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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急诊科护士风险感知、护理工作环境与心理弹性的关系。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3年10-11月选取广东省45家医院577名急诊科护士作为调查对象。应用心理弹性量表、护理人员风险

感知问卷、护理工作环境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Pearson相关

分析护士风险感知、护理工作环境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
 

结果 性别、年龄、是否专科护士、职务、医院类型、医

院等级对急诊科护士的心理弹性有影响(P<0.05)。577名护士的心理弹性量表得分(86.07±15.95)分,得分

率68.86%;护理人员风险感知问卷得分(79.38±16.32)分,得分率56.70%;护理工作环境量表得分(93.51±
13.25)分,得分率75.4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职务是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Pearson相关性

分析显示:心理弹性与护理工作环境呈正相关(r=0.476),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r=-0.252)。结论 医院护

理管理者应重视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影响急诊科护士身体功能、时间和职业暴露风险,
改善急诊护理工作环境。

[关键词] 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工作环境;风险感知;关系

[中图法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4)16-2525-05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nursing
 

working
 

environment
 

with
 

mental
 

resilience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GUO

 

Yanfeng1,LYU
 

Yongbiao2,LI
 

Rongman1,LU
 

Mei1,YANG
 

Shan1,LIU
 

Qingyan1

(1.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Key
 

Lab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mergency
 

Research
Guangzhou,Guangdong

 

510120,China;2.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k
 

perception
 

and
 

nursing
 

working
 

environment
 

with
 

the
 

mental
 

resilienc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Methods The
 

convenience
 

sam-
pling

 

method
 

was
 

adopted.A
 

total
 

of
 

577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in
 

45
 

hospital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October
 

to
 

Nov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pondents.The
 

CD-RISC
 

scale,nursing
 

staff
 

risk
 

per-
ception

 

questionnaire
 

and
 

nursing
 

work
 

environment
 

scale
 

were
 

used
 

to
 

conduct
 

the
 

survey.The
 

multiple
 

line-
ar

 

regression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The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isk
 

perception
 

and
 

nursing
 

working
 

environment
 

with
 

the
 

mental
 

resilience.Results The
 

gender,age,specialist
 

nurse
 

or
 

not,post,hospi-
tal

 

type
 

and
 

hospital
 

level
 

had
 

the
 

effect
 

on
 

the
 

mental
 

resilienc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P<
0.05).The

 

scores
 

of
 

mental
 

resilience
 

scale
 

in
 

577
 

nurses
 

were
 

(86.07±15.95)
 

points
 

and
 

the
 

scoring
 

rate
 

was
 

68.86%;the
 

scores
 

of
 

nursing
 

staff
 

risk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were
 

(79.38±16.32)
 

points
 

and
 

the
 

scoring
 

rate
 

was
 

56.70%;the
 

scores
 

of
 

the
 

nursing
 

work
 

environment
 

scale
 

were
 

(93.51±13.25)
 

points
 

and
 

the
 

scoring
 

rate
 

was
 

75.41%.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ost
 

w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The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ursing
 

work
 

environm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mental
 

resilience
 

(r=0.476),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isk
 

perception
 

(r=-0.252).Conclusion The
 

hospital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and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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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on
 

three
 

major
 

types
 

of
 

risks
 

affecting
 

physical
 

function,time
 

and
 

occupational
 

exposure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emergency
 

nursing.
[Key

 

words]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s;mental
 

resilience;working
 

environment;risk
 

perception;relation

  心理弹性又称复原力、韧性、抗逆力等,美国心理

学会定义为: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

他重要压力时进行良好调试的过程[1-2]。急诊科作为

医院特殊科室和重要窗口部门,以患者病情危重复

杂、工作任务繁重、投诉风险高、应激事件多为突出特

点,特别是急诊科一线护士长期保持高应激水平应对

急危重 症 患 者 的 抢 救 和 突 发 事 件。既 往 研 究 表

明[3-5]:心理弹性高的护士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和乐

观精神,可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而心理弹

性低的护士在面对压力时容易表现出负面情绪、职业

倦怠、工作效能低等。目前,国内外对护士心理弹性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分析社会支持和职业倦

怠关系上,鲜有研究探讨护理工作环境、护士风险感

知对心理弹性的作用关系。本研究旨在了解急诊科

护士心理弹性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急诊科护

士风险感知、护理工作环境与心理弹性的关系,以便

于准确认知急诊科护士职业风险,协助护理管理者改

善护理工作环境,提高护士心理弹性,为提升急诊护

理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
年10-11月选取广东省45家医院急诊科护士作为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

注册护士;(2)从事急诊临床护理工作;(3)知情同意

且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实习护士;(2)外
出轮转、进修、病假、产假等不在岗护士。本研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ZM2023-361)。根据公式

计算样本量:
n=

 

4s2/d2 ①
s为标准差,d 为容许误差,考虑到20%失访率,

需纳入样本480名。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基于文献、专家咨询和预调查结果自行

设计调查表获取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工作年限、学历、是否专科护士、职务、岗位、医
院类型、医院等级等内容。
1.2.2 心理弹性量表

心理弹性量表由CONNOR等[6]于2003年编制,
国内学者于肖楠等[7]于2007年进行汉化修订,该量

表包括3个维度共25个条目,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采取Likert5级评分法,“从来不”到“一直如

此”分别赋值1~5分,总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越高。
1.2.3 护理人员风险感知问卷

采用张欣唯等[8]设计的《护理人员风险感知问

卷》,包括6个维度共28个条目,即时间、组织因素、
社会心理、职业暴露、身体功能和人身安全的风险。
采取Likert5级评分法,“从来没有”到“几乎总是”分
别赋值1~5分,总分越低代表护理人员风险感知越

低。该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0.947,各因子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0.748~0.870。本研究采用其得分率

来衡量风险感知水平的高低,低水平为20%~<47%,
中水平为47%~<74%,高水平为74%~100%。
1.2.4 护理工作环境量表

采用王丽等[9]汉化并修订的护理工作环境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1。该量表可有效测量护士

所处的工作环境特征,包括5个维度共31个条目,各
个维度分别为护士参与医院事务、高质量护理服务基

础、管理者能力及领导方式、充足人力和物力、医护合

作。采取Likert4级评分法,“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分别赋值1~4分,总分越高表明护士所处工作环

境越好。
1.3 资料收集及质量控制

由研究者采用问卷星制作电子问卷进行调查,在
问卷开始前设置知情同意选项,以匿名方式进行填

写。首先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急诊科抽取20
名护士进行预调查,根据填写数据调整问卷一般资料

信息和填写时间。完成预调查后,进行正式调查,研
究者与广东省45家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取得联系,通
过问卷星推送给科内符合条件的护士进行填写。问

卷填写质量保证:(1)避免同一人重复作答,每个IP
地址(手机或电脑)仅限1次填写;(2)避免回收问卷

有缺失值,问卷题目均设置为必答项目,填写完整才

能提交;(3)填写时间<5
 

min或规律作答的均视为无

效问卷。本研究共回收606份问卷,经过双人核对和

筛选后有效问卷577份,有效问卷率为95.21%。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

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影响因素,Pearson相

关分析护士风险感知、护理工作环境与心理弹性的相

关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人口学资料和心理弹性的单因素分析

性别、年龄、是否专科护士、职务、医院类型、医院

等级对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有影响(P<0.05),见
表1。
2.2 护士心理弹性、风险感知、护理工作环境现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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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名护士的心理弹性量表得分(86.07±15.95)
分,得分率68.86%,得分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力量性、
坚韧性 和 乐 观 性。护 理 人 员 风 险 感 知 问 卷 得 分

(79.38±16.32)分,得分率56.70%,得分率最高的3
个维度为身体功能风险、时间风险、职业暴露风险。
护理工作环境量表得分(93.51±13.25)分,得分率

75.41%,得分率最高的3个维度为高质量护理服务

基础、医护合作、管理者能力及领导方式,得分率最低

的维度为充足人力和物力,见表2。

2.3 心理弹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职务是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P<
0.001),虽然年龄、学历、是否专科护士不是影响因

素,但年龄大、学历高、就读专科护士容易获得更高的

职务,所以它们是职务的正性影响因素,见表3。
表1  人口学资料和心理弹性的单因素分析(n=577)

项目
例数

(n)
心理弹性量表

(x±s,分)
t/F P

性别 2.042 0.042

 男 113 88.81±15.33

 女 464 85.41±16.05

年龄 -2.581 0.010

 <35岁 362 84.76±15.82

 ≥35岁 215 88.28±15.97

工作年限 1.344 0.255

 <3年 110 83.96±18.65

 3~<6年 100 87.85±16.17

 6~<11年 141 84.84±14.62

 11~20年 177 86.72±15.20

 >20年 49 88.39±15.02

学历 2.732 0.066

 大专及以下 116 84.66±17.07

 本科 452 86.21±15.68

 硕士及以上 9 97.33±10.51

专科护士 2.640 0.009

 是 228 88.23±15.12

 否 349 84.66±16.34

职务 13.731 <0.001

 护士 420 84.11±16.09

 护理组长 105 89.77±14.87

 护士长 52 94.44±12.83

岗位 0.072 0.929

 院前急救 145 86.49±16.02

 院内急诊 405 85.91±15.92

 EICU 27 86.30±16.59

医院类型 2.578 0.010

 西医 237 88.11±16.55

续表1  人口学资料和心理弹性的单因素分析(n=577)

项目
例数

(n)
心理弹性量表

(x±s,分)
t/F P

 中医 340 84.65±15.39

医院等级 2.132 0.034

 三级 468 86.75±15.55

 非三级 109 83.16±17.34

表2  护士心理弹性、风险感知、护理工作环境现状

   分析(n=577)

项目 项目数 得分(x±s,分) 得分率(%)

心理弹性量表 25 86.07±15.95 68.86

 坚韧性 13 43.88±8.84 67.51

 力量性 8 28.70±5.27 71.75

 乐观性 4 13.50±2.82 67.50

护理人员风险感知问卷 28 79.38±16.32 56.70

 人身安全风险 5 13.93±3.44 55.72

 身体功能风险 4 12.58±2.73 62.90

 职业暴露风险 4 11.39±2.75 56.95

 社会心理风险 5 13.36±3.26 53.44

 组织因素风险 4 10.86±2.76 54.30

 时间风险 6 17.27±4.30 57.57

护理工作环境量表 31 93.51±13.25 75.41

 管理者能力及领导方式 5 15.23±2.32 76.15

 高质量护理服务基础 10 30.89±4.25 77.23

 医护合作 3 9.24±1.41 77.00

 护士参与医院事务 9 26.52±4.25 73.67

 充足人力和物力 4 11.64±2.05 72.75

表3  心理弹性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n=577)

项目 B SE β t P

常数项 92.416 5.673 16.290 <0.001

性别 -2.536 1.691 -0.063 -1.500 0.134

年龄 0.510 1.566 0.015 0.326 0.745

学历 -0.188 1.605 -0.005 -0.117 0.907

是否专科护士 -0.999 1.141 -0.031 -0.708 0.479

职务 4.419 1.141 0.189 3.873 <0.001

医院类型 -2.160 1.345 -0.067 -1.606 0.109

医院等级 -2.659 1.724 -0.065 -1.543 0.123

  R2=0.063,调整后R2=0.052,F=5.495,P<0.001。

2.4 护士风险感知、护理工作环境与心理弹性的相

关性分析

心理弹性与护理工作环境呈正相关(r=0.476,
P<0.001),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r=-0.252,P<
0.001),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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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Pearson相关性分析(n=577)

项目
风险感知

r P

护理工作环境

r P

心理弹性 -0.252 <0.001 0.476 <0.001

坚韧性 -0.240 <0.001 0.466 <0.001

力量性 -0.272 <0.001 0.464 <0.001

乐观性 -0.165 <0.001 0.366 <0.001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性别、年龄、是否专科护士、职务、医
院类型、医院等级对急诊科护士的心理弹性有影响,
其中职务是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急诊

科男护士心理弹性水平较急诊女护士高,与迟璐璐

等[10]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原因是受传统社会角色观

念的影响,男性被赋予了坚韧、自强、有责任、敢担当

的品格特点与人格形象,在身处逆境时,能勇于挑战

自己,并迸发出职业使命感和集体责任感。年龄越

大,心理弹性水平越高,与多个研究[11-13]结论一致,随
着年龄增长,经历的逆境和挫折增加,社会阅历越多,
经验越丰富,越能自如地应对急诊工作的各种压力。
学历对于护士心理弹性没有影响,可能与本研究的研

究生学历护士样本量小有关。但从整体趋势上看,学
历越高,心理弹性水平越高。高学历的护士在医院承

担高难度工作的机会越大,经过不断的锻炼,处理困

境的能力越强,心理弹性水平越高[14]。专科护士心理

弹性水平较非专科护士高,可能与专科护士平时接受

到的教育、培训、演练、进修的机会多,公共卫生事件

的支援经历多,因此专业能力很快能转化为心理弹

性,促进身心健康的恢复。职务越高,心理弹性水平

越高。有研究显示,职务越高的工作人员使命感越

强,更乐 于 接 受 工 作 中 的 挑 战,心 理 弹 性 水 平 越

高[15-16]。西医医院、三级医院的急诊科护士心理弹性

水平较中医医院、非三级医院的高。三级医院和西医医

院的人力资源和仪器配备齐全,护士待遇相对较好,面
对突发事件多,因此护士心理弹性水平较高[17-18]。

本研究发现,心理弹性量表得分(86.07±15.95)
分,远高于国内常模(65.40±13.90)分[19],得分率从

高到低依次为力量性、坚韧性和乐观性,这与白亚丽

等[20]和邓伟等[21]对ICU护士心理弹性的研究结果有

所不同。急诊科护士的心理弹性处于高水平状态,可
能与急诊环境复杂、应急突发事件多、工作压力大等

直接相关。急诊科护士因经常面对突发事件、疑难问

题和复杂工作环境,经验多了自然能够镇定自若和有

条不紊处理,因此力量性得分率最高。但同时,面临

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和冲突,经常不被患者理解和尊

重,经济收入相对其他科室护士处中等偏下水平,急
诊护士容易出现消极态度和情绪,因此乐观性得分率

最低。护理人员风险感知问卷得分(79.38±16.32)

分,得分率56.70%,处于中水平,排名前三的得分率

分 别 为 身 体 功 能 风 险 (62.90%)、时 间 风 险

(57.57%)、职业暴露风险(56.95%),表明急诊科护

士对这3项风险感知较敏感,也可能是护理管理者对

职业风险较为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职业安

全。急诊科护士对身体功能风险感知最高,可能与急

诊工作环境的特殊性有关[22-24],护士劳动强度大、长
时间站立、无法按时就餐等,容易导致护士腰肌劳损、
椎间盘突出、静脉曲张、胃肠功能紊乱、失眠等身体功

能受损。时间风险是指护理人员经常加班,不能自主

支配时间而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风险。急诊科护

士经常因抢救延迟下班,休息时间还需备班来应对突

发应急事件,用于家庭和休闲的时间减少,因而对时

间关注度高。急诊科涉及较多侵入性操作、环境开放

式管理、患者既往病史不详、护士频繁接触患者血液/
体液等诸多因素,职业暴露风险大。护理工作环境量

表得分(93.51±13.25)分,处于较高水平,明显高于

王丽等[25]、寻明兰[26]的调查结果。高质量护理服务

基础得分率(77.23%)最高,充足人力和物力得分率

(72.75%)最低。急诊科护士对高质量护理服务基础

高度认同,而对于当前护理环境中的人力和物力的供

应情况不甚满意。因此,护理管理者应提供充足的人

力和物力,提升护理工作环境,减少护理差错的发生,
降低急诊护士职业倦怠和离职率。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心理弹性与护理工作

环境呈正相关,其中护理工作环境与护士的力量性、
坚韧性相关度高,乐观性则较弱。表明良好的护理工

作环境是护士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特别是能提高

护士坚韧性和力量性,更好地处理压力和逆境。心理

弹性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积极的

心理资源,可以使个体在逆境及压力中保持良好的心

理状态,心理弹性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在受创后迅速恢

复,而且抗压能力会越来越强,并且维持功能的稳

定[27-28]。这与陈赵云[29]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心理弹性

水平高的护士,其心理调适能力强,能更好适应各种

压力和挫折,面对风险时感觉较弱,反之,心理弹性水

平低的护士,其风险感知水平较高。
医院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影响急诊科护士心理弹

性的因素,加强急诊科护士乐观维度建设,重点关注

影响急诊科护士身体功能、时间和职业暴露风险,改
善急诊护理工作环境,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本研

究是横断面调查,仅针对广东省部分医院进行调查,
样本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可开展多中心、大样

本调查,进一步验证和完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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