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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是医院中最具有特殊性的科室，具有重

症病人集中、疾病种类多样、抢救任务繁重、人员管

理复杂等特点。相关研究表明，急诊科护士中约有

27％的人群容易患与压力有关的精神疾病[1]。Wil-

liams[2]等人认为工作量大、情感受压、管理困难是急

诊科护士的主要压力来源。Healy和Mckay[3]等人认

为急诊科护士的心情好坏与工作量大小有着直接

相关关系。McGowan[4]认为轮班机制和奖励制度不

完善也是护士主要压力来源。

我国目前现状是多数医院存在临床人员尤其

是护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他们需要承担繁重的工

作和数次的夜班，这些因素成为了导致护理人员产

生职业压力的主要原因[5]。急诊科护士经常处于高

负荷和高压力状态[6]的重要原因还包括所承担的工

作强度高、风险高，而且无规律作息。同时，急诊护

士的心理资本水平又会对他们的职业认同感[7]、急

诊护理工作的质量以及急诊医学发展产生重要的

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对本次研究对象经过严

格筛选，最终确定了内蒙古某三甲医院急诊科护士

140名，并于2020-09~2021-05对其实施调查研究。

1.2 样本的选择

（1）纳入标准:①持有护士执业证书；②在急诊

科的临床工作经验不少于一年；③本人自愿成为本

研究的研究对象；（2）排除标准：①在急诊科短期轮

转或者进修的护士；②调查期间休假的护士。

1.3 研究方法

1.3.1 研究工具（1）情况调查表。本研究设计的

情况调查表主要获取的是个人信息，内容主要包括

科室、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2）压力源量

表。本研究采用李小妹修订的中国护士工作压力

源量表对护士工作压力进行测量，量表包括5个维

度共35个条目，其主要内容有：①描述护理专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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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维度；②描述护士工作时对工作时间及工作

量分配的维度；③描述护士所处工作环境及所拥有

资源的维度；④描述对病人护理的维度；⑤描述管

理及人际关系的维度。各维度信度系数（Cron-

bach's α系数）区间为0.83～0.95，总量表信度系数

值为0.98。在对护士所承受压力程度的评估中采取

分级评分法，分值区间为1～4，4分压力程度最大，1

分压力程度最小；（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本研究中护士应对压力方式的测量采用的是解亚

宁等编制的调查问卷，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

对2个维度。其中，积极应对包括12个条目，消极

应对包括8个条目，压力应对频率采取分级评分法，

分值区间为0～3，3分表示应对压力频率最高，0分

表示应对压力频率最小。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

值为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值为0.78。

1.3.2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网App进行

问卷的编制与调查，调查对象为符合纳入标准的

140名护士。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样本量总维度

数10~20倍＋15％失访率，本次研究量表总维度数

为7，取15倍计算得116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4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份，有效回收率为92.3％。

1.3.3 统计学处理 利用SPSS 19.0对调查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一般资料结果采用人数和占比表示，各

个量表的得分用均数±标准差描述，样本均数比较

采用单样本t检验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

α＝0.05，P＜0.05时表明差异具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对象为急诊科五个科室的护士，共计

130 人，以急诊门诊人数最多，共 42 人占比为

32.2％，性别以女性为多，共106人占比为81.5％，年

龄集中在21～30岁之间，共44人占比为68.4％，学

历以本科为主，共96人占比为73.8％，工作年限多

为1～3年，共55人占比为42.3％（见表1）。

2.2 护士压力源量表结果分析

通过对压力源得分分析表明，维度Ⅱ工作时间

及工作量分配（3.68±0.61）、维度Ⅲ所处工作环境

及所拥有资源（3.08±0.69）、维度Ⅰ护理专业及工

作（2.81±0.65）、维度Ⅳ对病人的护理（2.66±0.56）、

维度Ⅴ管理及人际关系（2.07±0.65）5个维度对急

诊科护士工作压力的影响依次递减，总压力得分为

（95.27±16.08）（见表2）。

2.3 性别方面的压力结果分析

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使得女性护士在急诊科人

数居多，通过对一般资料数据分析发现，性别压力

的差异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说明性

别对压力源的得分情况不产生影响（见表3）。

2.4 年龄方面的压力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中，急诊科护士以25岁以下和26～30

岁的青年护士占比最多，分别为45名和44名，护士

工作压力源与维度Ⅰ护理专业及工作、维度Ⅲ所处

工作环境及所拥有资源、维度Ⅳ对病人的护理及总

压力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

此可得随着年龄的增加压力得分降低，25岁以下的

护士总压力得分为（98.70±18.23），相较于其他年龄

段护士的压力得分明显偏高，表明25岁以下护士的

压力最大（见表4）。

表1 一般资料结果列表

科室

性别

年龄

学历

工作年限

类别

急诊门诊

急诊留观室

急诊内科

急诊外科

急症EIC

男

女

21～25岁

25～30岁

30～36岁

36岁以上

中专

大专

本科

1～3年

4～6年

7～9年

10年及以上

n

42

15

27

24

22

24

106

45

44

22

19

6

28

96

55

38

18

19

占比（%）

32.2

11.5

20.8

18.5

16.9

18.5

81.5

34.6

33.8

17.7

14.6

4.6

21.5

73.8

42.3

29.2

13.8

14.6

表2 护士压力源分析结果

内容

维度Ⅰ
维度Ⅱ
维度Ⅲ
维度Ⅳ
维度Ⅴ
总压力

各维度项目数

7项

5项

3项

11项

9项

35项

x±s

2.81±0.65

3.68±0.61

3.08±0.69

2.66±0.56

2.07±0.65

95.27±16.08

排序

3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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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学历方面的压力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中，急诊科护士以本科学历居多，达

到96人，其次为大专28人，中专学历人数最少为6

人，除了维度Ⅲ所处工作环境及所拥有资源维度

外，学历程度与其他压力源得分情况比较具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即学历升高使得压力增大，本科

生总压力最高，明显高于其他学历阶层，其总压力

值为（98.86±14.30）（见表5）。

表3 性别方面压力分析结果

性别

男

女

F

P

n

24

106

维度Ⅰ
2.97±0.71

2.78±0.63

0.006

0.938

维度Ⅱ
3.63±0.66

3.69±0.60

0.023

0.879

维度Ⅲ
3.14±0.50

3.07±0.73

2.302

0.132

维度Ⅳ
2.50±0.61

2.71±0.54

0.092

0.762

维度Ⅴ
2.08±0.57

2.06±0.67

0.683

0.410

总压力

94.25±16.79

95.5±15.98

0.056

0.813

表4 年龄方面压力分析结果

2.6 工作年限的压力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中，急诊科护士具有1～3年工作经验

的人数占比最多，其次为工作经验为4～6年、7～9

年和10年及以上。结果显示，除维度Ⅱ工作时间及

工作量分配、维度Ⅲ所处工作环境及所拥有资源方

面两个维度外，工作年限与其他压力源得分情况比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意味着随着工作年

限逐渐增长，护士所承受的压力逐渐减小。其中具

有10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急诊科护士总压力得分

为（91.21±16.07），相对于工作年限少的护士而言

压力明显减小（见表6）。

表5 学历方面压力分析结果

2.7 应对方式问卷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选用简易压力应对问卷，分为积极应

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得分高于消极应

对，二者得分分别为（2.80±0.49）和（1.91±0.51）。

积极应对方式（见表7）中排名第一的是坚持自己的

立场，得分为3.39±0.73，排名第二的是寻求业余爱

表6 工作年限压力分析结果

年龄

25岁以下

26～30岁

31～36岁

36岁以上

F

P

n

45

44

22

19

维度Ⅰ
2.98±0.70

2.72±0.55

2.67±0.55

2.42±0.58

4.261

0.003

维度Ⅱ
3.59±0.69

3.50±0.54

3.16±0.61

3.04±0.55

0.692

0.599

维度Ⅲ
3.15±0.68

3.06±0.73

3.01±0.59

2.98±0.64

1.487

0.002

维度Ⅳ
2.42±0.61

2.32±0.49

2.32±0.49

2.16±0.37

4.136

0.004

维度Ⅴ
1.97±0.72

2.10±0.60

2.31±0.61

1.92±0.61

1.268

0.286

总压力

98.70±18.23

96.53±14.69

95.60±15.50

90.93±12.23

1.469

0.005

学历

中专

大专

本科

F

P

n

6

28

96

维度Ⅰ
2.43±0.94

2.46±0.49

2.91±0.63

6.253

0.001

维度Ⅱ
2.30±0.72

3.55±0.66

3.75±0.57

4.184

0.007

维度Ⅲ
2.78±0.77

2.90±0.60

3.12±0.70

2.116

0.102

维度Ⅳ
1.30±0.38

2.42±0.59

2.77±0.48

10.974

0.021

维度Ⅴ
1.07±0.65

1.78±0.66

2.18±0.61

5.931

0.034

总压力

61.67±7.50

86.53±15.60

98.86±14.30

10.789

0.000

工龄

1～3年

4～6年

7～9年

10年及以上

F

P

n

55

38

18

19

维度Ⅰ
3.00±0.67

2.88±0.64

2.79±0.55

2.56±0.58

3.361

0.021

维度Ⅱ
3.80±0.67

3.72±0.56

3.70±0.66

3.67±0.44

0.760

0.519

维度Ⅲ
3.11±0.68

3.09±0.77

3.02±0.66

2.98±0.60

0.413

0.744

维度Ⅳ
2.81±0.58

2.79±0.51

2.65±0.59

2.47±0.34

4.559

0.005

维度Ⅴ
2.09±0,71

2.02±0.56

2.01±0.64

1.97±0.60

2.094

0.004

总压力

95.5±17.53

94.47±15.22

93.27±17.06

91.21±16.07

2.801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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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得分为（3.21±0.98），排名第三的是借鉴他人处

理类似困难的方法，得分为（3.08±0.80），排名最后

的是尽量克制自己失望情绪，得分为（2.48±

1.01）。消极应对方式（见表8）中排名第一的是自

我安慰，得分为（2.79±0.95），排名第二的是接受现

实，得分为（2.09±0.93），排名第三的是试图休息或

休假，得分为（1.95±0.94），而排名最后的是吸烟喝

酒等，得分为（1.36±0.70）。

3 讨论与分析

3.1 压力源分析

本研究显示，急诊科护士压力源呈多样性，其

中工作时间及工作量分配、所处工作环境及所拥有

资源、护理专业及工作、对病人的护理、管理及人际

关系等五个维度是急诊科护士压力的重要来源，且

其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急诊科患者多为急危重症

患者，病情随时有可能发生恶化，而家属情绪也常

常处于应激状态，所以与普通科室相比，急诊科护

士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因此病区整体环境表现为

乱、杂、忙。急诊科护士承担着大量的护理工作和

事务性工作，护士数量也常处于短缺状态，这些因

素都是急诊科护士压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对护士的

心理健康和工作积极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中急诊科护士压力源因素主要包括年

龄、学历、工作年限等，这些因素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表现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年限的增长，急诊科护

士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面对一些突发状况及

困难能够形成成熟的解决方案，心理承受能力也逐

渐变强，因此能感受到的压力就逐渐减小。

从学历角度来讲，本科学历护士多为年轻护

士，她们临床经验不足，而且还可能学历越高对自

身要求越严格，感觉自己所学理论知识与临床不

符，得不到自我价值的提升，因此本科学历护士所

承受的压力最大。另外本科护士普及也是其中一

个原因。

3.2 应对方式结果分析

本研究显示，急诊科护士在面对压力时主要以

采取积极方式应对为主，由于急诊科年轻护士数量

居多，她们个性鲜明，通常会坚持自己个人立场，为

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其次，她们也会通过追求业

余爱好、借鉴他人解决方法、找他人倾诉等方式释

放压力。消极方面大多数人选择自我安慰的方式

缓解压力，而通过吸烟喝酒的这种伤害自己身体健

康的方式极为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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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简易压力积极应对方式分析结果

项目

1.通过工作学习等应对方式

2.与人交谈等应对方式

3.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等应对方式

4.坚持自己的立场等应对方式

5.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方法等应对方式

6.改变原来的做法等应对方式

7.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的应对方式

8.寻求业余爱好等应对方式

9.尽量克制自己失望等应对方式

排序

10

8

4

1

11

6

3

2

12

得分

2.72±0.81

2.78±0.84

2.97±0.81

3.39±0.73

2.56±0.85

2.83±0.85

3.08±0.80

3.21±0.98

2.48±1.01

表8 简易压力消极应对方式分析结果

项目

1.试图休息或休假等应对方式

2.通过吸烟喝酒等应对方式

3.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等应对方式

4.试图忘记整个事情等应对方式

5.依靠别人解决问题等应对方式

6.接受现实等应对方式

7.幻想可能发生奇迹等应对方式

8.自己安慰自己等应对方式

排序

3

8

6

4

5

2

7

1

得分

1.95±0.94

1.36±0.70

1.78±0.82

1.94±0.83

1.85±0.90

2.09±0.93

1.58±0.76

2.79±0.95

表9 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描述量统计

项目

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n

130

130

130

极小值

1.17

1.00

极大值

3.92

3.50

均值

2.7974

1.9183

标准差

.48988

.51000

·· 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