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探讨!

工作特征及工作感受与医务人员抑郁倾向的关系及作用研究"

刘梦明&

!王
!

忠.

!秦江梅(

!邓玉宏&

!陈
!

伟&

"

&@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科研科!新疆石河子
)(.''(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乌鲁木齐
)1('''

'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C&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工作特征%工作感受与医务人员抑郁倾向的关系及作用!为提高医生工作绩效!降低抑郁倾向发生率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新疆兵团两所三级医院
1&1

例医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工作特征量表%工

作感受量表%

:E7R

抑郁自评问卷$结果
!

技能多样性%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反馈与抑郁倾向呈负相关'工作对个体控制情绪表达的

要求%工作压力感与抑郁倾向呈正相关'影响医务人员抑郁倾向的主要因素有技能多样性%工作对个体控制%情绪表达要求%工作

压力感$结论
!

工作对个体控制情绪表达的要求%工作压力感对抑郁倾向有预测作用!提高医务人员技能多样性!建立合理情绪

表达渠道!能降低抑郁倾向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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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倾向是由多种原因引发的'以心情抑郁为主要表现的

情绪障碍#也是一组以心情烦闷为中心临床症状(

&

)

*抑郁倾向

是抑郁症的前期表现#只有当抑郁倾向进展到长期影响个人的

工作和生活时#才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

./(

)

*医务人员当前工

作量大#医患关系紧张#有调查显示医务人员已成为心理健康

的高危人群(

1/9

)

*工作特征和工作感受可引起健康状态的变

化#它包括技能多样性'工作意义'工作自主性等方面#可对工

作人员的健康和行为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等(

B/2

)

*本文以心

理学为理论依据#研究工作特征'工作感受和抑郁倾向的关系#

探讨工作特征'工作感受各维度对抑郁倾向的影响#为提高医

务'提高工作效率和缓解心理压力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通过整群分层抽样#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

所三级医院的
9''

例医务人员发放自填式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1

份#有效率为
).@)̀

*

$@/

!

方法
!

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

:E7R

抑郁自评问卷'

工作特征'工作感受量表*$

&

%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工作年限'最高学历'职称'行政职务等*$

.

%

:E7R

抑

郁自评问卷(

)

)

!该量表共
&(

个题目#各项题目代表的类别分别

是心情'悲观'失败感'不满'罪恶'自厌'自杀意向'社会退缩'

犹豫不决'食欲下降'体像歪曲'活动受限制'疲劳*由受测者

按照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回答#量表采用
1

点计分#根据各项

目总分高低判定抑郁严重程度*评分方法(

C

)

!各项目得分总计

小于等于
&2

分认定为无抑郁或极轻微抑郁&得分为
&)

"

.'

分#为轻度抑郁倾向&得分
.&

"

.)

分为中度抑郁&得分在
.C

分

以上为重度抑郁倾向*$

(

%工作特征'工作感受量表(

&'

)

!工作

特征量表是描述医务人员对个人工作的想法#一般了解他们工

作的意义'工作的反馈'工作的自主性'工作对个人的控制'工

作负荷'技能的多样性#工作中的情感表达的整体认识(

&&

)

&工

作感受包括人际关系'工作对个人能力提高'工作控制'工作压

力等
1

个方面的心理感受(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2@'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DV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采用
aE>=";K

相关对两变量之间相

关性进行分析&采用
+;

O

H"<H7

回归分析影响医务人员抑郁倾向

的主要因素*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医务人员基本情况
!

调查的
1&1

例医务人员中医生
&C.

例$

1B@1̀

%'护士
...

例$

9(@B̀

%&未婚
&(C

例$

((@B̀

%'已婚

.29

例$

BB@1̀

%&年龄$

(.@2CV2@)'

%岁&男性
&&(

例$

.2@(̀

%'

女性
('&

例$

2.@2̀

%&高'中'初'初级以下职称分别为
B'

$

&1@9̀

%'

&&.

$

.2@&̀

%'

&92

$

(2@C̀

%'

)9

例$

.'@9̀

%&博士'硕

士'本科'本科及以下学历分别为
2

$

&@BC̀

%'

B(

$

&9@.̀

%'

&)&

$

1(@2̀

%'

&B(

例$

(C@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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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倾向的基本情况
!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
(&@&̀

$

&.C

"

1&1

%医务人员出现了中度及以上的抑郁倾向#其中有

2@.̀

$

('

"

1&1

%的医务人员有重度抑郁倾向#可见当前新疆兵

团医务人员抑郁倾向状况总体较为严重#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不

高#属于高危抑郁倾向群体#见表
&

*

表
&

!!

医务人员抑郁倾向基本情况

类别
分值

$分#

DVE

%

抑郁程度(

*

$

`

%)

无抑郁 低度抑郁 中度抑郁 重度抑郁

总体
&)@))V9@9' &C(

$

1B@B

%

C.

$

..@.

%

CC

$

.(@C

%

('

$

2@.

%

男性
&2@CCV1@C( B.

$

91@C

%

.(

$

.'@1

%

..

$

&C@9

%

B

$

9@(

%

女性
&C@..V9@B) &(&

$

1(@9

%

BC

$

..@C

%

22

$

.9@B

%

.1

$

)@'

%

临床医生
&)@&9V1@)' C2

$

9'@9

%

1(

$

..@1

%

1(

$

..@1

%

C

$

1@2

%

护理人员
&C@9&V9@C) CB

$

1(@.

%

1C

$

..@&

%

9B

$

.9@.

%

.&

$

C@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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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征和抑郁倾向的相关分析
!

工作特征'工作感受

各维度之间均呈正相关#技能多样性'工作自主性'工作反馈与

抑郁倾向呈负相关&工作对个体控制情绪表达的要求'工作压

力感与抑郁倾向呈正相关*见表
.

'

(

*

/@1

!

抑郁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医务人员

抑郁倾向的主要因素#将中'重度抑郁定义为
&

#轻度和无抑郁

定义为
'

#作为因变量#以各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工作感受

作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

O

H"<H7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影响医务人员抑郁倾向的主要因素有技能多样性'工作对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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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情绪表达要求'工作压力感等*见表
1

*

表
.

!!

工作特征各维度与抑郁倾向的相关性#

<

'

* 1̂&1

%

维度 技能多样性 工作意义 工作自主性 工作反馈 工作负荷
工作对个体控

制情绪表达的要求
抑郁倾向

技能多样性
&@'''

'@B'&

&

'@1(.

&

'@(.'

&

'@9(B

&

'@.1C

&

U'@&.B

&

工作意义
'@B'&

&

&@'''

'@(2)

&

'@.C(

&

'@9&.

&

'@.B)

&

U'@')'

工作自主性
'@1(.

&

'@(2)

&

&@'''

'@111

&

'@.)B

&

'@'&'

U'@&C&

&

工作反馈
'@(.'

&

'@.C(

&

'@111

&

&@'''

'@(''

&

'@&'1

&

U'@&11

&

工作负荷
'@9(B

&

'@9&.

&

'@.)B

&

'@(''

&

&@'''

'@12C

&

'@&'&

工作对个体控制情绪表达的要求
'@.1C

&

'@.B)

&

'@'&'

'@&'1

&

'@12C

&

&@'''

'@.B2

&

抑郁倾向
U'@&.B

&

U'@')'

U'@&C&

&

U'@&11

&

'@&'&

'@.B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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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9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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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感受与抑郁倾向的相关性#

<

'

* 1̂&1

%

维度 工作中人际关系 工作控制感 工作对个人能力提高程度 工作压力感 抑郁倾向

工作中人际关系
&@'''

'@12B

&

'@(C'

&

'@(11

&

'@&&'

工作控制感
'@12B

&

&@'''

'@B.)

&

'@&)&

&

U'@'11

工作对个人能力提高程度
'@(C'

&

'@B.)

&

&@'''

'@&'9

&

U'@')1

工作压力感
'@(11

&

'@&)&

&

'@&'9

&

&@'''

'@(21

&

抑郁倾向
'@&&' U'@'11 U'@')1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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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9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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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倾向影响因素的
+;

O

H"<H7

分析

自变量
)

PM ]>G! ! #L

性别
'@.CC '@.2. &@.'1 '@.2( &@(1)

年龄
'@'.9 '@'&9 .@2&( '@&'' &@'.9

技能多样性
U'@B.' '@.CC 1@(&. '@'() '@9()

工作意义
U'@'B) '@(.9 '@'1( '@)(9 '@C(9

工作自主性
U'@1.1 '@.(( (@('B '@'BC '@B91

工作反馈
'@'C9 '@..B '@&2B '@B29 &@&''

工作负荷
U'@(&( '@(BB '@2(. '@(C. '@2(&

工作对个体控制情绪表达要求
'@B22 '@.C' 9@19' '@'.' &@CB)

工作中人际关系
'@9.. '@.B2 (@).& '@'9& &@B)B

工作控制感
U'@(.( '@(BB '@222 '@(2) '@2.1

工作对个人能力提高程度
U'@'(2 '@(B& '@'&' '@C&C '@CB1

工作压力感
'@CB) '@.'B..@'') '@''' .@B(1

'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级医院医务人员的

中度抑郁和重度抑郁的阳性率分别为
.(@C̀

和
2@.̀

#高于第

1

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

&1

)

*抑郁是常见的心理障碍#医务

人员的抑郁情况不仅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也关系到医疗服务

质量#有可能引起潜在的医疗安全隐患(

&9

)

#因此#应该引起

关注*

技能多样性'工作自主性'工作反馈'工作情绪表达的要

求'工作压力感是影响抑郁倾向的组织变量#医院管理层需要

完善医院管理制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切入点#提升医务人员

的临床技能#增加工作的反馈度和自主性#给予医务人员人文

关怀#既能降低医务人员抑郁倾向的发生率#也能增加医院管

理的效能*

本文在研究抑郁倾向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引入工作特征和

工作感受各维度与抑郁倾向的相关性分析#丰富了医院人力资

源管理中关注医生心理健康的路径研究#为促进医院的可持续

发展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并为后续

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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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护理理念的集束化运用在根治性子宫切除患者尿潴留预防中的效果"

葛
!

君!李致远!张
!

敏!冶海红!谈丽丽!彭梅娟!冯
!

丹!齐学宏#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生殖泌尿科!兰州
2(''9'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优势护理理念的集束化运用在根治性子宫切除患者尿潴留预防中的效果$方法
!

选择集束化护理应用

前"

.'&9

年
2U&.

月#和应用后"

.'&B

年
&UB

月#收治于该院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的患者"各
9&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应用前后的

患者分别设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两组手术患者干预后的各相关观察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试验组手术患者干预后的尿潴

留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其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量化评分值则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将

多种优势护理模式集束化运用于宫颈癌根治性子宫切除患者中!可显著降低该类手术患者发生术后尿潴留的可能性!提高护理满

意度$

关键词"优势护理'

!

集束化'

!

根治性子宫切除'

!

尿潴留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B2./C199

"

.'&2

#

.(/(9.2/'(

!!

宫颈癌发病率在我国现阶段居于妇科恶性肿瘤之首(

&

)

#根

治性子宫切除为该类肿瘤的主要治疗方案*由于此类手术所

造成的创伤度较大#常引发不同程度的膀胱排尿功能障碍等并

发症#尿潴留就是其中的一种常见类型(

./(

)

#其发生率最高可达

11@C̀

(

1

)

*尿潴留指患者膀胱内虽被尿液充满#却无能力自行

排出(

9

)

#该并发症的存在会给患者带来诸多身心不适感受#且

如未获得有效护理干预#则有
('̀

"

2'̀

的患者需于手术后

&1!

内再行留置导管术(

B

)

#对患者术后康复造成较大困扰#且

会进一步引起生活质量的下降(

2

)

*因此本研究尝试以集束化

护理工作方式为指导#将多种优势护理理念集束化运用于宫颈

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患者术后护理中#效果较为理想#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自
.'&B

年
&

月起开始将优势护理理念

集束化应用于宫颈癌根治性子宫切除患者尿潴留预防性护理

实践之中#选择应用前$

.'&9

年
2U&.

月%和应用后$

.'&B

年

&UB

月%收治于本院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的患者$各
9&

例%作

为研究对象*将应用集束化护理前的患者设为对照组#平均年

龄$

1)@B&V&&@..

%岁&应用集束化护理的患者设为试验组#平

均年龄$

1C@'(V&'@)1

%岁*两组患者在病理分期'年龄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包括术后检测患者

生命体征#观察患者术区辅料是否有异常渗出#观察患者引流

液性状和量是否异常#观察患者导尿管#指导患者早期下床活

动等*观察组!患者给予集超前护理'心理护理'个性化护理'

创新性护理'舒适护理'协同护理等理念于一体的集束化护理*

具体护理方案如下!$

&

%尿路感染的预防*审慎选择合适的导

尿管#执行插管操作时严格无菌技术#动作轻柔避免粗暴#妥善

良好固定并注意维持通畅#告知患者应随时保持集尿袋位置低

于耻骨联合水平#指导和督促摄入足够水分#正确实施和强化

会阴部清洁护理(

)/C

)

*$

.

%积极实施膀胱功能训练*术前
(!

指导患者实施盆底肌肉群训练至术日#术后第
(

天开始继续实

施该训练&术前
.!

开始指导护理对象实施腹肌训练至术日#

术后第
1

天开始依据护理对象实际状况适当实施该训练&指导

实施排尿中断训练'屏气法和手压法训练*$

(

%心理护理*加

强与护理对象沟通的频次与深度#鼓励表达与倾诉#允许和接

纳其情绪宣泄#强调术后尿管留置的意义及由此引发不适的必

然性#讲解负性情绪与术后尿潴留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患者

理性接纳尿管留置#坦然面对尿管留置导致的身心不适及形象

受损#尽可能维持平和心态#积极应对疾病及治疗措施应

激(

&'/&&

)

*$

1

%尿管夹闭*术后第
2

天开始实施*即当护理对象

自觉有尿意时实施放尿#夹闭尿管第
&

天#当护理对象自我感

觉膀胱区出现胀感时#给予尿管开放#从第
.

天开始#逐渐延长

护理对象夹闭尿管的持续时间#并于每次尿管开放时#提醒护

理对象实施主动排尿活动*$

9

%留置尿管的适宜时长*经过实

际研究发现术后
&1!

为尿管留置时间最佳(

&./&(

)

*$

B

%实施改

良式拔管法*如在护理对象无尿意时或者在其膀胱空虚时实

施拔管操作#则护理对象在等待拔管后膀胱首次充盈的过程

中#可能因对尿液能否顺利排出的担忧而形成不良心理应激#

最终影响正常排尿行为&而在患者膀胱充盈的状态下实施拔管

操作#患者拔管后即刻实施排尿行为#可有效避免上述心理等

负面效应#提高自行排尿成功的可能性*故本研究尝试实施这

种于膀胱充盈时拔管的改良式方法*$

2

%为患者营造舒适的排

尿环境*尽可能贴近患者既往排尿氛围#使患者能于私密'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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