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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低年资护士压力源分析及对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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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分析重症监护病房"

cS_

#低年资护士压力源!探讨有效的应对策略$方法
!

采用问卷调

查的方式对该院
6

个
cS_58

名低年资护士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

cS_

低年资护士主要的压力源包括特殊的工作

环境%频繁的中夜班%工作经验不足%福利待遇低%患者及家属的不理解及医生的不认可和不配合等等$应对策略(

应从改善工作环境%加强专科业务知识培训%提高福利待遇%处理好各种关系以及合理人员配备等方面针对具体

情况进行减压!采取个体化应对$结论
!

cS_

低年资护士压力源是多方面的!应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个体化措施进

行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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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重症监护病房$

cS_

%护士从事的工作是护理危

重患者#在一般护士的基础上要求
cS_

护士素质更高,知识面

更广,应变能力更强#上述原因使
cS_

护士的培养周期变长#

所以习惯将工龄
"

年以下的
cS_

护士称为
cS_

低年资护士)

压力源是指对身体施加影响而促发非特异性全身应激反应的

各种因素)本文对本院
6

个
cS_

的
58

名低年资护士进行压

力源问卷调查#并就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现报道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3$

!

研究对象
!

对本院中心
cS_

,胸外
cS_

,神外
cS_

,普外

cS_

,呼吸
cS_

,神内
cS_

,心内
cS_

共
58

名工龄
"

年以下的

护士进行抽样调查#其中护师
!5

名#护士
!9

名(本科
92

名#大

专
26

名#中专
1

名(年龄
21

!

2N

岁#均为女性)正式在编护士

91

名#合同护士
28

名)

$3/

!

调查方法
!

发放问卷调查表#对
6#

名工龄
"

年以下的

cS_

护士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法进行测评)问卷内容为参照

相关文献自制的压力源调查表#结果分为
1

!

9

等级评分#得分

越高#压力越大)发出
6#

份问卷#有效收回问卷
58

份#有效回

收率
8N35W

)所有数据均经统计学分析处理)

/

!

结
!!

果

cS_

低年资护士压力因素很多#排名前
5

位的分别是特殊

的工作环境,频繁的中夜班,年轻工作经验不足,福利待遇低,

患者及家属的不理解及医生的不认可和不配合等)见表
1

)

表
1

!

58

名
cS_

工低年资护士的前
5

位压力源水平

序列 压力源
LOE

1

特殊工作环境
!3"!O#392

2

频繁的中夜班
!396O#3!5

!

年轻而工作经验不足
!3!2O#32N

9

福利待遇低
!325O#396

"

患者及家属的不理解
!321O#3"2

5

医生的不认可
!3#9O#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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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繁重#护士尤其是低年资护士工作压力大#

压力源很多)本研究提示主要压力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

特殊的工作环境)

cS_

都是危重患者#要求都是层流病房#是

一个特殊的工作环境#封闭相对较严)长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

环境中工作#心理健康会受到严重影响)护士连续工作
N

!

12

%

#长时间见不到阳光#容易产生一种囚禁感#身心疲惫#从而产

生压力*

1

+

)$

2

%频繁的中夜班)

cS_

都是危重患者#从一开始

就决定了护理工作的繁重性#需要护士付出更多的精力)加之

人员配置不足和制度的不完善#频繁的中夜班就应运而生)

cS_

低年资护士和中夜班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护士长期处于

超强度,超负荷的工作状态#饮食,睡眠无规律#导致生物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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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月经周期%紊乱,生理功能下降#严重影响护士的身心健

康)可以说#频繁的中夜班是
cS_

低年资护士的恶梦)$

!

%年

轻而工作经验不足)

cS_

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护理人员必

须掌握多学科的抢救知识#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捷的思维能

力)加之
cS_

仪器复杂且不断更新#要求
cS_

护士不断学习

和适应学科发展)这些要求对
cS_

护士不论是在体力上#还

是在精神上都加重了负担)尤其是年轻的低年资护士#工作时

间较短#经验不足#高度紧张都会使其身心疲惫#对自身不满足

及期望过高而产生忧虑的心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导致差错

事故的发生)$

9

%福利待遇低)虽然付出很多#但因为年轻,工

作时间短等原因#

cS_

低年资护士福利待遇却较低#其付出得

不到充分肯定#精神压抑)这严重挫伤他们的自尊#造成其心

理不平衡#产生自卑,失望,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严重的可能

对工作产生反感#导致差错事故的发生)$

"

%患者及家属的不

理解)目前社会对护理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被某些社会人群

认为是0高级保姆1)这不公平的,有歧视性的评价#传统的社

会观念将他们的地位一再贬低)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

法制化的进程#部分患者或家属怀疑,歪曲医疗事实#医闹事件

层出不穷#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护士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必然

造成服务不到位#易导致护患纠纷)同时每天面对饱受伤病折

磨,痛苦不堪的患者#会时刻感到肩上责任重大#担心工作中出

差错#贻误患者的抢救和治疗)工作中经常接触濒死和危重的

患者#也给护士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2

+

)$

5

%医生的不认可)

医护关系因为传统医护存在社会地位差距#加之医护之间对对

方的角色要求不同#导致在工作配合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协调现

象#人际关系比较紧张#医生对护士不认可#尤其是低年资护

士)

针对
cS_

低年资护士所面临的不同压力源#结合以往的

经验和教训#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1

%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cS_

合理布局#各种仪器及药品定点,定位*

!

+

#制订完善,合理

的治疗护理制度#抢救程序化,条理化#这样有利于提高抢救成

功率#并帮助
cS_

护士建立最佳身心状态#缓解其紧张情绪)

$

2

%完善人员配置#人性化排班)完善人才引进和储备#在人力

资源上给予倾斜#适当增加
cS_

的护士人数*

9

+

#尽力按规定配

置
cS_

护士#医护比例
1j1

#护患比例
2j1

#并注意新老搭

配)护士长应及时掌握全体护理人员的身心状态及家庭组成

和状况#尤其是特殊情况#采取人性化排班方式#机动,灵活的

排班#使护士$尤其是工作时间不长的低年资护士%感到科室的

尊重和关爱#保持平和心态,恢复体力)调整在
cS_

工作时间

较长的护士到普通病房#让她们的心理,生理机制得到调整和

恢复*

"

+

)$

!

%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专业水平)针对
cS_

患

者病情复杂,变化快的特点#定期开展业务学习#业务培训#不

间断地送有发展潜力的护士外出进修学习#了解和掌握本专业

的最新动态)年轻的
cS_

护士更应自觉抽时间进行业务学

习#以适应
cS_

对护理专科人才的要求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

护士长和高年资护士应关心鼓励他们的学习#做好0传,帮,

带1#以减轻低年资护士的心理压力*

5

+

)$

9

%做好绩效工资改

革#奖惩结合)护士长应严格考勤#尽量对护士的工作量化#并

与工资福利挂钩#做好绩效工资改革#多劳多得#使
cS_

护士

在辛勤劳动后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体现出对劳动者的尊重)这

有利于保持其工作热情#缓解工作压力)另外注意奖惩结合#

双管齐下#惩罚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了使
cS_

护士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认识到中心
cS_

工作的重要性#谨小慎微#尽量

避免犯错)$

"

%加强护患共通#改善护患关系)年轻的
cS_

护

士应学会与患者及家属沟通的技巧#使其了解
cS_

工作的特

殊性#明白各项医疗和护理操作的必要性及相关费用#争取患

者及家属的理解与支持#改善护患关系)无问题时要沟通#有

矛盾或误解时医护之间要团结合作#更要多与患者及家属沟

通)$

5

%改善医护关系#加强团结合作)科主任和护士长应从

科室管理者的角度#平衡医生和护士的地位#理顺医护关系#强

调医护地位的平等#并注意利益分配的合理性)针对
cS_

患

者危重的特点#

cS_

医护之间应加强沟通#团结协作#互相把

关#互相补救#尽力把工作做好#尽力做好对患者和家属的沟通

和解释工作#共同维持和促进科室的正常运转与不断发展#为

创建和谐
cS_

而共同努力)护士本身也应该做好自我心理调

节#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消除自卑心理#使自己处于良好的心

理状态#有效地抗衡职业压力*

67N

+

)

综上所述#

cS_

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了
cS_

低年资护

士工作压力较大#压力源是多方面的)应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个

体化措施进行减压#从而提高护理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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