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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Study on phychologic states in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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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对 196 名护士进行了心理健康

水平调查。结果显示 , 护士躯体不适 、 抑郁 、 焦虑 、 敌对因

子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 差异有显著意义。提示护士心理

健康状态低于一般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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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在医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护士所承受的压力

已成为一种职业性的危险[ 1] 。而护士工作中的有关因素有可能

既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 ,也影响到护士所提供的护理质量 , 进而

影响患者的治疗和社会心理康复。为了解护士的心理健康状

况, 探索预防及调节方法 , 提高和保障护士的身心健康水平 , 笔

者对 4 所综合医院直接从事临床工作的护士进行了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在太原市内抽取 4 所综合医院 , 对自愿参加

的直接从事临床工作的护士进行调查 , 参加者共 204 人 , 剔除

问卷或调查表填写不全者 ,有效人数 196人 ,均为女性 , 年龄 18

～ 42 岁 ,平均23.4岁 , 工龄 1～ 20 年 ,平均 5.5 年。

1.2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2] 作工具,填表前给予被

调查者统一的指导语,并嘱其独立完成。为了填写真实 ,问卷采用

无记名形式。此表共包含 90个项目,概括为 10 个因子 ,每个项目

根据其有无及严重程度,依次记为 1 , 2 , 3 , 4 , 5分 ,分别表示无 、轻 、

中、重 、极重 ,以因子分作为评价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

1.3　统计方法　将全部数据输入IBM微机建立数据库 , 以

SYSTAT 软件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护士 SCL-90 得分与全国常模[2]比较　本次调查 196 名

护士在 SCL-90 各因子的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 且躯体不适 、

抑郁 、 焦虑和敌对因子 , 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 P<0.05)

(见表 1)。

2.2　不同工龄护士 SCL-90 得分比较 , 5 年以下工龄护士

SCL-90 得分 , 除 “躯体不适” 一项显著低于 5 年以上工龄者

外 (P<0.05) , 其余各因子分均高于 5 年以上工龄者 , 且人际

敏感 ,抑郁因子分差异有显著性(P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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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护士 SCL-90 得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x±S)

因子项目
护士

(n=196)

常模

(n=664)
u值 P值

躯体不适 1.56±0.61 1.37±0.47 4.022 4 <0.01

强迫症状 1.66±0.57 1.59±0.54 1.592 0 >0.05

人际敏感 1.69±0.56 1.61±0.58 1.777 9 >0.05

抑郁 1.77±0.58 1.49±0.56 5.985 1 <0.01

焦虑 1.61±0.54 1.37±0.42 5.671 8 <0.01

敌对 1.58±0.59 1.45±0.52 2.722 3 <0.05

恐怖 1.34±0.48 1.30±0.47 1.029 9 >0.05

偏执 1.47±0.57 1.41±0.54 1.373 6 >0.05

精神病性 1.32±0.41 1.26±0.39 1.950 5 >0.05

阳性项目数 32.62±19.51 24.17±17.49 5.452 4 <0.01

表 2　不同工龄护士SCL-90 得分比较 (x±s)

因子项目
5年以下

(n=126)

5年以上

(n=70)
u值 P值

躯体不适 1.51±0.59 1.79±0.87 2.403 1 <0.05

强迫症状 1.73±0.67 1.59±0.56 1.561 1 >0.05

人际敏感 1.79±0.69 1.61±0.53 2.152 5 <0.05

抑郁 1.83±0.62 1.62±0.59 2.344 4 <0.05

焦虑 1.69±0.59 1.54±0.53 1.822 3 >0.05

敌对 1.63±0.53 1.55±0.51 1.037 5 >0.05

恐怖 1.37±0.51 1.32±0.44 0.719 4 >0.05

偏执 1.51±0.61 1.43±0.53 0.958 5 >0.05

精神病性 1.39±0.47 1.29±0.38 1.618 8 >0.05

3　讨论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容量大 , 反映症状丰富 , 能较准

确地反映病人的自觉症状 , 因而广泛应用于精神科临床和其

他躯体疾病病人的心理健康调查。最近已有用于临床医务人

员的研究 , 初步揭示了医务人员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心理健

康状态[ 3 ,4] 。研究表明 , 护士某些心身疾患发病率高于一般人

群 , 尤以抑郁 、 焦虑常见[ 3 ,5] 。本文调查表明 , 护士 SCL-90 得

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 提示其心理健康状况低于一般人群。 调

查者认为护理工作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 护理体制的某些问题 ,

医护之间及护士之间的愿望冲突 , 护士在医疗机构中的地位

及其个体素质等产生的压力持续长期地作用于护士 , 可能是

产生沮丧 、 焦虑 、 内疚 、 失望等的原因。 所以 , 有必要积极

开展护士心理卫生工作 , 这对患者的治疗和社会心理康复均

十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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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 , SCL-90 得分与年龄有关 , 即随年龄增长躯体

不适增高 , 而其他因子得分降低[ 2] 。本研究中 , 5 年工龄以下

护士SCL-90 因子分除躯体不适外 , 其他因子分均高于 5 年工

龄以上者 , 与年龄变化趋势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工龄短 、 年

龄小 、 缺乏工作经验 , 不能以良好的方式适应和应付工作环

境 , 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 有效地协调心理防卫机制 , 因而

易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长期处于不良的心理状态可对躯体

产生负效应 , 是导致躯体不适的重要原因和诱因。 护理工作

中的有关因素对护士 SCL-90 得分的影响与年龄的关系 , 尚须

进一步研究分析。

综上所述 , 护士的心理卫生状况是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 应采取措施改善各方面关系 , 减少护士的心

理冲突与压力 , 以保证护士的心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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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企业难以采取控制噪声的根本措施时 , 通过提

高工人自我保护意识 , 使其用好护耳器可降低噪声所致听力

损伤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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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是工业生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职业性有害因素。由于

乡镇企业的生产条件大多比较落后 , 故其噪声的危害更为普

遍 、 广泛与严重。由于一些企业中的噪声较难治理 , 其工人

的自我保护显得更为重要。为了解工人的防护意识对预防噪

声危害的作用 , 进行了本次调查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7 个产生机械噪声的乡镇企业中的 172名接触噪声的作

业工人为观察对象。作业环境的噪声强度 92～ 94dB (A)。

1.2　方法

1.2.1　有否防护意识　知道噪声的危害 、 知道护耳器的作

用与用法 、 重视听力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 认识自身防护

在听力保护中的作用 , 被调查工人了解上述内容达 3 项者为

有防护意识 , 否则为无防护意识。 按照防护意识的差别将观

察对象分为有防护意识组和无防护意识组。

1.2.2　是否使用护耳器　工人在工作中只要机器开动就使用

护耳器,每日使用护耳器的时间不少于 6小时为使用护耳器;不使

用护耳器 ,指有人督促时才偶尔使用或几乎没使用过护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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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听力损伤检测　对观察对象的听力测定使用丹麦产

VOYAGER522 型电测听仪 , 并按照 《工业企业职业听力保护

规范》 检测与评定听力。比较两组工人的护耳器使用率及其

听力损伤的检出率。两组工人的护耳器使用率与听力损伤检

出率的差异用χ2 检验方法检验其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接触噪声工人防护意识调查结果

对172 名接触噪声工人的调查见到 , 有防护意识的工人

77 名 , 占 44.8%。 其中知道噪声危害和知道护耳器作用者

100%, 知道自身防护重要性者有 62.3%, 而重视听力的重要

性者仅有 46.8%。无防护意识的工人 95 名 , 其中知道噪声危

害和护耳器作用者占半数以上 , 其余 2项知者较少 , 见表 1。

2.2　接触噪声工人使用护耳器的调查结果

使用护耳器者只有 41.3%。其中有防护意识的工人多能

认真使用护耳器 , 做好自我保护 , 其护耳器的使用率为

88.3%, 而无防护意识的 95 名工人中使用护耳器者只有

3.2%。两者比较 , 有防护意识的工人护耳器的使用率远高于

无防护意识的工人 , 其差别有非常显著性 (P<0.01)。见表

2。

2.3　接触噪声工人的听力损伤调查结果

172 名工人体检检出高频听损 , 单耳或双耳轻度 、 中度听

力损伤者 56名 , 占 32.6%。其中有防护意识的工人听力损伤

的检出率只有 9.1%;而无防护意识的工人听力损伤的检出率

高达 51.6%。两者比较检出率的差别有非常显著性 (P <

0.01)。见表 3。

3　讨论

保护噪声作业工人听力的根本措施是企业主动 、 积极的

改善作业条件 , 主要是在生产工艺 、 生产设备上采取防噪 、

降噪等防治措施。然而 , 由于受技术 、资金和企业负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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