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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工作压力的分析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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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急诊科是医院抢救患者生命的最前线，是急、危、重症患者最集中、病种最多、抢救和管理任务最重的科室，同时也是容

易产生矛盾、纠纷和投诉的地方。急诊科护士处在高应激工作环境中，这种长期高压状态不仅影响了护士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护理

质量。从急诊工作的特殊性、急诊护士的自身原因和护患关系方面分析急诊护士的压力来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适应急诊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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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是个人在执行工作相关事务的过程中所引发的生

理和心理上的各种不利的影响，是工作条件未能与人的工作能力、

人力资源相匹配时所产生的一种有害的生理与情绪反应。而目前

急诊护理工作具有任务繁重、紧急突发事件频繁、风险大、要求

高的特点，对急诊护士群体提出很高要求。如果处理不好工作压

力问题，则持续高水平压力使体内用以适应和调节压力的能量和

精力耗尽，造成机体平衡失调，导致身心疾病，如身体耗竭综合

征、焦虑、忧郁等。现结合作者工作经验，初步探讨急诊护理工

作压力的现状，并分析提出处理对策[4]。

1 急诊护理工作压力的来源

由于急诊护理工作的特殊性，急诊护士普遍承担着沉重工作

压力，有研究表明，急诊科护士工作压力较其他科室严重 。上

海市一项调查研究显示，29%急诊科护士处于较高紧张程度，71%
处于正常上限。

1.1 急诊护理专业本身特点

急诊患者往往病情紧急、危重，病情常突然出现变化，家属

心理应激程度重，易怒、烦躁，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纠纷，从而就

使得急诊护理工作具有任务繁重，突发事件频繁，风险大，对业

务技能、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特点。[5]由于工作繁重和服务对象

的不理解容易导致护士心理不平衡，感到工作压力大的同时又缺

乏人身安全感。另一方面急诊患者发生死亡的概率相对较高，从

而也使得急诊科成为医患矛盾或纠纷的高发区，从而使护士产生

强烈的不安全感和重大责任感。[2]

1.2 护理人员缺乏，工作强度和责任重大

目前国内外都存在急诊护理人员编制不足的情况，更加重了

急诊护理的工作强度。有研究表明，急诊科护士产生抑郁情绪的

主要原因中以“经常倒班”影响最大[6]。而且急诊患者病情重，

随时会发生病情变化，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可预测

和不确定的因素，导致护士工作繁忙，尤其是经常在晚上、节假

日人手缺乏时遇到无法预料的就诊高峰。以上原因都造成急诊护

理工作负荷沉重，导致护士身心疲惫，难以得到有效调整。长期

处于这种高风险与高压力中，容易使急诊护士的机体经常处于应

激状态，继而容易出现紧张、恍惚、过分担忧、把持不定等心理 。

1.3 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众多的人际冲突

护理工作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处理不好会陷入人际冲突的困境。

急诊科患者不同程度出现精神症状，肢体活动、语言、听力、视

力障碍，大小便失禁等。这使家属烦躁不安，加上他们对疾病知

识的一知半解，就自认为护士缺乏爱心，甚至投诉、辱骂、威胁

护士。另外如管理者的不支持会使护士感到不被接纳，降低了归

宿感，因而出现心理压力 。

1.4 对自身成就感及竞争的压力

2l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知识相互渗透，

与计算机和电子技术一样，还会有更多的科学技术应用于临床，

使医疗仪器不断更新，各种新的检查手段，为医学发展增添了活

力，也对护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知识老化，难以胜任临床

护理的需要，因此护士需要不断地学习以适应当代护理工作的要

求。[3]

1.5 对职业暴露危险性的压力

目前血液传播性疾病，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及性

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急诊科的患者经常有大小便失禁、神志不

清、痰多、外伤等。护理工作中经常与这些分泌物和血液接触，

并且在为患者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时有可能被针刺伤，增加了职

业暴露的危险性，也加重了急诊科护士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

2 应对策略

2.1 培养良好的职业人格，提高适应能力

人格特征和应对方式与健康有重要的关系，良好的个性特征

有利于护士角色功能的发挥，人格特征也是取得专业成就的重要

因素。[1]有研究表明，与一般普通护士相比，优秀护士在人格特

征上有差异[9]。由于急诊护理工作专业的特点，应有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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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乐群、稳定的人格特征，从而具备情绪稳定、有高度的责

任心、能独立解决急诊护理中的问题和忧虑的能力。[7]

2.2 优化、改善工作环境

提供宽敞的工作休息区域，增加通风装置，使空气保持流通。

在不影响工作的区域放置一些盆栽、养些鱼类等。既可以美化环

境，清洁空气，又能缓解护士精神心理疲劳，增加活力。利用休

息时间多组织护士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加强团队精神，创造一个

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3]。

2.3 人力资源的合理运用

急诊科工作有其特殊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科学合理的调

配人员，定期调整班次，以适应患者需要为目的，护理管理者的

任务就是搞好各种协调，创造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组织成员

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预期目标，并适当

增加人员编制。

2.4 重视急诊科护士的心理调适能力

护士自身要加强人文学科知识和心理卫生知识学习，建立正

确的价值观，面对现实，适应职业和环境，积极寻求疏导不良心

理情绪的方式。如遇不开心的事，可以向比较谈得来的同事、同

学、朋友、配偶等倾诉。另外加加强心理素质训练，养成良好的

心理品质，从容对待各种压力源，减轻压力带来的身心伤害。[10]

2.5 提高急诊科护士的社会支持

急诊科护士在诸多心理健康问题上迫切需要社会支持和医

院管理者的理解、关心和重视，设法缓解急诊科护士的心理压力，

特别是在重医轻护的情况下，应呼吁媒体宣传起正确导向作用，

争取全社会对护士的支持，提高护士的社会地位。护士也要争取

得到家人理解与支持，缓解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鼓励护士进行

自我调节，合理安排休息时间,经常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可以锻炼

身体，还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8]

总之，急诊科护士要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良好的人

格特征，树立良好的服务形象，在圆满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赢得

社会的尊重。同时也呼吁给予护理工作更多的支持，建立良好、

有序的医疗、护理环境，进一步提高临床一线护理人员的待遇和

社会地位，建立和谐、宽松的工作氛围，减轻护理人员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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