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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突发事件对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现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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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突发事件对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状况，从而制定相应对策，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方法：以 300 名护理人员作
为研究对象，群体年龄分布为 18- 45 周岁，采用网上问卷调查方式进行调查、测试。调查内容包括：专业技能、文化程度、心
理素质的相关性。结果：此次调查以打分形式显示，每项分值为 0- 4 分，调查结果表明，专业技能、文化程度、心理素质的分
值为（2.7± 0.5）分、（2.0± 0.4）分、（2.8± 0.7）分、（2.5± 0.5）分；因在工作强度、心理素质、文化程度专业技能、护
理年龄上存在差异，其护理人员的压力程度十分显著。结论：护理人员受专业技能、文化程度、心理素质等因素，其工作压力
明显增大，应合理分配资源，调整相关管理制度、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减轻护理人员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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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历了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例如：2003

年“非典”，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这些突发事件的发生，不
仅给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而且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了很

大的威胁，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加强应急管理的重要性
[1-2]。因此，如何提升医疗队伍中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已显
得尤为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 2020 年 2-3 月，我市 2所具有代表性的综

合医院 300 名在职、注册的女性护理人员。 
1.2 调查方法 
根据国内常用护士压力源量表进行网上问卷调查，调查

项目分为以下 5 项，即：专业技能、护理年龄、文化程度、
心理素质、工作强度，各项分值均以 0-4 分计量，分值越大
则表明压力越大。网络问卷均由被调查者填写，问卷调查共

计 300 人，有效填写 300 份，回收率 100%。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处理，数据资料采用 sx  和

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调查结果分析 
维度 分值范围 均数±标准差 得分率（%） 

专业技能 0-4 2.7±0.5 67.50 

护理年龄 0-4 2.2±0.4 55.00 

文化程度 0-4 2.0±0.4 50.00 

心理素质 0-4 2.8±0.7 70.00 

工作强度 0-4 2.5±0.5 62.50 

专业技能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特殊性，护理人员常常需要高度集中

精神处理比较复杂的事物，确保受伤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得到

救助，在此情况下，要求护理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进
而导致工作压力增大。 

表 2 专业技能因素对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分析（n=300） 
项目 分组 人数 统计值 P 值 

专业技能 

学习相关技能培训 

未学习培训 

掌握部分相关专业技能 

207 

75 

18 

F=3.960 0.138

调查结果显示，34%受过救援实践或模拟救援的护理人员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合理的做出预案；未参与模拟救援培

训的护理人员占调查人数的 55%，其在面对应急事件时，展
现出恐慌、不知所措等现象；剩余 11%的护理人员，因掌握
部分相关专业技能的培训，在模拟突发事件救援时，能熟知

一些救援管理能力，但在独立处理事物时，不能够很好的完
成救援。因此，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有利于减轻护理人员

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工作压力。 
2.3 文化程度 
在文化层次方面上可以看出，中专学历人数所占总调查

的 9.3%，大专学历所占 86.7%，本科学历约为 3.6%，硕士及
以上学历约 0.3%，几乎处于空缺。由此表明，护士的学历教

育普遍较低，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认知和理解程度不足，因此
有必要对护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提高文化程度，不断更新
护理人员的知识结构，掌握医疗动态，进而提高医疗素质。 

表 3 文化程度对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分析（n=300） 
项目 分组 人数 统计值 P 值 

文化程度 

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28 

260 

11 

1 

F=3.960 0.138 

2.4 心理素质 
由表 4 可以看出：参与此次调查的护理人员中能在现场

救援中提供系统评估能力只占 1.33%，在突发事件状态下能

独立实施护理管理的人员占 31.67%，能独立完成照顾受伤病
人的护理人员占 12.33%，而 64.67%的护理人员在面对突发状
况时，不能很好的做出决策，缺乏处理事务的能力。表明绝

大部分护理人员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导致在判断上欠缺科
学的思维方式，限制发挥自我内在的能力。 

表 4 心理素质对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分析（n=300） 
项目 分组 人数 统计值 P 值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强 

心理素质较强

心理素质较差

心理素质差 

4 

95 

164 

37 

F=3.960 0.138 

因此，作为医护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稳定的心理素质，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才能妥善处理，是确保实施高质量的
危机救援，保持自我认知，客观、冷静处理问题的重要保障。 

3 小结 

突发公共事件不可预测，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为确
保紧急预案顺利施行，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只有通过模拟各
种突发状况进行大量演练，逐渐提高心理适应能力，培养护

理人员的洞察力、果断准确的应急处理能力和娴熟的急救技
能，进而有效加强护理人员应急救援处置的综合能力，提高
应急救援队伍水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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