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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现况调查

刘小杰，勾洋，郝妍

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北京 100096

摘要：目的 了解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情况，为制定针对性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护理人员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职称、工作年限、家庭支持和是否

参加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资料，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最近1周心理应激发生情况，分析急诊

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结果 有效调查121人，其中男性6人，占4.96%；女性115人，占95.04%。年龄为

（41.49±4.61）岁；工作年限为（12.14±2.61）年。已婚83人，占68.60%。本科学历71人，占58.68%。中级职称60人，

占 49.59%。心理应激症状得分为（213.43±18.58）分，高于全国常模（124.57±14.31）分（t=12.194，P<0.001）。心理

应激阳性 38例，阳性率为 31.40%。心理应激阳性与年龄≥40岁（χ2=4.826，P=0.028）、无家庭支持（χ2=40.420，P<

0.001）、未参加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χ2=33.767，P<0.001）有关。结论 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护理人员心

理应激程度较高，年龄、家庭支持和应急处置能力是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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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stress among nurses 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of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LIU Xiaojie, GOU Yang, HAO Ya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Beijing 10009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among n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Beijing Ji⁃
shuitan Hospital, 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ventions. Methods
All nurses from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were enrolled, and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s,
professional title, working duration, family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s were collect⁃
ed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during the latest one week was evaluated us⁃
ing the 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 scale, and factors affect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were identified. Results A
total of 12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and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6 men (4.96%) and 115 women
(95.04%) and had a mean age of (41.49±4.61) years; and mean service length of (12.14±2.61) years. There were 83
participants that were married (68.60%), 71 with a bachelor degree (58.68%), 60 with a medium-grade professional
title (49.59%). The mean score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symptoms was 213.43±18.58,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ational norm (124.57±14.31; t=12.194, P<0.001). The detec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was 31.40%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presence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correlated with age of 40 years and older (χ 2=4.826, P=0.028),
no family support (χ2=40.420, P<0.001), and no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s (χ2=33.767, P<

0.001). Conclusions A high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is detected among nurses 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of
Beijing Jishuitan Hospital, and age, family suppor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 are factors affecting psychologi⁃
cal stress.
Keywords: emergency department; nurse; psychologic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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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应激是机体在某种环境刺激作用下，因客

观要求和应付能力不平衡引起的一种适应环境的紧

张反应状态。适度的心理应激可提高警觉水平，应

对环境变化的挑战。医院急诊科工作强度大，医疗

纠纷发生风险高，护理人员心理紧张度普遍较

高［1］。持续的心理紧张不仅危害护理人员的身心健

康，还可引起职业倦怠，影响护理工作质量［2-3］。

既往研究多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评估

心理应激程度，但上述量表涉及的心理症状较为局

限，难以综合反映个体心理健康水平［4］。本研究采

用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ing inventory，SCL-90）
评估心理应激程度，该量表从感觉、情感、思维、

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反映个体心理健康状

况，具有容量大、症状覆盖面广的特点，比焦虑自

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更能全面反映个体心理健康

水平［4-5］。于 2021 年 1—3 月调查北京积水潭医院

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情况，为制定针对性心理

健康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护理人员为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已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

书；（2）工作年限≥3 个月；（3）自愿参与并完成调

查。排除妊娠期、哺乳期和外院进修护理人员。本研

究通过北京积水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

20205872。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人员说明调查目的，并通过微信推送电子问卷，

收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职称、工作年限、家庭支持和是否参加过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等资料。采用 SCL-90 量表评估调查

对象最近 1 周心理应激症状，包括躯体化、人际关

系敏感、强迫症状、敌对、抑郁、焦虑、偏执、恐惧

和精神症状 9 个维度，共 90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

法，总分 450 分，得分>160 分为心理应激阳性，得

分越高表示心理应激程度越重［6］。调查对象自行填

写并提交问卷，漏填项由调查人员通过电话复核，保

证问卷填写有效性。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4.0 软件统计分析，定

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定

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

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有效调查 121 人，其中男性 6 人，

占 4.96%； 女 性 115 人 ， 占 95.04%。 年 龄 为

（41.49±4.61）岁；工作年限为（12.14±2.61）年。初

级职称 51 人，占 42.15%；中级职称 60 人，占

49.59%；高级职称 10 人，占 8.26%。已婚 83 人，

占 68.60%。本科学历 71 人，占 58.68%。有家庭支

持 89 人，占 73.55%。参加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 74 人，占 61.16%。

2.2 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症状得分 急诊科护

理人员心理应激症状总分为（213.43±18.58）分，高

于全国常模［7］（P<0.05）。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

强迫症状、敌对、抑郁、焦虑、偏执、恐惧和精神症

状 9 个维度得分分别为 （24.63 ± 5.41）、（21.59 ±
4.96）、（25.03±5.74）、（20.41±4.61）、（26.93±5.83）、

（27.82 ± 6.10）、（21.51 ± 4.93）、（25.83 ± 5.71） 和

（19.68±4.61）分，均高于全国常模［7］（P<0.05）。见

表 1。

表 1 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症状得分比较（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scores among nurses

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x±s)

维度Dimension

躯体化Somatization
人际关系敏感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强迫症状 Obsessive-compul⁃

sive symptoms
敌对Hostility
抑郁Depression
焦虑Anxiety
偏执Paranoid
恐惧Fear
精神症状Mental symptoms
总分Overall

护理人员

Nurses
24.63±5.41
21.59±4.96

25.03±5.74

20.41±4.61
26.93±5.83
27.82±6.10
21.51±4.93
25.83±5.71
19.68±4.61

213.43±18.58

全国常模

National norm
17.94±3.62
15.32±2.96

13.46±2.35

10.93±2.21
11.74±1.94
17.32±3.38
10.59±2.20
15.78±2.94
11.49±1.98

124.57±14.31

t值

6.391
7.838

6.121

9.873
6.784
7.325
6.993
9.392
6.791

12.194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 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症状的单因素分析

心理应激阳性 38 例，阳性率为 31.40%。心理应激

阳性组年龄≥40 岁、无家庭支持和未参加过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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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急诊科承担急危重症患者的院前救治和应急处置

工作，工作繁忙、压力大，对护理人员的身心素质均

有较高要求。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紧张的工作节奏易导

致护理人员产生心理应激，影响身心健康和工作质

量，长期超负荷工作可能引起心理紧张度高和身体疲

乏。研究显示，受工作强度、工作年限和工作环境的

影响，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阳性率较高，且不同

因素间相互作用，进一步加重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程

度［7］。本研究结果显示，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

阳性率为 31.40%，心理应激症状总分和各维度得分

均高于全国常模［7］，提示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

程度较重。其中焦虑和抑郁维度得分较高。急诊科多

采用“三班倒”工时制，夜班较为频繁，对生理周期

和睡眠质量影响较大，容易引起烦躁、不安和神经过

敏等焦虑症状；同时受急诊科工作环境的影响，护理

人员职业认同感降低，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表现出

失望、悲观以及与抑郁相关的认知和躯体感受［7］。

以上因素作为应激源会引起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心理

和行为变化。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

阳性与年龄、家庭支持和参加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有关。≥40 岁护理人员工作年限较长，体力

下降，难以承受临床工作负荷，职业倦怠感加重；且

该年龄段护理人员多面临子女升学或就业压力，家庭

负担较重，容易产生心理应激［2，8-9］。既往研究也表

明，急诊科护理人员工作时间不规律，日常社交圈较

为局限，容易产生孤独和自卑感［10］。家庭支持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社会支持的缺失，提供积极的情绪

感受，减轻人际关系紧张造成的心理应激［3］。参加

过如疫情防控、群体性疾病处置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的护理人员，临床工作经验更丰富，团队配

合度更高，面对紧急情况能够快速明确工作职责，减

轻紧张、焦虑情绪，避免心理应激的产生。下一步可

扩大调查范围，结合多因素分析心理应激的独立危险

因素，为减轻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提供参考。

医院应重视急诊科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评估，采

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护士心理健康水平。急诊科

护士长应根据工作强度合理排班，减轻工作负荷，保

证休息时间，提升护理人员在班时间利用率；同时注

重营造温馨、愉快的科室氛围，增强护理人员归属

表 2 急诊科护理人员心理应激症状的单因素分析［n（%）］

Table 2 Univariable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among nurses 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n (%)]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年龄/岁Age/Year
<40
≥40

工作年限/年Service length/Year
1~
6~
11~
16~
≥21

职称Title
初级Primary
中级Medium
高级Senior

1 （2.63）
37（97.37）

11（28.95）
27（71.05）

7（18.42）
4（10.53）
7（18.42）

13（34.21）
7（18.42）

20（52.63）
17（44.74）
1 （2.63）

5 （6.02）
78（93.98）

42（50.60）
41（49.40）

30（36.14）
14（16.87）
12（14.46）
20（24.10）
7 （8.43）

31（37.35）
43（51.81）
9（10.84）

0.602

4.826

5.746

3.448

0.438

0.028

0.219

0.178

项目 Item
心理应

激阳性

Psychological
stress

心理应

激阴性

Non-psycho-
logical stress

χ2值 P值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未婚/离异Unmarried/divorced
已婚Married

文化程度Educational level
大专Diploma
本科Bachelor
研究生Postgraduate

家庭支持Family support
无No
有Yes

参加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s
否No
是Yes

11（28.95）
27（71.05）

12（31.58）
21（55.26）
5（13.16）

28（73.68）
10（26.32）

31（81.58）
7（18.42）

27（32.53）
56（67.47）

23（27.71）
50（60.24）
10（12.05）

4 （4.82）
79（95.18）

16（19.28）
67（80.72）

0.155

0.270

40.420

33.767

0.694

0.874

＜0.001

＜0.001

项目 Item
心理应

激阳性

Psychological
stress

心理应

激阴性

Non-psycho-
logical stress

χ2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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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护理人员应加强自身专业技能，提升工作质量和

应急处置能力，注重培养抗挫折能力，增强自信心，

运用心理学知识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保持健康的心理

状态，并通过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主动寻求家人支

持，减轻心理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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