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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我国近 10年护士职业倦怠干预性的研究的现状，归纳总结研究规律，探索研究热点，为

进一步开展该类型的护理研究提供参考。方法：应用文献计量学法回顾 2009 年—2018 年公开发表护士职业倦怠干预性研究的

文献。结果：通过检索策略和纳入、排出标准共纳入相关文献 88 篇，通过年度变化、期刊特征、地区分布、被引频次、机构

分布、基金资助和研究热点几个方面分析这 88篇文献。结论：近 10年我国护士职业倦怠干预性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总

体发文量较少。应加大研究力度，扩大开展范围，提高基金项目资助率，提升整体研究质量，跨学科开展有效措施降低职业倦

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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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是指长期从事高负荷的工作而未达到预期目

标，不能有效应对工作及人际应急源而产生的消极职业态度
［１］。Gascon 等的研究表明，护理是全球特别容易出现倦怠综

合症的人类服务行业之一[2]。职业倦怠不仅使护士心身疲惫，

自我效能降低，也降低其工作满意度，增加护士离职率，影

响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3]。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

注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策略。[4] 但是

改善护士职业倦怠的干预性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较少，因此，

如何降低护士职业倦怠是目前人文护理待研究的热点与方

向。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分析我国护士近十年职业倦怠干预的

研究进展，为进一步改善职业倦怠的护理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在同方知网数据库( CNKI)、维普(VIP)、 万方数据库

(Wanfang Data) 中检索 2009 年—2018 年收录的我国护士职

业倦怠干预的相关研究。以“护士”、“职业倦怠”“工作倦怠”

为检索词，以“题名”、“摘要”、“关键词” 等为检索项，将

自由词和主题词相结合进行搜索。纳入标准:研究内容涉及护

士职业倦怠干预的所有文献，文中必须采用具体的干预方法

或措施，干预群体为护士。排除标准:数据库间的重复文献，

期刊论文与会议或学位论文重复发表的文献，会议通知、评

述类以及未正式公开发表的文献等。检索范围 2009 年 10 月

20 日—2018 年 10 月 20 日，共检索出 1070 篇，按照文献纳

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 88 篇文献。 

1.2 研究方法 

由研究者采用文献计量学法对纳入的 88 篇文献逐一阅

览，将获得的文献题录信息包括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

摘要、基金、刊名、发表年份、地区、被引频次、干预方法、

结论等内容转录到 Excel2010 表格中,对检索结果进行文献

计量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总体情况 

2.2 年度变化 

对论文发表年代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时间概念上了解该

研究的发展历程[5]。图１可见我国近 10 年对护士职业倦怠干

预性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发文量较少，总

发文量 88 篇，年平均发文量 8.8 篇， 其中 2013 年发文量明

显上升。说明对护士职业倦怠的关注越来越多，并逐渐在采

取干预措施。 

 

2.2 期刊特征 

期刊分布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的研究水平

和发展速度，对文献数量变化进行分析，可以从侧面反映出

研究被关注的程度和变化趋势[6]。纳入的 88 篇文献均为期刊

类文献，其中 41 篇公开发表在护理类期刊上，占 46.59%，

47篇发表在非护理类期刊上。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期刊是《护

理研究》，2009 年—2018 年发文量为 7 篇，其他收录该类文

献较多的期刊依次为护理实践与研究、齐鲁护理杂志、全科

护理、当代护士与实用临床护理学杂志见表１: 

表１2009-2018 年刊载护士职业倦怠 

干预型文献的期刊排名（n=88） 

排名 杂志名称 收录文献量 

1 护理研究 7 

2 护理实践与研究 6 

3 齐鲁护理杂志 5 

4 全科护理 4 

5 当代护士 3 

 实用临床护理学杂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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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区分布 

地区分布可以反映出我国各地区对护士职业倦怠干预研

究的总体分布情况，发现地区间发展差异。以第一作者所在

单位地址为准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从统计数据来看，各地差

异较大，文献涉及 2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浙江省为我国

护士职业倦怠干预研究的主要地区，10 年间总发总量为 15

篇，占总发文量的 17.05％。其次依次为广东省（13.64%）、

山东省（10.23%）。见表２。 

表２ 文献研究地区分布（ｎ＝88） 

地区 篇数 比例(%) 

浙江省 15 17.05 

广东省 12 13.64 

山东省 9 10.23 

山东省 8 9.10 

四川省 5 5.68 

上海市 4 4.54 

湖北省 4 4.54 

其他 32 36.36 

2.4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分布 88 篇文献中，被引文献共 46 篇，被引用

率为 52.27％，总被引频次为 333 次，单篇最高被引频次为

62 次，总被引频次在 10 次以上的文献共 8 篇。见表３，可

见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大多来源质量较高的期刊。 

 

表 3 被引频次 10 次以上的文献（n=8） 

作者 文献 刊名 被引频次 

骆宏等 单次聚焦解决模式自我干预对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 中华护理杂志 62 

邵芳等 基于行动研究的护士职业倦怠干预实践 中华护理杂志 36 

谢晓梅等 共情培养对改善急诊护士职业倦怠及护患关系的研究 职业与健康 28 

邵翠萍等 激励化管理应对精神科护士职业倦怠的研究 护理与康复 20 

江萍等 提高护士自我效能感对降低职业倦怠的效果分析 中国医学创新 20 

张晓燕等 团体正念疗法对护士睡眠质量及工作倦怠的影响 护士进修杂志 19 

郑蓉等 激励化管理对心内科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 护理研究 14 

张丽华等 正念减压干预对急诊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 护理研究 11 

 

2.5 机构分布 

机构分布可以反映出一个学术机构的实力和科研特色，

对了解文献机构分布情况及对揭示机构科研水平、加强科研

管理具有一定的意义[7]。统计发现：统计结果显示，研究成

果主要分布于社区医院在内的各医院，研究人员主要是医院

护士。医疗机构发文量共 81 篇，占总发文数 92.05%，而院

校合作发文量 6篇，学校独立发文仅 1篇。 

2.6 基金资助 

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代表了学科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

度，基金论文是反映学科学术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情况/

基金论文代表着一个研究领域的新动向、新趋势，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它的科研创新和学科前沿动态[8]。纳入的 88 篇文

献中，基金项目支撑的共 23 篇，占比 26.14%。其中省级 11

项，市级 10 项，院级 1项，校级 1项。这显示出我国目前基

金资助论文比例较低，基金来源有限，基本来源于省、市、

县、院级小额基金。 

2.7 研究热点 

关键词在一篇文献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大，但却是文献的

核心与精髓，是对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9]。 根据关键

词统计，本研究梳理了近 1０年来关于护士职业倦怠采取干

预措施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7.1 团体干预 

有 8 篇文献中运用团体干预措施对不同科室护士进行干

预，干预手段包括团体正念疗法[10]，团体沙盘[11]，团体心理

辅导[12]/教育[13]，团体表达性艺术治疗[14]等，且都具有一定效

果，减少团队中、重度职业倦怠感的人数，可以有效降低个

人情感耗竭感及工作冷漠感，降低职业倦怠感，从而提高医

疗护理质量、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2.7.2 人性化管理 

5 篇文献中关键词出现“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管理则是

建立在人文关怀理念基础上的一种管理模式[14]，5 项研究都

表明对护理人员采用人性化管理能够有效缓解其职业倦怠，

提高其工作质量。 

2.7.3 激励化管理 

激励化管理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

激励课题相 互作用的方式[15],共 5 篇文献出现该干预方法，

研究表明激励化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护士职业倦怠感，

提高其生活质量 

2.7.4 排班模式 

纳入的88篇干预性研究中共4篇涉及排班模式的改变对

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这几篇文献结论得出改革传统排班，

减少夜班数，遵循护士意愿，证明了新的人性化排班模式能

够在满足优质化护理的前提下，减少护士职业倦怠，从而为

提高护理质量、降低护理安全隐患创造了条件[16]。 

2.7.5 其他干预手段 

在纳入的 88 篇文献中，共涉及 43 种干预方法或手段，除

了上述较多见的干预方法，还有共情培训[17]，员工援助计划[18]，

品管圈[19]，音乐疗法[20]，单次聚焦模式[21-22]，“鲶鱼”效应管理[23]

等多种干预手段，在降低干预对象的职业倦怠感方面皆有成效。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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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国护士职业倦怠相关研究的研究成果较丰，针对

护士职业倦怠干预的研究很少，需进一步提升。 

在检索与统计文献中关于我国护士职业倦怠的研究中，

以调查性研究和相关性研究居多，干预性研究起步迟，有待

发展。发现主要体现在 10 年间发文量教少，总发文量 88 篇，

年平均发文量 8.8 篇，总被引次数 333 次，被引用 10 次及以

上的文献仅有 8 篇，被引频次不高说明针对如何降低护士职

业倦怠的相关研究的质量总体水平不高，研究者对文献的相

互借鉴和引用程度较低。在期刊分布方面，纳入 88 篇文献中，

仅 47 篇公开发表在护理类期刊中，不足 50%。发表在中文核

心期刊《中华护理杂志》中仅 2 篇，说明发文质量不高。另

外，该类型研究开展范围不广泛，共涉及 24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且集中在发达地区，浙江省、广东省为我国护士职

业倦怠干预研究的主要地区。对护理研究的基金支持力度不

足，有基金资助的科研成果只有 23 篇，仅占总数的 26.14%

且基本来源于省、市、院、校级小额基金反映出我国现有的

干预护士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水平较低。 

3.2 把握研究热点、重视职业倦怠干预，加强团队合作，

提升研究水平 

护士作为医疗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面对高强度、

长时间的工作负荷，压力往往过大，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

护士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24]。因此探索实用有效的干

预措施是当前所急需解决的问题[25]。对护士职业倦怠干预研

究中，主要包括个人层面、组织层面、综合干预，个人层面

有共情培养、情绪疗法 、正念减压法等，组织层面有改变传

统排班模式，员工援助计划等，综合干预包括压力管理培训，

社会支持等。职业倦怠从根本层面属于心理学方面的问题，

国内研究大多还是从组织与管理层面干预护士职业倦怠，缺

少从心理学层面出发，改变职业认知，从而减轻职业倦怠感，

在后续研究中可考虑与心理学科跨学科合作，借鉴国外先进

经验，结合我国综合现状及文化背景，以提高类风湿关节炎

病人自我效能感、改善生活质量为目的开展更深入的护理研

究，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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