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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职业压力
及其影响因素

王霄霄　高鸿翼△　孙建平　郜效梓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济宁 ２７２０２９）

　　摘　要　目的　疫情防控期间，调查山东省内不同地区不同科室临床一线医护工作人员的职业压力水平，
分析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影响因素，旨在为职业压力体系构建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工作压力测量量表、职业幸
福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对急诊、呼吸内科、ＩＣＵ等１０个科室３３８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共发放问卷
３３８份，回收３３８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工作压力评分（３３．４０±６．８５）分，职业幸福感评分（８３．８２±１５．５０）
分，心理弹性评分（３６．１８±７．２０）分。工作压力与心理弹性、职业幸福感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ｒ值分别为
－０．４０５，－０．４０６，－０．４４５，－０．２６７，－０．２１６，－０．２８９，－０．２７８）。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
学历、职业、工作年限、职称、职务、科室及目前的工作地点工作压力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逐步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学历、目前工作地点、心理弹性及职业幸福感中身心健康和经济收入是医护人员

职业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医护人员的职业压力较高，医院应从职业、学历、工作科室等主要影响因素入
手，关注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减轻医护人员身心压力，以此更好地完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为医疗安全

质量提供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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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医护人员的职业压力问题引起社
会的广泛关注。医护工作者的身心压力远远高于

其他类型工作人员［１２］。自２０２０年疫情防控，广大
医护人员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和医学救治工作。医

护人员，作为非紧急避难人员，其风险系数之高，难

度之大，技术要求之精，且此病毒传染性之强，均增

加了医护工作者的身心压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下，本研究通过调查医护人员的职业压力、职业

幸福感及心理弹性，多角度探讨影响职业压力的相

关因素，评估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态，进而为今后

突发类似卫生事件时针对医护人员的身心压力制

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２０年２月对山东省济宁、滨州、济南等地区

多所医院的急诊、呼吸内科、ＩＣＵ、儿科、手术室、检
验科等１０个科室３３８名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职
业幸福感和心理弹性进行调查和分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包
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职业、工作年限、职

称、职务、医院属性、工作科室、目前工作地点、月总

收入。２）工作压力测量量表。共有１７个条目，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３级评分，即“从未”“偶尔”“经常”（相应
评分为１、２、３分）。总分为１７～５１分，得分越高，
表明工作压力越大［３］。其信度系数为 ０．７８，效度
系数为０．７３，具有较高的信效度。３）职业幸福感
量表。由胡冬梅［４］编制，该量表由２４个条目组成，
包括身心健康、价值／能力体现、社会支持、经济收
入及工作环境 ５个维度。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
分，即“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

本符合”“完全符合”（相应评分为１、２、３、４、５分）。

其中身心健康（条目 １～６）维度为反方向计分题。
总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值为０．９０４，分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值为０．７７１～０．８６５，信效度较好。４）心理弹性量表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ＣＤＲＩＳＣ）。原 ５
维度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Ｃｏｎｎｏｒ和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共同
编制，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Ｓｉｌｌｓ等［５］发现５维度量表具有不稳
定性，故在此基础上提取了 ＣＤＲＩＳＣ１０，该量表为
单因量表。阮小丽等［６］对 ＣＤＲＩＳＣ１０汉化后，测
得内容效度为 ０．８３０～１．０００，重测信度为 ０．８１７，
分半信度为 ０．８１１，表明中文版 ＣＤＲＩＳＣ１０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

１．２．２　资料收集　应用问卷星制作问卷，并通过
微信统一发放，限定填写次数，填写时若有空白项

则不能提交，保证每份问卷填写完整。限定时间为

１０ｍｉｎ，以保证问卷的真实有效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统计，计量资

料以 珋ｘ±ｓ表示，若符合正态分布，两组数据采用 ｔ
检验，多组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

者均采用秩和检验。压力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逐步

线性回归。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问卷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３３８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３８份，回

收有效率为１００％。详见表１。
２．２　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单因素分析

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均分为（３３．４０±６．８５）分。
比较不同因素对医护人员职业压力的影响，结果显

示，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学历、职业、工作年

限、职称、职务、科室及目前的工作地点工作压力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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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得分分析
（分，珋ｘ±ｓ）

项目 ｎ／％ 工作压力均分 Ｆ／ｔ Ｐ
性别

　男
　女

５８／１７．２
２８０／８２．８

３５．９７±８．４７
３２．８６±６．３７ ２．６２５ ０．０１１

婚姻

　未婚
　已婚

１０１／２９．９
２３７／７０．１

３２．０５±６．７３
３３．９４±６．８４

－２．３４１ ０．０２０

年龄／岁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１８７／５５．３
１１９／３５．２
２４／７．１
８／２．４

３１．９８±６．２３
３４．９６±７．４０
３７．１７±６．５４
３２．００±４．３４

７．６９３ ＜０．００１

学历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及以上

３３／９．８
２１６／６３．９
８３／２４．６
６／１．７

３１．１５±６．５１
３２．７８±５．８５
３５．３３±８．２９
４１．３３±１０．３３

６．９９７ ＜０．００１

职业

　医疗
　医技
　护理
　行政

６４／１８．９
１６／４．７
２５８／７５．４
３／１．０

３５．７５±８．３８
３５．１９±５．７１
３２．７３±６．３９
３０．３３±１．１６

３．９８９ ０．００８

工作年限／年
　１～
　６～
　１１～
　１６～
　２１～

１７９／５３．０
９１／２６．９
３８／１１．２
１８／５．３
１２／３．６

３２．３６±６．３２
３４．４２±６．９６
３５．１６±８．４７
３５．１１±７．２８
３２．９２±５．６６

２．４９０ ０．０４３

职称

　初级
　中级
　副高级
　高级

２０６／６０．９
１１２／３３．１
１５／４．５
５／１．５

３２．３１±６．２３
３４．８４±７．４３
３７．１３±７．５６
３４．６０±７．８０

５．０９７ ０．００２

职务

　正／副主任
　正／副护士长
　无

８／２．４
２６／７．７
３０４／８９．９

３７．５０±６．２８
３７．３８±７．５６
３２．９５±６．６８

６．７１０ ０．００１

医院属性

　综合医院
　中医院
　其他

３１８／９４．１
６／１．８
１４／４．１

３３．２６±６．８２
３４．１７±９．７５
３６．１４±６．２０

１．２２６ ０．２９５

所在科室

　急诊
　呼吸内科
　ＩＣＵ
　儿科
　手术室
　普外科
　检验科
　其他

９／２．７
３３／９．８
４６／１３．６
１６／４．７
１９／５．６
９５／２８．１
６／１．８
１１４／３３．７

３４．００±５．２９
３５．８２±７．２０
３６．９８±８．３７
３０．４４±４．５９
３１．８９±６．１５
３２．３８±６．７０
３２．６７±２．８１
３２．７５±６．２５

３．５８５ ０．００１

目前工作地点

　本单位本科室
　本单位发热病房
　支援感染疾病科
　支援传染病医院
　驰援武汉

３０３／８９．６
１３／３．８
１０／３．０
３／０．９
９／２．７

３２．７３±６．５４
４１．００±５．０３
３４．５０±４．２０
４０．００±４．００
４１．５６±９．９３

９．５５９ ＜０．００１

月总收入／元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３４／３９．６
１０５／３１．１
７０／２０．７
２９／８．６

３２．７５±６．４７
３３．６１±７．４０
３４．２１±６．８３
３３．６２±６．６８

０．７６８ ０．５１３

２．３　医护人员职业幸福感各维度及心理弹性得分
详见表２。

表２　医护人员职业幸福感各维度
及心理弹性得分（分，珋ｘ±ｓ）

项目 得分

职业幸福感

　　身心健康 ８３．８２±１５．５０

　　价值／能力体现 １８．９８±５．４９

　　社会支持 ２１．５１±４．６３

　　经济收入 ２０．０９±３．３９

　　工作环境 ９．７６±３．１７

心理弹性总分 ３６．１８±７．２０

２．４　医护人员工作压力与职业幸福感、心理弹性
的相关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示职业幸福感越高，心
理弹性越强，压力越小。见表３。

表３　医护人员工作压力与职业幸福感、
心理弹性的相关性

项目／ｒ值
职业幸福

感总分

身心

健康

价格／能
力体现

社会

支持

经济

收入

工作

环境

心理弹

性评分

工作压

力总分
－０．４０６ －０．４４５－０．２６７－０．２１６－０．２８９－０．２７８－０．４０５

２．５　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多因素分析
将工作压力得分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１０个影响因素及职业幸福感各
维度评分和心理弹性评分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线

性回归分析。自变量具体赋值方法见表４。

表４　人口学特征赋值情况

项目

性别 男＝１；女＝２

婚姻 未婚＝１；已婚＝２

年龄 ２０岁～＝１；３０岁～＝２；４０岁～＝３；５０岁～＝４

学历 大专＝１；本科＝２；硕士研究生＝３；博士及以上＝４

职业 医疗＝１；医技＝２；护理＝３

工作年限 １年～＝１；６年～＝２；１１年～＝３；１６年～＝４；≥２１～＝５

职称 初级＝１；中级＝２；副高级＝３，高级＝４

职务 正／副主任＝１；正／副护士长＝２，；无＝３

所在科室 急诊＝１；呼吸内科＝２；ＩＣＵ＝３；儿科＝４，；手术室＝５；普外科＝
６；检验科＝７；其他＝８

目前工作地点 本单位本科室＝１；本单位发热病房＝２；支援本单位感人疾病
科＝３；支援传染病医院＝４，；驰援武汉＝５

职业幸福感各维度评分 原值输入

心理弹性评分 原值输入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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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６个变量进入
方程，职业、学历、目前工作地点、职业幸福感量表

中身心健康和经济收入两个维度及心理弹性为新

冠肺炎事件下医护人员职业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可解释总变异率的３５．９％。见表５。

表５　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影响因素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
归系数

ｔ Ｐ

常量 ２９．２０６ ２．７３６ － １０．６７３ ＜０．００１

学历 ２．３４９ ０．４９３ ０．２１２ ４．７６６ ＜０．００１

职业 １．０４５ ０．４２９ ０．１１１ ２．４３４ ０．０１５

目前工作地点 １．１０９ ０．４０４ ０．４０４ ２．７４７ ０．００６

身心健康总分 ０．３６６ ０．０６０ ０．２９７ ６．１３７ ＜０．００１

经济收入总分 －０．２７３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６ －２．６７５ ０．００８

心理弹性总分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２１８ －４．４９４ ＜０．００１

　　注：Ｒ２＝０．３５９，调整Ｒ２＝０．３４７，Ｆ＝３０．９１０，Ｐ＜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疫性防控期间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处于较高水
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压力得分为（３３．４０±
６８５）分，高于江萍等［３］调查的４９１名医护工作者
在医改形势下的职业压力［得分为（３２．７９±６．５５）
分］。这提示在新冠肺炎突发的形势下，医护人员

的职业压力普遍较高。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期间，多位学
者针对ＳＡＲＳ对医护人员心理产生的影响展开调
查，结果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护人员均

面临巨大心理压力，其不仅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

要求熟练的专业技术，更要面对死亡患者带来的恐

惧和被感染的风险［７］。而面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医护人员要接受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掌握

应急救治的专业技能，随时准备甚至已在一线参与

抗击疫情。即使他们进行了适当的防范，可依然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承受巨大的心理压

力［８］。因此，当前形势下，医护人员工作压力普遍

较高。

３．２　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影响因素分
析

３．２．１　学历、职业、目前工作地点是影响医护人员
职业压力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结果显示博士及以
上学历的医生（本次调查中该学历全部为医生）职

业压力最高［评分为（４１．３３±１０．３３）分］，与其他学
历医护人员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此研究结果不同于江萍等［３］对不同学历医护人员

职业压力的调查结果。可能原因为当前特殊形式

下，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医生作为科室的中坚力量，

不仅负责疫情救治的紧急任务，同时还需要科研工

作的开展，以更快寻找新冠肺炎的发病机理、有效

治疗与预防措施。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职业是

影响职业压力不同的原因之一。本研究中，医生压

力值（３５．７５±８．３８分）最高，这与郭小利等［９］研究

结果一致，也与上述博士及以上学历（该学历均为

医生）压力值最高的结果一致。医生以救死扶伤

为自己的使命，面对疑难杂症时，其需要通过渊博

的专业知识，熟练地专业技术对疾病做出专业的判

断。高工作强度、高风险暴发概率、高专业素质要

求、高度的责任心均是导致医生工作压力大的原

因。医护人员目前的工作地点也是影响职业压力

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驰援武汉医护人员

的工作压力（４１．５６±９．９３分）最高，这与此次疫情
爆发起源地是武汉有关。隔离期间整个武汉市处

于１级应急响应状态，出现了较为紧张的状态，且
此次参加一线科室支援的医护人员排班为 ＡＰＮ模
式，每班时间８ｈ，工作负荷较大，且防护要求严格，
甚至不能喝水、上厕所等因素，加剧医护的身心负

担［１０］。

３．２．２　职业幸福感中身心健康和经济收入两个维
度是医护人员职业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职业幸
福感，是指主体在从事某一职业时基于需要得到满

足、潜能得到发挥、力量得以增长所获得的持续快

乐体验［１１］。医护人员，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其

职业幸福感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医院的竞争力、凝聚

力和向心力的强弱，是影响医患关系、医疗质量的

重要原因。本研究结果显示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和

经济收入两个维度得分分别为（１８．９８±５．４９）分、
（９．７６±３．１７）分，略高于金晓燕［１２］针对南昌市 ５
家省级直属三级甲等医院４２５名护士进行的调查
研究［分别为（１５．１４±４．７８）分、（８．６５±３．３８）分］，
且身心健康和经济收入对医护人员职业压力有正

性影响作用。身心健康状况越好，经济收入越高，

医护人员职业压力越小。这说明，随着医疗体制的

改革，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及待遇问题已有所改善，

但其仍是影响医护人员职业压力的重要原因。因

此，相关部门应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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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医护人员工作负荷，定期开展心理讲座，强化

心理援助措施，改善待遇相关问题，尽可能去除影

响医护人员工作压力的不利因素，从而保证医疗质

量安全。

３．２．３　心理弹性是医护人员职业压力的重要影响
因素　医护人员长期高风险、高负荷、高技术性地
工作，以及随时需要应对突发事件，使得医护人员

承受较高的工作压力，极易出现身心问题。心理弹

性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个体在应

对重大创伤、生活逆境或压力后采取积极措施适应

的过程，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１３］。本研

究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心理弹性得分为（３６．１８±７．
２０）分，心理弹性对工作压力有正向影响作用，心
理弹性越强，工作压力越小。这与任雅欣等［１４］的

研究结果一致。这提示心理弹性对减轻职业压力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医院相关部门应采取

积极有效措施培养并提高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弹性

水平，使其具备调节个体情绪和状态的能力，保证

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促进医护人员自身发展。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突发事件下，医护人员

职业压力普遍较高。这启示我们，国家应加强公共

卫生事件突发时的预测能力，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管理系统，制定完善的疾病防控战略准备。

同时医院应定期组织传染病相关知识培训与考核，

组建并完善医护人员应急库，关注医护人员身心健

康状况，建立健全的职业压力管理体系，以备在公

共卫生事件突发时，能够更从容、更快速地投入疫

情防控中，从而为医疗安全质量提供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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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４］　胡冬梅，马月丹，那丽，等．医务工作者职业幸福感量

表编制及信度和效度分析［Ｊ］．中国医院统计，２０１１，

１８（２）：１２７１２９．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５２５３．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２．

［５］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ＳｉｌｌｓＬ，ＳｔｅｉｎＭＢ．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

（ＣＤＲＩＳＣ）：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１０ｉｔｅｍ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Ｊ］．ＪＴｒａｕｍａＳｔ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２０（６）：１０１９１０２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ｊｔｓ．２０２７１．

［６］　阮小丽，叶增杰，程梦慧，等．心理弹性在中医院校护

生自我效能感、心理一致感间的中介效应［Ｊ］．解放

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８，３５（１１）：１３１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０３．

［７］　刘华平，高凤莉，刘绍金．ＳＡＲＳ病区护士心理社会状

况的调查分析［Ｊ］．护理管理杂志，２００４，４（２）：１０

１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１５Ｘ．２００４．０２．００４．

［８］　修晓萍，杨旭，张菊，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急诊科护

士压力调查分析及对策［Ｊ］．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２０，２６

（５）：１０１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２５６．２０２０．

０５．００２．

［９］　郭小利，尹华英．儿科医护人员职业压力及影响因素

研究［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９，４８（２４）：４２３１４２３４．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９．２４．０２１．

［１０］徐明川，张悦．首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临

床一线支援护士的心理状况调
"

［Ｊ］．护理研究，

２０２０，３４（３）：３６８３７０．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０２／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

６４９３．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２．

［１１］葛喜平．职业幸福感的属性／价值与提升［Ｊ］．学术交

流，２０１０，１９１（２）：３０３４．

［１２］金晓燕．护士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职业幸福感的现

状分析与相关性研究［Ｄ］．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１６．

［１３］高园园，陈哲，张欣，等．大学生手机依赖、心理弹性

与情绪的关系［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８，４５（５）：８６５

８６８．

［１４］任雅欣，周英，马春花，等．心理弹性对护士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４，２８（３）：２９３２９４．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４９３．２０１４．０３．０１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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