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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医疗团队中至关重要的一员，护士在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压力。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医疗理念

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随着医疗环境的变化和工作要求的增加，护士的心理压力也日益凸显。

护士面临各方面的心理压力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将会影响到护士个人身心健康，一定程度上造成护理工作开展不利。因此，

对护理心理压力源进行分析，并提出干预方法是必要的。本文将介绍护士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并探讨一些干预方法，以

帮助护士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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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随着对护士心理压力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对其进

行干预也得到了重视。护士心理压力源是指导致护士在工

作中感到心理压力的各种因素或来源 [1]。这些因素可能来

自于工作本身、工作环境、病人和社会等方面。通过分析

护士心理压力源，能够了解护士各方面的压力因素，以便

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方法，减轻和管理护士的心理压力、

减少心理压力的产生和发展。下面对将对护士心理压力源

及其干预方法的研究进展的进行叙述。

1 1 护士心理压力源护士心理压力源

1.1 工作负荷过大

随着医疗需求的增加，护理人员需要照顾的患者数量

也相应增加。患者数量的增多会导致护理工作量增大，进

而使护理人员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护理工作本身具有较

高的强度和压力，如需要处理大量的医嘱、执行各种治疗

措施、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等。这些任务需要护理人员保

持高度的专注和责任感，从而增加了工作压力。此外，唐

雯琦 [2] 等提出护理人员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还需要进

行病情观察、健康宣教、心理疏导等工作，这些任务需要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强度。并且，邱

意浓 [3] 等研究提出护理工作中常常会遇到紧急情况，如患

者突发病情变化、急救措施需要及时跟进等。这些紧急情

况需要护理人员迅速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限制，护理

人员往往无法及时处理所有的紧急情况，这会给他们带来

巨大的心理压力。

1.2 护患关系处理

护理中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护患关系及医护关系。张

宝龙 [4] 等研究中提到，由于护士面对的是饱受疾病折磨、

心理状态不同、层次不同的病人，护士必须应对病人的愤怒、

恐惧和悲伤等情绪变化，而护士由于职业的需要，只有全

身心地投入，以维护良好的护患关系，这无疑会增加护士

的工作压力。护士在工作中需要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频繁

的交流和互动。由于患者和家属的情绪和态度各异，护士

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处理护患关系。一旦出现沟

通不畅或冲突，护士可能面临投诉和纠纷，进而对其心理

状态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如果护士在工作中出现差错事故，

会威胁到病人的身心健康，护士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种风险性给护士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由于护理工作需

要面对患者的生死存亡和病痛折磨，这会对护理人员的心

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1.3 职业发展压力

在医疗行业中，护士的职业晋升路径相对有限。晋升

到高级职位，如护士长或护理主管，通常需要具备丰富的

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同时还需要通过相应的考试和评估。

这种晋升困难可能给护士带来职业发展的压力。闵敏等 [5]

研究提到某些医疗机构可能存在职业发展机会有限的情况，

护士可能感到缺乏成长和提升的机会。缺乏职业发展机会

可能导致护士感到不满和压力。护士的职业发展也需要丰

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的积累。同时，社会对护士的期

望和要求也可能增加护士的心理压力。虽然护理人员的社

会地位在逐渐提升，但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护士只是打针输

液的，处于医院的最低端，是医生的附属品。这些误解和

偏见可能会对护士的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

1.4 倒班制生活规律扰乱

护士的工作时间经常变化，包括日班、中班、夜班，

这使得他们的生物钟容易被打乱，影响睡眠质量和日常生

活节奏。夜班通常是在晚上或凌晨，护士需要保持高度警

觉和精力集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这种工作压

力和睡眠不足可能导致护士身心疲惫，影响其工作效率和

健康状况。柏雅瑾等 [6] 研究指出，由于倒班制的工作性质，

护士无法保证规律的休息时间。这使得他们无法合理安排

自己的时间，可能导致生活规律紊乱，影响身心健康。其

工作时间也不固定，护士可能无法与朋友和家人保持正常

的社交联系。这可能导致社交孤独感和心理压力增加。

1.5 工作环境

曾丽等 [7] 研究中提到，护士在工作中可能会接触到许

多有毒的致病因子，如细菌和病毒、核放射的威胁、拥挤

的工作空间以及令人不愉快的气味等。护士工作需要与医

生、其他护士和医疗团队成员紧密合作。良好的人际关系

和团队合作是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但也可能存

在人际冲突、沟通困难等问题，给护士带来工作环境压力。

2 2 护士心理压力干预方法护士心理压力干预方法

2.1 建立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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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可以帮助护士减轻心理压力。医

院可以建立心理咨询室，为护士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服务；

同时，鼓励护士与同事之间建立积极的合作和支持关系。

可以通过定期举行团队会议、分享经验和困惑、互相支持

和鼓励等方式来增进同事之间的联系和支持。鼓励同事之

间进行交流和支持，共同应对工作压力。此外，医院还可

以组织定期的团队活动，加强团队凝聚力和合作精神。面

对新入职的护士，可以提供导师制度，由有经验的护士担

任导师，帮助新人适应工作环境，解答问题，提供指导和

支持。

2.2 提升应对策略

提高护士的应对能力可以有效减轻其心理压力。医院

可以提供相关的培训课程和讲座，帮助护士掌握应对压力

的技巧和方法；同时，鼓励护士学会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

提高工作效率，以减轻工作负担。此外，引导护士保持积

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困难时能够灵活应对。

2.3 增强心理素质

加强心理素质的培养可以提高护士应对压力的能力。

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帮助护士了解心理压力的

来源和应对策略。培训内容可以包括压力管理、情绪调节、

自我关怀等方面，以提高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帮助护士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心态；同时，鼓励护士积极参与自我

调节和放松活动，如瑜伽、冥想等，以缓解身心压力。此外，

加强护士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从而更好地

适应工作环境和应对工作压力。同时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

和支持服务，为护士提供机会倾诉和寻求帮助。可以设立

专门的心理健康咨询热线或安排心理咨询师定期到医院提

供咨询服务。

2.4 合理排班制度

实施合理的排班制度可以减轻护士的工作负担和心理

压力。医院可以根据工作量和科室特点制定合理的排班计

划，确保护士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同时，引

入轮岗制度，避免单一岗位带来的疲劳和压力。此外，提

供弹性的工作时间和假期安排，让护士有更多的自主权和

控制权。通过合理安排护士的工作任务和时间，降低他们

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例如，采用轮班制、定期休

息等措施来保证护士的身心健康。

2.5 提供职业发展支持

医院和管理者可以提供职业发展支持，包括培训机会、

晋升机会、学习资源等，帮助护士规划和实现职业目标，

增强职业满意度和发展动力。医院可以定期为护士提供培

训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这

有助于增强护士的自信心和工作安全感。

2.6 定期评估和反馈

定期评估护士的工作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及时提供

反馈和支持。通过定期沟通和评估，可以及早发现护士的

心理压力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3 3 结论结论

综上所述，护理压力中工作负荷过大的原因主要包括

患者数量多、工作强度大、紧急情况多、心理压力大、职

业暴露风险高以及缺乏支持与沟通等。为了缓解护理人员

的压力和提高工作效率，医院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合理

分配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培训和资源支持、建立良好的

沟通机制等。同时，护理人员自身也需要积极寻求应对压

力的方法和策略，以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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