提高身心健

康水平,提高待遇及群众的认同感,进而更有效地提

高其工作满意度,使其高效、准确地带领身边其他人

员完成护理服务。
本研究发现,工作满意度是工作倦怠的重要影响

因素(P<0.05),在工作倦怠的3个维度中均被提取

出来。工作满意度对工作倦怠的各个维度均有影响,
其中情绪衰竭受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16]。情绪衰

竭既影响医护人员自身的身心健康,也影响患者的就

医体验,从而影响医患关系。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包括

西部医疗资源较为紧张,医护人员待遇偏低,高级职

称护理人员组织管理缺乏人性化,晋升及学习压力较

大,工作强度大。目前,我国除了深入推进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外,医疗机构还应该识别高危护理人员,给
予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提高其自我察觉能力及应对技

巧。此外,医院应当积极开展护理人员职业修养培

训,落实职业承诺[17],并时刻关注其心理健康,通过多

种方式提高心理弹性,传播积极情绪,营造轻松工作

环境[18],采取个体干预策略(如压力管理与自我管理

培训、沟通技巧培训、归属感干预)[19]和结构性干预措

施(如修正临床工作流程、缩短值班时间)[20]来减轻护

理人员的心理压力,增加工作满意度,进而降低护理

人员的工作倦怠水平。
综上所述,不同单位级别的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

作倦怠受多方面的影响,如个人文化程度及收入待

遇、工作满意度等。作为个人,在工作的同时要注重

个人学历的晋升、科研能力的提升,这样才能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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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体验到价值和人生意义,增加工作成就感。
医院作为载体,为了留住护理人才队伍,应适当给予

协调,根据不同单位级别的不同需求进行调整,可不

定期地进行心理教育,提高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心理素

质,调整心态,释放压力。同时也应竭力营造良好的

工作环境,实施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合理进行收入分

配,着力提高高级职称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从而降

低其工作倦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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