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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的现状，并探讨两者的关系，为认识工作压力和降低职业倦怠感、
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及护理质量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广州市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的 137名护士，采用护
士工作压力源量表、Maslach 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MBI-GS）进行调查。 结果 共 67 名精神科护士检出职业倦怠，检出率为
48.91％。 从各维度的检出情况看，情感耗竭维度检出率最高，有 56人（40.88％），其次为低成就感 47人（34.31％）和人格解
体 45人（32.85％），情感耗竭评分[（22.80 ±13.68）分]和成就感评分[（29.04 ±1.22）分]均高于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t＝12.54、3.23，P均＜0.05）；工作压力的各子条目评分为（3.04 ±1.09）分，为中等压力水平。 护士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
情感耗竭、成就感低和人格解体三个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 r ＝0.608，0.566，0.451）。 结论 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倦怠较严重，
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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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rnout and job stress among psychiatric nurses ，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to prevent and reduce job stress and burnout ， which can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nursing quality at last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137 nurses working in a tertiary psychiatric hospitals in Guangzhou ， completed both the nurses＇job stress scale
and Maslach Burnout Intertory -General Survey（MBI-GS）.Results The rate of job burnout detected were 67 cases（48.91％）.

According to MBI -GS， the rate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was 56 cases（40.88％）， followed by low achievement 47 cases（34.31％）

and depersonalization 45 cases（32.85％）.The emotional exhaustion＇s score （22.80 ±13.68） and low achievement＇s score（29.04 ±1.2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norm （ t＝12.54、3.23，P＜0.05）.And each item＇s score of working pressure was
（3.04 ±1.09）， which showed that the nurses were at moderate stress level .The job stress of the psychiatric nurses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motional exhaustion， low achievement and depersonalization （r＝0.608， 0.566， 0.451）.Conclusion The job
stress of psychiatric nurses is serious.The job stres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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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倦怠通常是指工作人员因不能有效应对工
作上持续不断的压力，从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不良
心理反应

[1] 。 研究表明[2 -4] ，我国医护人员存在较
严重的职业倦怠问题，可能与我国居民对健康要求
逐渐提高、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患比重无法满足需
求，导致医护人员的工作负荷重、工作压力大有关。
就精神科护士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他们不仅需要掌
握规范的专业技术去解决患者的心理困扰，还要有
更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应对精神病患者突发的冲动和

暴力行为
[5] 。 职业倦怠感对精神科护士的心理健

康、离职意向、工作积极性等产生负面作用[6] 。 但
对于精神科护士，其职业倦怠感与工作压力的关系
及成因尚未明确，本研究以精神科护士为研究对象，
旨在调查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倦怠及工作压力现状，

并探讨二者的关系，为认识和降低工作压力与倦怠
感，提高精神卫生护理队伍的工作热情、职业道德、
工作效率及护理服务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 2015 年 6 月 -2016
年 7月在广州市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就职的 150
名护士并进行问卷调查。 纳入标准：通过全国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拥有一年及以上临床实践；知情同意
并愿意配合调查的临床一线在岗护理人员。 本次调
查共发放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7份，有效问
卷回收率为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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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工具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护士的年龄、工
作年限、所在科室、职称、学历等信息。
采用 Maslach 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Maslach

Burnout Intertory -General Survey，MBI -GS）调查护
士的职业倦怠情况。 MBI -GS 由李超平等[7]

于

2003年翻译、修订。 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共 15 个项
目，包括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三个维
度。 各维度临界分值分别为 16、20、24分，各维度评
分大于临界值可认为存在职业倦怠，评分越高，职业
倦怠程度越高。 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法，按照 0 ～6
分评分，0分代表“从不”，6 分代表“非常频繁”。 各
维度中各条目评分之和为该维度评分。 职业倦怠检
出率＝各维度评分超过临界值的人数／调查对象总
人数×100％。 该量表 Cronbach’s α＝0.81。
采用 Grey-Toft等编制的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

调查护士的工作压力情况
[8] 。 该量表共35个项目，

分为 5个因子：护理专业及工作方面、工作时间及工
作量方面、工作环境及资源方面、患者护理方面、管
理及人际关系方面，采用 1 ～4 级评分法，分别计算
各子条目总评分和全量表总评分，评分越高，表明压
力越大。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总量表
Cronbach’s α＝0.94，5个因子系数均在 0.8以上。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人员为 3名护理部
工作人员，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 在护士大会或集体
业务学习会议茶歇时间，由调查人员统一发放问卷，
向调查对象讲解问卷填写的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给予统一指导语，护士独立完成问卷填写，当场回收
问卷。

1.4 统计方法

采用 EpiData录入并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9.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精神科护
士一般人口学资料、职业倦怠、工作压力现状，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精神科
护士职业倦怠、工作压力在一般人口学变量上的差
异；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分析职业倦怠、工作
压力的相关性，P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中男性 42 人（30.66％），女性 95 人

（69.34％）；年龄 21 ～54 岁，平均年龄（32.27 ±0.67）
岁；工作年限 1 ～34 年，平均（8.83 ±0.76）年；职
称：高级 6人（4.38％），中级 55 人（40.15％），初级
76人（55.47％）；所在科室：儿少区 30 人（21.90％），
成人区 35 人（25.55％），老年区 32 人（23.36％），
其他科室（包括早期干预科、康复科、中医科）40 人
（29.20％）；基础学历：本科及以上 12 人（8.76％），
大专 63人（45.99％），中专 62 人（45.26％）。

2.2 护士职业倦怠现状

共 137名护士完成调查。 共有 67 名精神科护
士检出职业倦怠，检出率为 48.91％。 从各维度的
检出情况看，情感耗竭维度检出率最高，有 56 人
（40.88％），其次为低成就感 47 人（34.31％）和人格
解体 45人（32.85％）。 情感耗竭和成就感维度评分
均高于常模

[3]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见表 1。 据李永鑫等[9]

基于该量表制定的职业倦怠

评价标准，将从业人员的职业倦怠水平分为轻度倦
怠、中度倦怠和重度倦怠。 在本研究中，轻度倦怠 18
人（13.14％），中度倦怠 41人（29.92％），重度倦怠 8
人（5.84％）。

表 1 护士工作倦怠总体情况（ x— ±s）

组  别
MBI -GS评分

情感耗竭 成就感 人格解体

精神科护士

（n ＝137）
22 u.80 ±13.68 29 蜒.04 ±1.22 8  .45 ±0.38

常模

（n ＝1 104）
22 u.19 ±8.53 36 蜒.53 ±7.34 7  .12 ±3.25

t 12  .54 3 6.23 0 �.12

P 0  .012 0 6.043 0 �.921

注：MBI -GS，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

2.3 护士工作压力现状

精神科护士的工作压力源各子条目评分为

（3.04 ±1.09）分，各因子评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患
者护理方面问题（3.16 ±0.29）分、护理专业及工作方
面问题（2.64 ±0.57）分、管理及人际关系方面问题
（2.54 ±0.86）分、时间分配及工作量问题（2.45 ±0.61）
分、工作环境及资源方面问题（2.11 ±0.34）分。

2.4 护士 MBI -GS 评分、工作压力评分在人口学
变量上的差异

精神科护士 MBI-GS评分在性别、年龄、工作年
限、职称和所在科室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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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或 0.01）。 精神科护士的工作压力在性
别、年龄、工作年限、职称、初始学历的评分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0.05或 0.01）。 见表 2。

表 2 护士 MBI-GS、工作压力评分在一般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项  目 MBI -GS 评分（分） t／F P
护士工作压力源

量表评分（分）
t／F P

性别 男性（n ＝42） 44 �.10 ±1.6 -2 珑.35 0 烫.03 1 乔.67 ±0.97 -2 葺.13 0 侣.03

女性（n ＝95） 58 �.34 ±1.5 2 乔.51 ±0.98

年龄 ＜30 岁（n ＝62） 53 �.85 ±9.2 5 珑.33 ＜0 烫.01 2 乔.62 ±0.22 5 葺.72 ＜0 侣.01

30 ～40 岁（n ＝52） 44 �.41 ±1.4 3 乔.12 ±0.45

＞40 岁（n ＝21） 31 �.50 ±1.2 2 乔.79 ±0.57

工作年限 ≤5 年（n ＝56） 45 �.70 ±1.26 4 珑.29 ＜0 烫.01 2 乔.62 ±0.22 5 葺.72 ＜0 侣.01

5 ～15 年（n ＝63） 56 �.12 ±0.98 3 乔.12 ±0.45

≥15 年（n ＝18） 33 �.64 ±1.46 2 乔.89 ±0.57

所在科室 儿少区（n ＝63） 53 �.23 ±1.33 3 珑.12 0 烫.02 2 乔.98 ±0.22 0 葺.98 0 侣.61

成人区（n ＝35） 54 �.64 ±1.79 3 乔.11 ±0.94

老年区（n ＝32） 54 �.31 ±1.69 3 乔.13 ±0.02

其他科室（n ＝40） 51 �.78 ±1.76 2 乔.22 ±0.11

职称 高级（n ＝6） 52 �.32 ±1.16 5 珑.39 ＜0 烫.01 2 乔.98 ±0.31 15 葺.02 ＜0 侣.01

中级（n ＝55） 52 �.39 ±1.06 2 乔.74 ±0.46

初级（n ＝76） 53 �.12 ±1.46 2 乔.04 ±0.91

起始学历 本科及以上（n ＝12） 54 �.58 ±1.84 0 珑.46 0 烫.32 2 乔.89 ±0.21 0 葺.92 0 侣.12

大专（n ＝63） 50 �.07 ±1.06 2 乔.44 ±0.98

中专（n ＝62） 42 �.36 ±1.46 2 乔.18 ±0.23

注：MBI-GS，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通用版；其他科室包括早期干预科、康复科、中医科

2.5 护士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的相关分析

精神科护士的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情感耗

竭、成就感低和人格解体三个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
（r＝0.608、0.566、0.451），均为中度相关。 其中，
情感耗竭和成就感低与工作压力的五个维度评分

均呈正相关（r＝0.33 ～0.68，P ＜0.05 或 0.01）。
见表 3。

表 3 护士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的相关分析（n ＝137）

工作压力
职业倦怠（ r）

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成就感低

护理专业及工作方面 0 +.68 a 0 後.33 a 0 棗.37 a

工作量及时间分配 0 +.46 a 0 後.44 a 0 棗.41 b

患者护理方面 0 +.48 a 0 後.55 a 0 棗.45 b

工作环境及资源方面 0 +.63 a 0 後.34 a 0 棗.33 b

管理及人际关系方面 0 +.38 a 0 後.51 a 0 棗.44 b

注：aP ＜0.05；bP ＜0.01

3 讨  论

精神科护士的工作倦怠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是护

理管理者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科护
士较多发生职业倦怠，且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 情
感耗竭维度检出率最高，与张艳敏等[5]

的研究结果

一致，原因可能是精神病专科医院患者暴力行为高
发，沟通难度大，紧张、封闭的工作环境容易造成护
士的心理资源耗竭

[10 -11] 。 本研究中，女性、低年龄、
低年资以及在老年区病房工作的精神科护士职业倦

怠程度更高。 原因可能与其同时承担家庭和工作两
种角色，在工作中更易缺乏耐心有关[12] 。 年龄越
低、职称越低的护士职业倦怠程度越高，可能与适应
新的工作环境造成的压力相关

[13 -14] 。
本研究显示，精神科护士的工作压力水平为中

度压力，主要压力源为患者护理方面问题，与王丽
萍

[15]
的研究结果相似。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对处于

急性期的患者护理难度更大，行为更难预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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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患者护理方面的问题成为精神科护士的主要工

作压力源。 精神科护士在管理及护患人际关系方面
也存在压力，主要原因是精神科患者社会交往功能
受损，加之部分患者家属对强制性治疗或护理的不
理解及不配合，使护士常面临患者家属的质疑乃至
责难，从而造成人际关系上的压力[16] 。 本调查结果
显示，男性、30 ～40 岁、工作年限为 6 ～15 年、在成
人区病房工作的精神科护士工作压力最大，可能与
男性面临着社会、家庭更大的压力，且在成人病区的
男性护士更多地处理急性期患者出现的各种危急情

况有关。
关于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目前尚未

解释清楚。 同样性质、同样大小的压力源对不同人
群产生的压力程度不同

[12] 。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
科护士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呈中度正相

关，与李小妹等[8]
的调查结果一致。 精神科护理对

象及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使得精神科护理人员有较大

的工作压力，而工作压力作为导致职业倦怠的直接
原因，推测工作压力较大的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倦怠
可能更严重。 但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也可
能是间接的。 受人格特征、应对方式及社会因素等
影响，护理管理人员应该在营造良好工作环境的同
时，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改善其应对方式，最
终达到降低其职业倦怠感的目的。
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涉及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如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及人格特质等，建议今后的研
究可将量性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深入了精神科
护士的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 另外，由于条件
的限制，本研究只对一所医院的部分护士进行调查，
样本量较少，今后应增加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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