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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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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精神科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关应对措施&

方法
!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对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5

名精神科护理人员进行调查!并与国内常模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

精神科护理人员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结论
!

精神科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一般人群差&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减缓工作压力!保

证护理质量!提高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

!

精神科#

!

护理人员#

!

心理压力#

!

应对措施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345=5->674567>4,>6><,9:

M

,

8

B4+6>;+B-<;,5,6-@>45B9<->5;=56,<;5,

!

C3E(/+)

<

(+

6

#

4,%I2(/@

#

!,%IL@+

6

$

EF'

EF(=K!'@

<

A'GH#@H

<

(>/A@

5

!/+JF(F1/"(>

0

#

M(BF1/+"#-'"#

#

"F(+/

&

'

FA,>;6B>

(

!

"A

*

5B>+G5

!

8;<4=>?@<

2

A@>@B>HAK@;C?MB<KBAHH>K@?@B>

1

?

J

KB<A@C<K4DC?>?̀ 3>4@AEB>AE@B<4M;CF

#

A4G@;G>=>E;

1

C>E>=A4@K;D4@>C3>A?DC>?%H5>49@,

!

.5?

J

KB<A@C<K4DC?>?<4;DCB;?

1

<@AEM>C>?DC=>

J

>GI

J

?

J

3@;3

KB>KFE<?@

$

O7)!.'

&

A4G@B>C>?DE@?M>C>K;3

1

AC>GM<@B@B>4A@<;4AE?@A4GACG%I5,<7>,

!

*?

J

KB<A@C<K4DC?>?̀<4@>C

1

>C!

?;4AEC>EA@<;4?B<

11

?

J

KB;?<?HAK@;C?

#

?DKBA??>4?<@<=<@

J

#

G>

1

C>??<;4

#

A4P<>@

J

#

B;?@<E<@

J

A4G

1

ACA4;<A

#

M>C>?<

2

4<H<KA4@E

J

B<

2

B>C@BA4@B>4A@<;4AE?@A4GACG%J9-B7<,+9-

!

*?

J

KB<A@C<K4DC?>?̀ 3>4@AEB>AE@B<?M;C?>@BA4@B>

2

>4>CAE

1

;

1

DEA!

@<;4%O;@B>

J

?B;DEGG>=>E;

1

A

2

;;GMA

J

@;C>GDK>M;CF?@C>??

#

>4?DC>@B>

g

DAE<@

J

;HKAC>

#

A4G<3

1

C;=>E<H>?A@<?HAK!

@<;4%

'

K5

8

L9;@,

(

!1

?

J

KB<A@C<K

%

!

4DC?>?

%

!1

?

J

KB;E;

2

<KAE?@C>??

%

!

K;D4@>C3>A?DC>?

!!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及新的医疗损害责任法的实施#面对

人们运用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精神病患者的意外事件

对医院管理者和精神科临床医务工作者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压力*精神科护士作为护理行业的特殊群体#他们服务对象的

特殊性决定了其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更大*因此#精神

科护士更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

,

*近年来#精神科护理

人员跳槽者较多#影响了护理队伍的稳定性*为此#作者对精

神科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并制定相关应

对措施以缓解其心理和工作压力#为稳定护理队伍提供帮助*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选取本院精神科的护理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
.5

份#回收有效问卷
.5

份#有效调查率
#''d

*调

查对象年龄
#.

"

,5

岁#平均$

$&%$0/%5

&岁%男
$5

名

$

$5%&-d

&#女
-'

名$

-#%/,d

&%中专
#$

名$

#$%$d

&#大专
-5

名$

-.%"d

&#本科
5

名$

5%$d

&%在精神科工作
#

"

$'

年#平均

$

#$%"0"%5

&年*

$%/

!

调查方法
!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O7)!.'

&

+

$

,对调查对象

进行调查#包括
.

种症状因子#即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共
.'

条项目*评

分前由组织者讲解答卷要求和目的#统一指导#由被调查者以

无记名形式单独填写*

$%'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应用
O*OO#'%'

统计软件处理#

计数资料以
T0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和多元方差分析*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

见表
#

*由表
#

可见#患者在年龄-

文化程度-工龄方面
)

$ 值分别为!

#$%/.

-

-%,/

-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在婚姻状况方面
)

$ 值为
#%./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项目 男性 女性

!

年龄小于
$&

岁
/ #.

!

年龄
$&

"

,'

岁
#/ /'

!

年龄大于
,'

岁
#' ##

!

本科
, &

!

大专
$# &-

!

中专
/ 5

!

未婚
, "

!

已婚
$' "$

!

离婚
& $

!

工龄小于
#'

年
/ ,-

!

工龄
#'

"

$'

年
$# ,'

!

工龄大于
$'

年
, ,

/%/

!

精神科护理人员
O7)!.'

测试结果与中国常模比较
!

见

表
$

*由表
$

可见#

O7)!.'

测评精神科护理人员人际关系敏

感-抑郁-焦虑及敌对等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躯体化-强迫这
$

项的因子分与常模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心理问题的相关性因素
!

护士心理问题与社会支持-个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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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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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入呈负相关%与生活事件-时间紧迫感-无端敌意呈正

相关*

表
$

!

护理人员
O7)!.'

评分与中国常模比较

项目 护理人员$

+̂ .5

& 中国常模项目$

+̂ #$"'

&

> !

躯体化
#%&'0'%&" #%,"0'%/. $%#-

$

'%'&

强迫
#%"50'%,- #%"/0'%"' #%#"

%

'%'&

人际关系敏感
$%#'0'%-' #%"50'%"/ $%5.

%

'%'&

抑郁
#%&50'%"5 #%&$0'%&" #%$-

%

'%'&

焦虑
#%&50'%"' #%/'0'%/$ #%$#

%

'%'&

敌对
#%&&0'%&/ #%/50'%&" '%5.

%

'%'&

恐怖
#%,"0'%&' #%$/0'%/$ $%'.

$

'%'&

偏执
#%/50'%/, #%/,0'%&- '%5#

%

'%'&

精神病性
#%$/0'%/' #%$.0'%/' '%5,

%

'%'&

'

!

讨
!!

论

本调查显示#精神科护理人员
O7)!.'

总均分-阳性项目

数及抑郁-焦虑及敌对等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由此提示精神科护士的心理健康状

况较一般人群差*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

!

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

目前国内护士严重缺编#如本院精

神科男病区有常住患者
-'

例以上#而护理人员只有
#,

名#这

与卫生部
#.-5

年提出的标准
#%'j'%/

的床护比相差甚远*

护士人力配置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护理需求#这

不仅给患者带来不安全感#而且也成为影响护理人员安全的隐

患#使护士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

!

高度的职业风险
!

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

病态思维的支配下常发生冲动-毁物-伤人-自伤等行为#而且

他们在发病时情绪控制能力缺乏#往往抗拒治疗#打骂医护人

员的情况时有发生#护理人员只能宽容和忍让*长期超负荷的

负性情绪#使护理人员常常表现为抑郁+

,

,

*这不仅增加了精神

科护理人员的工作量#甚至还威胁到护士的人身安全*精神科

护士在完成繁重的日常护理工作的同时#还要防止患者发生意

外及保证自身安全*长此以往#给精神科护士的身心健康造成

了不良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精神科护士的工作热情和工作

质量*

'%'

!

个人成就感低
!

精神疾病是一种慢性迁延性疾病#往往

反复发作#有些甚至长期住院#护理人员的工作价值难以体现#

缺乏成就感#长期从事这种工作#会慢慢消磨其乐观态度和工

作热情*另外由于受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偏见的影响#社会在

对精神病患者歧视的同时#对精神科护士社会价值的定位也较

低#对精神科护士的社会贡献不能正确看待*精神科护士在社

会上缺少尊重和理解#精神科护士工作待遇低等+

/

,

#对精神科

护士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致使精神科护士的个人成就感低#家

属的认同度也低*部分医院管理者认为#护理工作从属于医疗

工作#认为医生是医院的主体#医院出台的各项制度#医生具有

绝对优势#精神科护士的辛苦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与尊重#

使护理人员不能从工作中体验到自我价值及满足感和成就感

等#主观上形成了不良的身心疲劳状态+

&

,

*

'%1

!

护患关系协调性差
!

患者发病时#对护理人员百般纠缠#

甚至谩骂-威胁#护理人员不仅承受紧张的精神压力#还要消耗

大量的体力*久而久之对工作产生厌恶-恐惧#出现脾气暴躁-

易怒-言行举止失常*

'%2

!

护理人员角色转换
!

精神科护理人员不仅要承担护理工

作#还要负责新入院患者的安全检查工作*有些患者安全检查

时极不合作#甚至动手打人*在这种状况下#护理人员可能会

产生灰心-厌恶-敌对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加重心理失衡*

'%)

!

应对措施

'%)%$

!

减轻或缓解压力
!

增加护士编制#改善超负荷的工作

状态#合理调配人员#加强夜班护理人员配备#以减轻当班护士

的体力消耗#增加安全系数#缓解内心压力*保证护士有足够

的休息和睡眠#为护士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护士在工

作中要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学会有计划地工作*

'%)%/

!

注重职业防护#减少职业危害
!

培养扩充精神科男护

士#有效减少和预防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的突发事件#提高精

神科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减轻工作风险所带来的心理

压力*

'%)%'

!

积极疏导不良情绪
!

寻求正确的宣泄方式#当有负面

情绪时可向家人-亲朋好友倾诉%参加社交娱乐活动%积极参加

适度的体育锻炼#以释放和调节情绪*管理者应经常倾听护理

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1

!

加强护理人才的培养
!

作为护理管理者应鼓励护理人

员不断学习新技术-新业务#拓宽知识面#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

护理人才*

'%)%2

!

和谐护患关系
!

对患者和家属应加强规章制度的宣

传#争取他们对护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

!

加强上岗前的培训工作
!

本次调查表明#未婚护理人员

及新调入精神科的护理人员心理问题较多*这与她们心理素

质不成熟-业务不熟练有很大关系*所以#对她们进行岗前技

能培训#加强思想教育尤为重要+

"

,

*定期组织学习如何有效与

患者沟通#如何安全地工作%指导护理人员掌握心理沟通技巧#

调整不良情绪#减轻工作压力#从而提高护理人员心理素质#保

障护理人员身心健康#提高工作质量*

总之#护理工作是医疗行业中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患者

需要护理人员以轻松-平和的心态展开护理工作#故护理人员

对自己的心理调整很重要*其实护理人员的压力问题不单存

在于精神科护理人员中#在其他科护理人员中也广泛存在*

护理人员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等都不是一种

孤立现象#而是与护理人员的生活环境-工作压力-社会支持等

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和护理人员的个性心理特征有关+

-

,

*因

此#在提倡护理制度改革的同时#希望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及全

社会从根本上重视护理队伍的建设#为他们创建一个良好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让护理人员以轻松-平和-健康的心态救护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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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

例肾病患儿血%尿
#

$

!S9

及肾功能测定&

T0H

'

组别
+

血
#

$

!S9

$

3

2

"

)

&

尿
#

$

!S9

$

3

2

"

)

&

血
7C

$

'

3;E

"

)

&

血
R:N

$

33;E

"

)

&

观察组
&' &%/$#0#%/"

"

'%'&'/0'%#"5

"

#'&%''0$5%$# &%5.0#%'/

对照组
,& $%&#'0'%-$ '%'$,&0'%#$& .5%''0$/%'. &%&"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表
$

!

轻%重度肾病患儿血%尿
#

$

!S9

比较&

3

2

+

)

'

肾损伤程度
+

血
#

$

!S9

$

3

2

"

)

& 尿
#

$

!S9

$

3

2

"

)

&

轻度
,. $%&-0'%/# '%'$#'0'%#'/

重度
##

$%'.0'%$"

#

'%'&$,0'%#"5

#

!!

注!与轻度病变组比较#

#

!

$

'%'&

*

/%'

!

血
#

$

!S9

与血
7C

-

R:N

的相互关系
!

见表
,

*肾损伤

早期血
#

$

!S9

升高#异常率为
5'd

#血
R:N

异常率为
#5d

#

7C

异常率为
#$d

#与前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肾损伤早期患儿血
#

$

!S9

与血
7C

-

R:N

进行相关

性分析#二者均呈正相关$

=

R:N

'̂%#",&

#

=

7C

'̂%#"$#

&*

表
,

!

&'

例肾病患儿血%尿
#

$

!S9

及
7C

%

R:N

异常率关系

指标 正常参考值 指标异常率$

d

&

)

$

!

血
#

$

!S9

$

3

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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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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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7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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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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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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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R:N

$

33;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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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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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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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_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

$

!S9

是一种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单链多肽低分子蛋

白#它起源于人体间质-上皮细胞和造血系统的正常细胞*健

康人体内
#

$

!S9

的合成和降解非常恒定#其相对分子质量较

小#

.&d

的
#

$

!S9

由正常肾小球滤过#约
..%#.d

的
#

$

!S9

被

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重吸收*因此#当血
#

$

!S9

含量增高时#

反映出
9V]

下降#滤过功能受损%当尿
#

$

!S9

含量增高时#则

反映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受损+

$!,

,

*有文献报道#血
#

$

!S9

比血

7C

及
R:N

更能敏感地反映
9V]

的变化#能早期发现肾功能

受损情况#是估计肾小球功能状态的敏感指标+

/!&

,

*

本研究资料显示#观察组血清
#

$

!S9

与尿
#

$

!S9

与对照

组相比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肾病早

期有
9V]

下降和肾小管损害#符合肾脏损伤急性期的病理变

化*本组结果还发现#血
#

$

!S9

升高的病例其病情越重#血

#

$

!S9

升高越明显*肾脏重度损伤患者血-尿
#

$

!S9

比轻度

损伤者升高更明显#这表明各种肾脏病的血清-尿
#

$

!S9

与病

情严重程度相一致#这对肾脏病情判断和预后估计有很大意

义*有研究发现#当
9V]

降低
"'d

以上时#血清
7C

-

R:N

才

开始升高#故血
7C

-

R:N

的测定仅有助于比较明显的肾功能

不全患者的诊断+

"

,

*本资料中表
,

显示#

&'

例肾病患儿血
#

$

!

S9

增高的异常率明显高于血
7C

和
R:N

的异常率#提示大部

分患者在血
7C

-

R:N

还没改变时#血
#

$

!S9

已出现异常升高*

同时血
#

$

!S9

随着血
7C

-

R:N

的增高而增高#二者呈正相关#

与文献报道结果相似+

-!5

,

*本研究表明#当
9V]

已降低时#大

多数病例血
7C

和
R:N

浓度仍基本正常#此时血清-尿
#

$

!S9

已升高#说明血清
#

$

!S9

增高出现时间比血
7C

和
R:N

的增

高更早#灵敏度更高#可以发现
7C

盲区#即反映
7C

异常以前的

某些早期或轻度肾损害*所以#血清
#

$

!S9

浓度测定可以作

为早期肾功能损害的敏感指标#而且取样方便#采血量少#成本

低廉#操作简便#可重复#无损伤#结果精确灵敏#值得推广#可

作为儿科疾病常规检测*

由于病例流失问题#本次研究没能对观察组
&'

例患儿进

行病程动态监测#不能分析恢复期患者血清-尿
#

$

!S9

是否与

病变期患者血清-尿
#

$

!S9

有显著性差异*在开始恢复时#

血-尿
#

$

!S9

是否比血
7C

和
R:N

更早下降#以此来判断病情

的预后#有助于临床医生作出进一步治疗方案#此分析还有待

于进一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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