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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心理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评价
朱文芬

1，杜志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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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重庆 400016; 2． 重庆医科大学信息管理系，重庆 400016)

摘要: 目的 探讨护士心理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职业紧张量表 ( OSI-R) 与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

素量表 ( 16PF) 对 743 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 1) 与成渝两地技术人员常模比较，护理人员的心理紧张反应得分

( 26. 65 ± 6. 63) 明显高于常模值 ( 22. 98 ± 6. 61) ( P ＜ 0. 01) ; ( 2) 工作环境、任务不适、任务冲突、责任感、紧张

性人格特质以及医院等级等与护士的心理紧张反应呈正相关 ( P ＜ 0. 05 ) ，社会支持、理性处事、稳定性人格特质与

护士心理紧张反应呈负相关 ( P ＜ 0. 05) 。结论 护士的心理紧张反应高于其他技术人员，与其工作环境、任务不适、
任务冲突、责任感及护士的人格特征、社会支持、理性处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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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n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urses
ZHU Wen-fen* ，DU Zhi-yin

( * : Nursing College，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rvey the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urses． Methods 743
nurses were enrolled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stress was evaluated by revised occupational stress inventory ( OSI-R) and the six-
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 16-PF) ． Results ( 1)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 26. 65 ± 6. 63) were signif-
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echnologist norm ( 22. 98 ± 6. 61) from Chengdu and Chongqing ( P ＜ 0. 01) ． ( 2) The psycholog-
ical stress in nurs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factors such as working environment，role insufficiency，role boundary，

responsibility，tension and hospital grade ( P ＜ 0. 05 ) ，whic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rational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 P ＜ 0. 05) ．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level in nurs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professional persons，which is well correlated with physical environment，role insufficiency，role boundary，

responsibility，personality，social support，rational cognitive，that might be used to predict psychological stress level of nurses．
Key words: nurse; psychological stress; personality

紧张
［1］

是客观要求与个人适应能力之间的失衡所带来的

心理和生理压力。个体在紧张状态下，其心理过程可表现为

积极的或消极的两个方面，其结果主要取决于紧张的程度和

人的适应能力。消极的心理紧张反应可引起情绪和认知障碍，

导致一系列与紧张有关的心身疾病。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2 ～ 6］，

超强度的心理紧张反应持续存在，会给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

不良后果，导致组织的医疗费用提高，个人的工作能力下降，

甚至发生工作事故。护理人员作为高紧张状态的职业群体，

已得到了国内外研究
［7，8］

的证实。本次研究旨在评价护理人员

的心理紧张状况，探讨影响其心理紧张反应程度的因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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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职业因素、应对资源及人格特征等，为提高护理人员的心

理健康水平，提高护理工作质量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重庆市 6 所省市级医院

临床各科室护士 743 人，样本纳入标准为工作 1 年以上。三级

甲等医院 3 所、二级甲等医院 3 所，从中抽取各临床科室的护

理人员; 平均年龄 31. 15 ( 20 ～ 55 ) 岁;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

613 人，占 82. 5%。
1. 2 方法

1. 2. 1 护士心理紧张状况、职业任务、应对资源测定 采用

职业紧张量表 ( OSI-R) ［9］
进行测定，该量表包括 3 个分量表

14 个子项。心理紧张反应子项测试个体正经历的心理和情感

问题的程度，包括 ( 1) 近来，我容易发火; ( 2) 近来，我感

到压抑; ( 3) 近来，我感到焦虑; ( 4 ) 近来，我感到愉快;

( 5) 晚上睡觉时，我常被一些想法所困扰而难以入睡; ( 6 )

近来，我应付困境的能力很差; ( 7 ) 我发现自己为一些小事

抱怨; ( 8) 近来，我心烦; ( 9 ) 我说话风趣; ( 10 ) 我发现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共 10 个条目。职业任务包括任务过重、

任务不适、任务模糊、任务冲突、责任感、工作环境 6 个子

项。个体应对资源包括娱乐休闲、自我保健、社会支持和理

性处事 4 个子项。每个子项由 10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按 5

个级别评分。李健
［10］

等 2001 年对该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测

量，表明其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 2. 2 护理人员的人格特征测定 采用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

素量表 ( 16-PF) ，该量表由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卡特尔在

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编制的一种人格测量工具，该量表包括了

16 种人格因素，即 A—乐群性，B—聪慧性，C—稳定性，E—
持强性，F—兴奋性，G—有恒 性，H—敢 为 性，I—敏 感 性，

L—怀疑性，M—幻想性，N—世故性，O—忧虑性，Q1—实验

性，Q2—独立性，Q3—自律性，Q4—紧张性，能较全面测量

人格的整体情况。
1. 3 质量控制

调查员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专业教师和研究生组成，

在护理部支持下，问卷集中发放，集中或单独填写。发放时

向调查对象详细阐述调查目的、意义及填写方法，使其自愿

参加并充分理解，以求合作。共发放问卷 800 份，收回 766

份，合格并用于分析的问卷 743 份。
1.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AS8. 2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用相关分析评价

护士心理紧张反应与职业任务、应对资源和人格特质的相关

性，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索影响护理人员心理紧张

反应的因素。
2 结果

2. 1 护士心理紧张状况

与成渝两地技术人员常模
［11］

比较，护士的心理紧张反应

( 26. 65 ± 6. 63) 显著高于常模 ( 22. 98 ± 6. 61) ( P ＜ 0. 01) 。
2. 2 护士心理紧张反应与人格特质、职业任务及个体应对资

源的关系

护士心理紧张反应与职业任务、个体应对资源以及人格

特质的相关分析表明，护士心理紧张反应与职业任务各子项

均呈明显正相关 ( P ＜ 0. 01) ，与个体应对资源中的娱乐休闲、
理性处事、社会支持呈明显负相关 ( P ＜ 0. 01 ) ，与乐群性、
稳定性、敢为性、自律性、有恒性呈明显负相关 ( P ＜ 0. 01) ，

与怀 疑 性、忧 虑 性、紧 张 性 人 格 特 质 呈 明 显 正 相 关 ( P ＜
0. 01) 。见表 1。

表 1 护士心理紧张反应与职业任务、个体

应对资源以及人格特质相关系数

指标 r 值 P 值 指标 r 值 P 值

职业任务问卷 人格问卷

RO( 任务过重) 0. 31 ＜ 0. 01 A( 乐群性) － 0. 11 ＜ 0. 01

RI( 任务不适) 0. 37 ＜ 0. 01 C( 稳定性) － 0. 19 ＜ 0. 01

RA( 任务模糊) 0. 22 ＜ 0. 01 H( 敢为性) － 0. 13 ＜ 0. 01

RB( 任务冲突) 0. 32 ＜ 0. 01 L( 怀疑性) 0. 14 ＜ 0. 01

R( 责任感) 0. 33 ＜ 0. 01 Q3( 自律性) － 0. 25 ＜ 0. 01

PE( 工作环境) 0. 43 ＜ 0. 01 G( 有恒性) － 0. 17 ＜ 0. 01

个体应对资源问卷 O( 忧虑性) 0. 25 ＜ 0. 01

RE( 娱乐休闲) － 0. 24 ＜ 0. 01 Q4( 紧张性) 0. 31 ＜ 0. 01

SS( 社会支持) － 0. 13 ＜ 0. 01

RC( 理性处事) － 0. 28 ＜ 0. 01

2. 3 护理人员心理紧张反应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心理紧张反应为应变量，职业任务、个体应对资源、
人格特质各因子以及年龄、工龄、医院等级、婚姻状况等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医院等级、任务不适、
任务冲突、责任感、工作环境、社会支持、理性处事、稳定

性、紧张性进入了回归方程 ( P ＜ 0. 05 ) ，说明这些因素均会

影响心理紧张反应的得分，对护士的心理紧张反应具有预测

力，其中与任务不适、任务冲突、责任感、工作环境、紧张

性、医院等级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理性处事、稳定性呈

负相关。见表 2。
表 2 职业任务、个体应对资源、16-PF 各因子以及个人

特征信息与心理紧张反应的回归分析

相关因子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医院性质 0. 906 0. 439 2. 06 0. 039 0. 056

任务不适 0. 200 0. 043 4. 70 ＜ 0. 001 0. 154

任务冲突 0. 100 0. 043 2. 33 0. 020 0. 080

责任感 0. 147 0. 038 3. 83 ＜ 0. 001 0. 123

工作环境 0. 152 0. 029 5. 19 ＜ 0. 001 0. 157

社会支持 － 0. 098 0. 033 － 2. 95 0. 003 － 0. 099

理性处事 － 0. 085 0. 036 － 2. 36 0. 018 － 0. 083

稳定性 － 0. 168 0. 071 － 2. 37 0. 018 － 0. 067

紧张性 0. 117 0. 055 2. 12 0. 034 0. 06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心理紧张反应水平显著高于成

渝两地技术人员，表明护士处于较高的心理紧张状态，这与

以往的研究一致
［8］。

·153·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1 年 10 月第 24 卷第 5 期 Chinese J Ind Med Oct 2011，Vol． 24 No． 5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工作压力增

大，人们的心理紧张状态越来越高。心理紧张反应的程度不

仅取决于职业因素，还与个性特征、个人应对能力及人口学

特征等密切相关，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次研究主要

从这几个方面对护士心理紧张反应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以心

理紧张反应为应变量，职业任务、个体应对资源、人格特质

各因子以及年龄、工龄、医院等级、婚姻状况等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医院等级，任务不适、任务冲

突、责任感、工作环境、社会支持、理性处事、稳定性、紧

张性人格特质等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 ( P ＜ 0. 05 ) ，说明这些

因素对护士的心理紧张反应具有预测力。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心理紧张反应的主要职业因素

包括 ( 从强到弱排列) 工作环境、任务不适、责任感、任务

冲突，这些职业因素均与心理紧张反应呈正相关，这与以往

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
［8，12］。徐朝艳

［13］
等人对不同科室护理

人员职业紧张的研究表明，门诊、急诊的护理人员紧张水平

高于其他科室护理人员的重要原因为工作环境的不同，沈艳

红
［14］

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这与本研究认为工作环境

是影响心理紧张反应的主要因素结果一致。故相关管理部门

规范管理流程、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是缓解护士心理紧张反

应的重要措施。本研究中任务不适子项衡量劳动者的能力及

其与工作需求的拟合程度。任务冲突子项衡量劳动者工作中

是否经历角色冲突和对工作的忠诚度。随着人们健康需求的

不断增强，护理人员已意识到他们需要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

水平去适应目前社会发展。因此，开设相应的护理教育项目，

提高护士的知识水平及业务技能，对减轻护理人员的心理紧

张反应具有一定的作用。
在应对能力方面，此次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支持、理性处

事与心理紧张反应呈负相关。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子项测试个

体感知能获得支持和帮助的程度，包括“我常与同事讨论我

所关心的事、我感到有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我感到周围环境

充满爱”等 10 个条目，故建立和谐的人际环境、加大护理人

员支持和帮助程度、提高理性应对能力能够缓解心理紧张反

应的程度。在个性特征方面，本次研究引入了卡特尔 16 项人

格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与紧张性呈正相关，与稳定性呈负相

关，表明这两种人格特质能够影响心理紧张反应的得分。16
项人格因素关于稳定性特质的特征描述为该特质高者其理性

处理问题能力高，这与提高理性应对能力能够缓解心理紧张

反应的程度观点一致。关于紧张性人格特质高分的特征描述

为，通常缺乏耐心，心神不安，过度兴奋，时常感觉疲乏又

无法彻底摆脱以求宁静，在集体中对人对事都缺乏信心，每

日战战兢兢生活，不能控制自己。紧张性人格特质高者其心

理紧张反应程度也高。故培养护士良好的人格特质对缓解心

理紧张反应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医院

等级越高，其护理人员的心理紧张反应程度越高，究其原因

可能与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有关，在等级高的医院，

其收治的对象主要是危急、重症、疑难患者，这类患者病情

变化快，需要护理人员及时准确的进行观察与处理，故在等

级越高的医院，护理人员的心理紧张反应程度越高。
综上所述，减轻护理人员的心理紧张反应程度，提高其

提供的护理服务质量，应从组织层面和护士自身着手。相关

管理部门应规范管理的流程，加强社会支持的力度，为护理

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并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理论知识及

技能培训以及职业人格角色的培养。对于护士自身，应提高

自己的理性处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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