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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开创及持续改进建立了一个良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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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源即应激源，是某种事物或环境引发人体生理或心理 

的一系列紧张状态。长期处于高水平应激状态，易引发职业倦 

怠感、心身耗竭综合征等，影响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质量。社 

会支持指社会各方面给予个体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反映一 

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对应激起缓冲作用的同时， 

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调查 

护士工作压力源，探讨护士工作压力源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为护 

士提高自身的应对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1 对 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择我院 283名护士进行调 

查。年龄 2O岁～4O岁 ；护龄 1年～2O年；职称：护士 196名，护 

师 78名，主管护师 9名；学历：专科 127，本科 156名；未婚 192 

名，已婚 91名；内科 53名，外科 181名 ，急诊室 49名。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护龄、 

学历、职称、科室、婚姻状态、有无子女需要照顾等。②护士工作 

压力源量表(CNSS)_1]：该量表由李小妹参照国外的护士工作压 

力源量表 ，根据中国的国情设计而成的。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 

效度 ，信度系数为 0．98。问卷由 5个维度 35个条 目组成，分为 

护理专业及工作方面的问题、工作量及时间分配方面的问题、工 

作环境与资源方面的问题、病人护理方面的问题、管理及人际关 

系方面的问题。采用 1分～4分评分法，分数越高表示压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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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③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_2]：该量表得到广泛的应用，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信度系数为 0．92。问卷由 3个维度 1O 

个条 目组成，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共发 

放问卷 297份 ，回收有效问卷 283份。 

l_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护士工作压力源得分前 1O位的条 目(见表 1) 

表 1 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中得分前 1O位的条目 

2．2 不同人 口社会学特征护士工作压力源得分比较(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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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2O岁 ～ 109 14．201士4．626 10．560土4．204 3．834±2．455 18．927土6．922 10．11O±5．974 

25岁 ～ u6 16．474土4．796 12．699±4．482 4．517±2．799 20．422土6．660 l1．491±6．991 

30岁 ～4O岁 58 14．138±4．989 12．793士4．376 4．759士2．987 2O．844±6．357 10．982土5．762 

F值 7．917 8．330 2．803 2．074 1．335 

P < O．05 <O．05 >0．05 > 0．05 > 0．05 

护龄 1年～ 106 13．660±4．508 10．434士4．195 3．594土2．502 18．651±6．975 9．500±5．650 

3年～ 132 16．576±4．803 12．590±4．565 4．720土2．758 20．614±6．674 12．136士7．266 

1O年～2O年 45 14．289土4．869 13．289±3．906 4．756±2．870 20．956±5．920 10．289士4．192 

F值 12．119 10．072 5．927 3．167 5．394 

P <O．05 <O．05 < O．05 < 0．05 <0．05 

职称 护士 196 15．214土4．852 l1．520士4．585 4．102±2．668 19．622±7．003 10．913士6．784 

护师 78 15．243±4．740 12．821±4．220 4．743±2．835 20．718±5．873 10．821士5．633 

主管护师 9 12．000±6．364 12．000±2．784 4．889±2．934 19．889±7．769 9．889士2．522 

F值 1．9O8 2．389 1．763 0．738 0．112 

P > 0．05 > 0．05 > O．05 >0．05 > 0．05 

学历 专科 127 14．945±5．075 11．504±4．656 4．236土2．807 19．598士7．451 10．732士6．924 

本科 156 15．263±4．741 12．212±4．296 4．359±2．674 20．205±6．089 10．955±5．920 

F值 0．296 l_761 0．141 0．568 0．085 

P > O．05 >O．05 >0．05 > O．05 > 0．05 

婚姻 已婚 91 14．758±4．691 12．396士4．279 4．879±2．851 20．429土6．353 10．813±5．381 

未婚 192 15．292土4．980 11．656±4．545 4．031±2．635 19．698±6．903 10．875士6．815 

F值 0．735 1．696 6．062 0．727 0．006 

P > 0．05 >0．05 <0．05 > 0．05 > 0．05 

有无子女需要照顾 无 217 15．359士4．927 11．696土4．501 4．171±2．776 19．834土6．848 10．968±6．711 

有 66 14．333±4．705 12．546±4．322 4．742土2．544 20．258士6．362 10．485±5．172 

F值 2．241 1．836 2．231 0．200 0．289 

P >O．05 > 0．05 > 0．05 > 0．05 > 0．05 

ICU工作经历 没有 ¨O 14．073±4．641 10．391±4．513 3．763士2．699 18．064士6．795 8．481±5．370 

曾有 78 14．128士5．263 12．141±4．5O9 4．154±2．619 19．167±6．433 10．897士5．288 

正在 工作 95 17．147土4．212 13．432士3．8O8 4．304±2．730 22．726±5．994 13．568士7．191 

F值 13．386 12．993 6．054 14．143 18．18O 

P < O．05 < O．05 < O．05 < O．05 < O．05 

科室 内科 53 13．717±5．085 11．679士4．O51 6．076±3．044 20．302±6．372 10．321土5．229 

外科 181 15．343±4．861 12．127±4．694 3．624士2．452 19．851士6．875 l1．276±6．942 

急诊科 49 15．816±4．567 11．265士4．020 4．898±2．374 19．837±6．675 9．878±5．179 

F值 2．908 0．792 20．392 0．098 1．157 

P < O．05 > 0．05 < O．05 > 0．05 > 0．05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 

一 0．218t) 

一 0．0081) 

一 O．116 

—

0．107 

— 0．121 ) 

一 O．101 

0．O11 

0．049 

0．017 

0．143 ) 

0．1541) 

0．095 

0．211 ) 

0．2761) 

0．141 ) 

1)P< 0．05 

3 讨论 

工作压力是指工作环境的要求与人的反应能力之间的不平 

衡知觉l1]。护士所面临的工作压力较多，国内外学者对职业压 

力对护士健康的影响已进行 了大量研究 ]。慢性工作压力导致 

工作倦怠感产生，而护理工作人员则是工作倦怠感的易发人群， 

会导致护士发生各种身心疾病l_4]，如工作时情绪低落、主观能动 

性差，进而表现出工作效率低下，对病人冷漠不关心、对未来不 

抱希望，工作无成就感等消极的态度和行为。社会支持作为一 

种主要的弹性资源，不仅与护士一般自我效能感有关，而后者则 

是个体应对压力的有效保护因素，从而对个体维持心理健康起 

到积极作用，还可以作为应对应激等生活事件因素的外部保护 

资源来维持个体心理健康[5]。在个体面对各种压力时起到一般 

性或特异性的缓冲作用，保护个体免遭压力的破坏。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护龄、科室、婚姻状态以及是否在 

ICU工作对护士工作压力得分有影响，这可能与职称竞争、工作 

经验、业务学习能力、技术操作水平、工作量大小、不同工作环 

境、家庭给予的理解关爱等有关。另外，护士感受到的压力位于 

前 3位的依次为经常倒班、工资及其他的福利待遇低、工作量太 

大。研究显示，我国护士最主要的压力源是护理工作方面的问 

题 ，如工作量太大、晋升机会少、工资水平低等_6 ]。本研究显 

示 ，护士工作压力源中除了工作环境及资源方面的问题外，其余 

各维度均与社会支持尤其是主客观支持有关，这可能说明社会 

支持在个体面对压力时对其严重性的感受或个体体验压力对其 

带来的不良影响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 ，为护士构建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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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住院病人的病情较重，有相当多的病人存在意识 复发的几率，从而减少其他卫生资源的浪费_1]。 

障碍，疾病致畸、致残率非常高，严重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给 1 对象与方法 

社会和家庭也带来沉重的负担。神经内科 由于疾病的特殊性， 1．1 对象 选择 2013年 6月～2O13年 12月我院神经内科的 

病人的照顾者除了医生、护士、康复师、理疗师等专业性照顾者， 住院病人家属 387人。根据统计方法的要求，样本量应是 自变 

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家属等非专业性照顾 量个数的 5倍～1O倍，本研究调查问卷共 56个条目，样本量应 

者，家属的照顾使得病人亲情需要得到满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为 280 560。纳入标准：意识清楚、沟通无障碍、愿意参加本调 

用。研究发现，对家庭照顾者提供一些必要的指导措施有利于 查。照顾者一般资料见表 1。 

减少照顾者负担，增强其胜任力和满意度，减少病人病情加重或 

表 1 照顾者一般资料( 一387) 

项 目 人数 构 比 项 目 人数 构 比 

性别 男 150 38．76 职业 在职 283 73．13 

女 237 61．24 退休 104 26．87 

年龄 18岁～ 75 19．38 月收入 <1 000元 50 12．92 

31岁～ 192 49．61 1 000元～ 103 26．61 

>50岁 120 31．01 >2 000元 234 60．47 

与病人关系 父母 77 19．90 学历 小学及以下 79 2O．41 

配偶 104 26．87 中学 173 44．71 

子女 124 32．O3 专科 86 22．22 

兄弟姐妹 65 16．80 本科及以上 49 12．66 

其他 17 4．4O 婚姻状况 未婚 46 11．89 

是否患病 否 306 79．07 已婚 312 80．62 

是 81 2O．93 其他 29 7．49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谢佳 修订的我国住院病人主 

要家庭照顾者现状的测评工具，包括 4个维度 56个条 目，分别 

为 社会生活状况、情绪状况、照顾者与病人关系和照顾者表现。 

庭和医院为核心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减轻护士职业压力感受具有 

积极作用，除了来自家庭、管理者、同事、朋友等的精神和物质上 

的支持外 ，护士尚需提高 自己的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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