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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护理人员健康状况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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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护理人员身上的压力也随之增加，但是我国对护理人员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却远
远不够，本文就对护理人员健康造成伤害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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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
却往往忽视了为他们健康服务的护理人员。在每天的护理工
作中，护理人员既要解决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同时
也要协调各种社会和家庭的关系，这些因素使护理工作具有
负荷重、人际关系紧张、压力大等特点。长期从事这种高压
力的护理工作，会对护理人员的生理、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
方面造成严重影响，而护理人员的健康状况与护理质量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此护理人员的健康状况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针对目前护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对
影响护理人员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
探讨和归纳。 

1 健康的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

而是 
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即人的健康同

时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三个方面。护理
人员护理患者，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护理人员也需要护理，
许多护理人员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从生理或心理或社会支持
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护理人员是一个整体，我们应从
生理、心理、社会适应三个方面去研究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从
整体去促进她们的健康。 

2 护理人员健康状况 
2.1 护理人员生理健康状况 
由于医院的工作环境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护士的工作

常暴露于各种职业损伤因素之中，其中最常见、危害最大的
暴露源是艾滋病、乙肝、丙肝。郑爱英等人

[1]
通过问卷调查

315 名在岗护理人员生理健康资料，显示各系统常见慢性疾
病，患病率排序前 3位依次是：消化系统（44.76%）、肌肉骨
骼系统（37.46%）、精神系统疾病（28.89%）。常见慢性病及
影响生理健康问题排序前 3 位依次是：不良妊娠人工流产、
睡眠障碍、慢性胃炎。此调查显示综合医院护理人员的生理
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2 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于彩云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防御式问卷（SDQ），

对护理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在 SCL—90 中护理人员各项
分值均较全国常模组高，尤以躯体化、强迫状态、人际关系
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突出（P<0.01）,而 DSQ各因
子分无显著差异。陈琳等人应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J—74）、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
对 168名综合医院护士进行了评定，发现在 SAS、SDS两项测
试中，焦虑、抑郁均有显著差异（PG<0.05），说明综合医院
护士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情绪不
稳定，易急躁。 

2.3 护理人员社会适应现状 
社会支持是指一种社会关系的提供指家人、朋友、邻居、

同事等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帮助和认可。席波等[2]人通
过研究发现，护士获得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越多，其个人成
就感就越高，倦怠水平就越底。 

3 护理人员健康状况 
3.1 工作环境的不良刺激 
护士经常面对患者的躯体病痛和精神折磨，胡亚英的调

查结果表明，长期处于危重病的包围中，生活不规律、工作
负荷重、病室内空气不新鲜、病室内异味、使护士的家庭生
活和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3.2 社会因素 
在传统观念中，护理人员的劳动成果往往被单纯的看作

是医师劳动成果的附属品而被弱化，因而护理工作的重要性
在我国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3.3 护理人员的职业认同感较差 
护理工作也是属于服务行业中的一种，然而相对于其他

服务行业，护理人员不仅要付出体力、脑力劳动，还要付出
更多的关怀、耐心和爱心，而护理人员的待遇却不尽人意。
曹颖等

[3]
人对 165 名护理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 74.66%的

人员工作满意度在中低等水平，仅有 25.34%的在高水平。在
工作满意度的 9 各方面中，除了“护士对被认知与表扬”和
“成就感”2 个方面的满意度在高水平，在“工资与补贴方
面”等 7 个方面的满意度均在中低水平。可见，大部分护理
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差。 

3.4 护理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我国约有 208 万医生及 129 万护士，比例约为 1.61:1，

可见护士所占比例严重不足。这使得临床护理人员长期处于
一种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严重影响着护理人员的健康。 

3.5 护士的安全得不到保证 
护士在工作中经常被威胁或者辱骂，甚至受到严重程度

不一的人身攻击。国际护理人员协会（ICN）指出，“护理人
员可能受到的暴力比其他行业多三倍，因为更多的暴利是针
对女性的，而作为女性集中的护理行业，每名护理人员在她
的个人生活中更容易受到暴力的威胁”。 

3.6 倒班模式的影响 
倒班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包括很多方面，如睡眠问题、心

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和癌症的风险。 
3.7 人际关系的影响 
第一，医护职责不明确，护理人员除了完成常规治疗护

理工作外，还要负担各种杂务，这种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往往
使医护之间冲突增加；第二，随着病人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
和社会对医院要求的提高，医疗纠纷时有发生，护理人员作
为面对病人和家属最直接的群体，要承受各种压力；第三，
护理人员在家庭中扮演着母亲或妻子等的角色，家庭成员的
不理解、不支持社会给护理人员带来更多的压力。 

4 小结 
许多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护理人员因负荷重、责任大、

轮班等等多种因素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健康状况因
此受到一定的影响，并明显低于一般人群。因此，为了给病
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护理人员的健康问题尤为重要。一
旦护理人员出现了健康问题，除了不能胜任每日繁重的工作
任务，还容易因为注意力无法集中，反应迟缓等导致行为上
出现失误，甚至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因此，关心和促进护
理人员的健康状况，对于提高护理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把护理人员当做一个整体，从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去
关心并促进她们的健康，已成为护理工作必须面对的重要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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