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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 名在职护士进行职业枯竭程度评定% 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_B$ 测定其唾液中 '淀粉酶浓度'
结果显示唾液 '淀粉酶基础浓度与人格解体呈正相关 #7g
#=#%$" 工作期浓度与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职业枯竭呈正相
关 #7g#=#%$% 与个人成就感呈负相关 #7g#=#%$" 平均浓
度与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职业枯竭呈正相关 #7g#=#$$'
情感耗竭和人格解体越严重% 职业枯竭程度越高% 唾液 '淀
粉酶浓度越高' 提示唾液 '淀粉酶浓度测定% 可作为职业枯
竭评估的潜在客观评价指标'

关键词! 职业枯竭" !淀粉酶" 唾液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C#"#$)$#"&#$,,&#,
!"#! $#?$,),$D9?;>E2?4FFGGH?"#$)?#"?#$-
护理人员是一类特殊的职业群体% 过重的工作负荷( 频

繁倒班( 注意力高度集中( 医患关系紧张以及长期过度的工
作压力易引发职业紧张% 甚至会导致职业枯竭' 紧张 #应激$
刺激下丘脑&腺垂体&肾上腺皮质 #MIB$ 轴% 机体可通过
心理&神经&内分泌机制% 使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轴被激
活% 释放大量儿茶酚胺( 多巴胺% 促进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
腺素分泌% 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 ' 有研究表明% 唾液'淀
粉酶 #_BB$ 主要由腮腺和下颌下腺的浆液腺泡细胞产生%
占唾液蛋白质的 '#^ %̀# %̂ 其生成过程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
神经共同支配% 并被认为是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激活直接

的标志物),%'* ' 有关职业紧张与 _BB浓度的研究开展较多%
包括急性应激 #如考试( 紧急模拟事件等$( 慢性压力% 但结
果不尽一致% 对职业枯竭与 _BB浓度的研究亦较少涉及' 本
研究以在职护士为研究对象% 运用Z1:31;5职业枯竭问卷% 对
职业枯竭水平进行评估% 探讨职业枯竭对护士 _BB浓度的影
响% 为职业枯竭的识别与评价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某市 ) 所乡镇卫生院的在职护士
$)#人作为调查对象% 无口腔疾病( 上呼吸道感染以及肺部(
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疾病史' 剔除不合格问卷后% 获得有效样
本 $'@份% 有效率为 -"=% '̂
!#$"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 调查表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 一般人口学特征资料% 如工号( 工作单位( 年龄( 工龄(
性别( 文化程度等" #"$ 可感的职业枯竭水平'
!#$#!!职业枯竭程度评定!选用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Z1:31;5和 +1:E:S> 联合开发( RS3:P等后期修订)%* ( 戴俊明
等))*开发的中文版 Z1:31;5 职业枯竭问卷% 共 $- 个条目% 包
括情绪枯竭 #..$ #(条目$( 人格解体eI#%条目$ 和个人
成就感IB #( 条目$ , 个维度% 其 aWS>71;5t:'系数分别为
#=()( #=(,( #=@#% 问卷采用李氏 (级法赋值' 计算职业枯竭
三维度的均分% 并根据公式! 职业枯竭m#='l情绪衰竭u#=,l

去人性化u#=,l个人成就感% 求得职业枯竭综合分'
!#$#$!唾液样本的采集与检测!调查对象采样前 $ 5避免运
动( 刷牙( 吸烟% 并且不摄入咖啡( 茶和食物' 采用 _132XPTTP
唾液采集管 # _1W:TP<T% BET2P>FP:P33:;51UTpaS?% Jv07WP;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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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W01>G$ 收集护士连续 "个工作日 ,个时间点的 ) 份唾液样

本% 分别为基础浓度 #@ o##$( 上午班中 #$#! ##$( 下午班

中 #$%! ,#$% 并将上( 下午班中 "个时间点的浓度合并为工

作期浓度' 被调查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将采集管中的棉条放

置于口中咀嚼 $ 02>后将其吐回唾液管% 以收集自然分泌的唾

液' 随后将唾液样本冷藏运输至实验室% 离心 #'### WD02>%

% 02>% "# ]$ 后&"# ]储存% 以待检测' 将唾液解冻后用

.*Y_B法检测 _BB浓度 #检出限为 % !0S3D*$% 试剂盒购于

南京森贝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用酶标仪为芬兰

#*17:G:TP0:Z63T2:E1> Z_$ ,%"型'

!#%"质量控制

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员% 掌握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 现

场调查时统一介绍问卷内容和要求% 调查对象自行填写由专

人负责及时回收( 汇总( 录入和审核问卷' 唾液采集和检测

严格按照操作要求( 反应时间和反应条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

资料用.H;P3建库% 对所有检测数据分布做正态性检验%

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要求' 运用 _I__$@=#软件进行偏相关及逐

步回归分析职业枯竭对 _BB浓度的影响' 变量进入方程的条

件! #$$ 方程的总体F值有统计学意义" #"$ 自变量的偏回

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 #,$ 自变量G"c$ '̂

$"结果

$#!!基本信息

$'@名调查对象均为女性% 年龄 "' %̀" 岁% 平均 ,%=,

岁" 工龄 , "̀) 年% 平均 $'=( 年' 文化程度! 初中 ") 人

# $(=) $̂% 高 中 #中 专 $ (" 人 # '@=) $̂% 大 学 %# 人

#,,=@ $̂" 职 称! 护 士 ,@ 人 # "%=( $̂% 护 师 (, 人

#'-=, $̂% 主管护师 ,( 人 #"%=# $̂" 婚姻状态! 已婚 $,#

人 #@(=@ $̂% 单身 #未婚( 离婚或丧偶$ $@人 #$"=" $̂'

$#$!护士职业枯竭得分情况

职业枯竭综合分 $=$# '̀=$- 分% 平均 #"=)'f#=%"$ 分"

情感耗竭 $=## '̀=@' 分% 平均 #"=,-f#=@"$ 分" 人格解体

$=## ,̀=@"分% 平均 #$=@@f#=)($ 分" 个人成就感 $="(`

)=$%分% 平均 #,=(,f$=$%$ 分' 得分越高表明职业枯竭状

态越严重'

$#%!_BB浓度测定结果

基础浓度为 @%=(" $̀##=") !0S3D*% 平均 #-"=,'f)="%$

!0S3D*" 工 作 期 浓 度 为 $"'=", `$'$=#' !0S3D*% 平 均

#$,$=''f)=-"$ !0S3D*" ,个时间点样品平均浓度为 $#(=)"

$̀"-=(% !0S3D*% 平均 #$$@=-"f)='-$ !0S3D*'

$#&!职业枯竭与 _BB浓度的相关性分析

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基础浓度与人格解体呈正相关 #7

g#=#%$" 工作期浓度与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职业枯竭呈正

相关 #7g#=#%$% 与个人成就感呈负相关 #7g#=#%$" 平均

浓度与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职业枯竭呈正相关 #7g#=#$$'

见表 $'

表!!_BB浓度与职业枯竭相关性

项目 基础浓度 工作期浓度 平均浓度

情感耗竭 #=#, #=,)!! #="-!!

人格解体 #=$@! #="'!! #=,,!!

个人成就感 &#=#' &#="#! &#=#-
职业枯竭 #=#) #=$-! #="%!!

注! !7g#=#%% !!7g#=#$'

$#'!职业枯竭与 _BB浓度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职业枯竭及其 , 个维度对 _BB浓度影响的

效应大小% 将职业枯竭及其 ,个维度作自变量% 年龄( 工龄(
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为控制变量% _BB浓度为因变量% 进
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

由标准化回归系数 #H#'%$ 看出% 基础浓度受人格解体
影响% 为贡献因素 #7g#=#%$" 引入变量能解释方程总变异
的 ,=) "̂ 工作期浓度主要受情感耗竭影响% 为贡献因素 #7
g#=#$$" 其次受个人成就感影响% 为负面因素 #7g#=#%$"
引入变量能解释方程总变异的 $@=- '̂ 平均浓度主要受人格
解体影响% 其次受情感耗竭影响% 两者均为贡献因素 #7g
#=#%$" 引入变量能解释方程总变异的 $(=" '̂

表$!职业枯竭对 _BB浓度的影响

因变量 G G" 引入变量 "值 H#'%值 7值
基础浓度 #=$-# #=#,) 常量 @-=$-@ g#=##$!!

人格解体 #=@'( #=$@" #=#'$!

工作期浓度 #=',' #=$@- 常量 $"@=#%% g#=##$!!

情感耗竭 $="@- #=,'% g#=##$!!

个人成就感 &#='%' &#=$)- #=#'$!

平均浓度 #='$% #=$(" 常量 $$-='-# g#=##$!!

人格解体 #=@$- #="(( #=##$!!

情感耗竭 #=%,% #=""$ #=#$#!

注! !7g#=#%% !!7g#=#$'

%"讨论
职业枯竭 #9S7 76W>S6T$ 也称职业倦怠( 工作耗竭等% 是

个体不能有效应对工作中长期的各种慢性情绪和人际压力而

产生的一种延迟性心理反应)(* ' 职业枯竭可以看作是个体适
应职业应激的最后阶段% 是面对长期工作压力而引起的极度
紧张% 是职业紧张状态下个体应对与要求的失衡' 有研究表
明)@ $̀$* % 急性应激 #例如考试( 紧急模拟事件等$ 可导致
_BB浓度增加% 并与儿茶酚胺浓度密切相关' 而慢性压力(
职业枯竭与 _BB浓度的相关性尚无定论' J1TPW等)$"*研究认

为% 工作需求过多% 工作负荷过重% 心理压力越大% 社会支
持越少% 个人成就感越低% 则 _BB浓度越高" 并且高慢性压
力者在各时间点的 _BB浓度更高' 而h2>FP>UP3<等)$,*研究认

为% _BB与慢性压力( 职业枯竭无相关性'
虽然目前关于慢性压力对 _BB的影响尚无定论% 但鉴于

_BB是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激活直接的标志物% 其高浓度
状态很可能证实了长期压力对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的过度
激活作用' 合理的调控机制可能为心理压力刺激交感&肾上
腺髓质系统% 儿茶酚胺释放增多% 作用于腮腺和下颌下腺上
的相应%肾上腺素能受体% 促进;BZI分泌% ;BZI可激活细
胞内的蛋白激酶% 造成受体相关蛋白磷酸化 #或去磷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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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 _BB的大量分泌' JSTS等研究表明)$'* % 患者的焦虑
程度与 _BB浓度正相关' RS:;5 等)$%*研究认为应激不能控制

或被动应付时% _BB活性增强" 相反% 应激可以控制或主动
应对时% 其活性降低'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情感耗竭和人格
解体越严重% 职业枯竭程度越高% _BB浓度越高' 提示% 护
士长期的职业枯竭会造成 _BB浓度的升高' 研究结果符合慢
性应激产生的因果解释% 也符合应激的生理学机制'

综上所述% 以女性为主的护士是职业枯竭的高发人群%
职业枯竭对 _BB浓度有影响% 提示 _BB可作为识别与评价职
业枯竭的潜在客观指标' 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 如研究对象
仅为乡镇卫生院的护士% 不能代表我国护士人群的总体% 今
后应增加样本量% 在各省( 市( 县等分层整群抽取样本进行
重复研究% 以检验本次研究的普遍性意义' 此外% 本研究为
横断面调查% 所得出结果仅仅说明职业枯竭与 _BB水平有一
定的相关性% 尚难以做出因果关系的推论% 今后应进行前瞻
性的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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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支气管灌洗液中新喋呤( Y*/!$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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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Y_B法测定 )@ 例矽肺患者 #壹期 ,% 例( 贰
期 "$例( 叁期 $"例$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RB*O$ 中新喋呤
#JKT$ 和Y*/$"的含量% 随机选取 "# 例工龄工种相似但未确
诊矽肺的患者作为对照' 矽肺各期RB*O中JKT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 #7g#=#$$" 贰期组高于壹期组( 低于叁期组 #7g
#=#%$' RB*O中 Y*/$" 水平矽肺各组均高于对照组 #7g
#=#$$" 贰( 叁期组均高于壹期组 #7g#=#$$% 叁期组低于贰

期组 #7c#=#%$' 随着接尘工龄的增加Y*/$"与JKT水平呈下
降趋势% 二者可能具有协调作用并呈正相关' 联合监测矽肺
患者RB*O中JKT和Y*/$"的浓度对矽肺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新喋呤" Y*/$"" 矽肺"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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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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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的发生( 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 其

中氧化应激所致的巨噬细胞损伤( 免疫系统活化所致的细胞
因子和炎症介质的大量分泌是矽肺发生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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