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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心理压力分析及减压措施 

刘青青  杜莉娜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目的：分析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心理压力源以及它的影响因素，寻找改善 重症室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的方法。方法：利
用抽样调查的途径，针对 100 名监护室护理员进行访问调查。结果：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源主要来自于：工作环境、重症监
护人员的情况、工作负担重，待遇差，地位低等等。结论：影响重症监护室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压力大，希望
管理者针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而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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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医学研究活动所选择的对象为我院 2013 年 01 月份

至 2014 年 01 月份期间，在本院及其他医院进行重症监护室
护理人员心理压力的调查，以其原始调查资料为本次分析的
基础依据。利用分析法针对 100 名监护室护理员进行访问调
查并分析减压措施。 

1.2 一般方法 
利用抽样调查的途径，针对 100 名监护室护理员进行访

问调查。 
2 调查内容 
2.1 护理人员工作环境的特殊而导致的压力源 
2.2 来自周边环境的压力 
3 调查结果及探讨 
3.1 护理人员工作模式 
护理人员工作模式的变更，他们的工作模式变为单对单

的模式，也就是增加了服务的责任性和整体性。经调查显示
这种护理人员的工作模式是体现人性化先进服务模式的代表，
国内的这种单对单服务指的是，患者住院期间的一切需要都
由一名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全权负责，护理人员会用充沛的
精力和充足的时间去照顾观察患者，包括平常的心理护理、
生活照顾、健康教育等等，同时也会与患者家属保持一定的
联系，在疾病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那些慢性疾病、危重病，
对医学不了解的患者自然也接受不了疾病，家属的不支持，
就会觉得护理人员不称职，严重的对护理人员进行人格侮辱、
威胁等等。种种因素都成为压力源，使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
不断增加，尤其是心理准备不充足的年轻护理员，更觉得不
好适应。 

3.2 劳动力度 
劳动力度大，调查结果表明近 80%的护理人员觉得工作

量大，护理人员不但要记录对患者的日常护理工作，而且还
要维护病房的环境良好，对病房进行及时的打扫并做好对病
人的心里安抚，最为关键的是掌握患者的病况，及时把相关
问题反映给医生，并告知家属。患者病况变化迅速，急诊患
者络绎不绝，突发状况时有发生，以至于护理人员加班加点，
亚力山大。 

3.3 工作风险 
工作风险大高。现如今，几乎每一个来医院会诊的患者

对护理服务不论在态度还是质量方面都要求甚高，所以护理
人员经常会为不小心说错话引起矛盾而担心，还会担心在护
理的过程中，用药或者其他方面出现差错而使患者病情恶化
或延误，所造成医疗事故，因此护理人员一直处于心思缜密
状态。因为上述情况以致于使护理人员经常受委屈，把自己
的情感压抑，在精神上做出妥协，因大多说护理人员未接受
过正规的心理健康只是的训练。所以很容易使心里受损产生
焦虑、自闭等等情绪。 

3.4 来自周边环境的压力 
现如今医学方面的一大难题是血源性、传播性疾病所引

起的感染。尤其是病毒性血源性的感染，因护理人员的工作
是避免不了与患者的血液等接触，而感染的主要途径是护理
人员在工作时不慎被枕头刺伤或是对一些不确定的感染急诊
患者的接触等都会对护理人员造成身心健康的威胁。 

3.4.1 来自外周围的压力 
护理人员希望自己是人民心中的“白衣天使”，但护理

人员在外界中却被认为是高薪聘请的“全能保姆”。社会档
次低，升职及深造的机会甚少，外国护理专家觉得要提高一
个护理人员对工作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物质与精神的奖励起着
不可比拟的作用。护理人员大多数都是中专出身，虽然通过
自学达到了大专的水平或少数人达到了本科的水平，但付出
并没有得到肯定，这不得不让护理人员产生失望、自卑等心
理。而这种不良情绪对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直接产生影响。 

3.4.2 来自自身的压力 
护理人员的工作特殊，所以经常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

精神紧张的状态，而且生活时间不固定，周夜班频倒造成生
物钟凌乱。因与生物钟相关联的的激素分泌需要相对的时间
才能复原，所以造成体力不足，睡眠质量严重下降等情况。
这种情况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而越发地频繁，生活规律不
稳定造成的用餐时间不确定，消化酶规律遭到破坏，而使食
欲下降，随着肠胃病等症状的频繁出现，也在成了容貌的不
良变化，又因为女性特有的经期和对她的孩子家庭的照顾，
使得护理人员超负荷生活，很容易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伤害。 

3.5 采取措施 
医学领域相关人员应对现社会的实况进行合理的人力资

源调配，对护理人员的人数做出适当的调整，以减轻他们工
作力度的压力，合理地安排工作时间，使护理人员得到充分
的休息以便于更好地服务患者。医学领域相关人员应实施相
应的政策 以调动护理人员的情绪高涨，合理地调整护理人员
的工作量与作息时间，以创造愉快、和谐的工作氛围，从而
使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得到减轻，使得其心理得到健康的发
展。 

医院应定期对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知识进行训练，让他
们学会应对压力的方法，与此同时也要对他们的职业道德进
行良好的培养，用实际行动获取人们的认同与尊重。 

护理相关人员也要积极地为护理人员争取学习的机会，
让护理人员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健康代言与教育的美好形象。
医学领域利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创造有关的职业教育
等项目，吸收其他先进的相关技术与管理标准，争取让他们
的职业教育知识处于不断升级状态，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 
对操作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严格遵守，仔细认真对待各种制度，
时刻掌握患者的病况 并能针对病况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如
此一来不但能避免不必要的医疗事故的发生，而且能利用法
律保护切身的利益。 

总结  综上所得，护理人员这类工作是在现如今社会发
展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护理人员工作的压力大，
其生活规律及身心健康不可省略，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光
影响自身的健康，还严重影响着神圣的护理工作的性质。为
他们创造合理作息时间，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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