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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咸宁市社区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择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对咸宁市 19 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 316 名护士采用抽样法进行工作场所暴力调查。结果：经研究发现，在调查时间段内有 60%的人遇到了场所暴力，如言语攻
击、威胁、躯体攻击等。其中 51.0%的暴力发生在白天，而且 64.0%的施暴人是患者家属；护士受暴力影响，有 60.0%人气愤、76.0%的人委
屈、50.0%的人工作积极性大受影响等。结论：社区护士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持续升高，必须制定对应措施加以控制，才有助于保护社区护
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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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了保护护士合法权益，降低暴力发生几率，本文将

对咸宁市社区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状况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
研究。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 
选择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咸宁市 19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 316 名护士采用抽样法实施研究。 
调查的所有护士都是女性，年龄在 21~50 岁之间，其中 21-30

岁的有 174 人、31-40 岁的有 88 人、41-50 岁的有 54 人； 
工作年限方面，1-5 年的有 120 人、6-10 年的有 85 人、11 年

以上的有 111 人； 
学历方面，中专有 34 人、大专有 174 人、本科或以上有 108

人； 
职称方面，初级有 224 人、中级有 92 人；职务护士有 291 人、

护士长有 25 人。 
2、方法 
首先，选择调查工具，包括研究对象一般资料问卷（自制）和

《社区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问卷》。《社区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
问卷》通过国内外文献检索，并根据 WHO 关于工作场所暴力的定
义，对暨南大学医学院王声湧教授等人设计的《医院工作场所暴力
调查问卷》进行修订，使其适用于社区护士，并经 3 位专家评审和
预调查结果，反复修订，最终形成。 

其次，采用资料搜集法：采用匿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征得医
院护理部同意后，对入选科室护士长进行培训，告知本次研究的目
的、意义、问卷填写及质量控制方法，再由各科室护士长向该科室
符合条件的护士发放问卷。问卷发放 330 分，回收 316 份。[1] 

3、统计学研究 
本文数据经 SPSS24.0 软件收集、处理、解析，通过 sx ± 表

示计量资料，用%表示技术资料，用 X2 对影响数据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二）结果 

1、社区护士受到的工作场所暴力状况 
在调查时间段内有 224 人受到了暴力影响，其中，209 人

（58.0%）遭遇了语言攻击，108 人（30.0%）遭受了威胁；33 人遭
遇了躯体攻击（9.0%）、18 人遇到了性骚扰（5.0%）；同时，遭遇 1
次社区工作场所暴力的有 314 人、遭遇 2 次的有 170 人、遭遇三次
或三次以上的有 116 人。 

2、社区护士遭遇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分布状况 
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白班发生，约占 51.0%，其中 35.0%的暴

力事件在护士长、治疗室出现。 
施暴人中有 64.0%是患者家属，施暴诱因主要是素质低下

（47.0%）、埋怨等候时间过久（34.0%）、喝酒（32.0%）、提出无理
要求遭拒（30.0%）、不满意工作效果（30.0%）等。 

护士的应对方式主要以悉心解说、寻找上级、忍受退让为主。 
暴力事情发生后，有 76.0%的护士认为委屈、60.0%的护士工

作积极性降低等，且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3、社区服务中心应对暴力的态度及对策 
调查显示其主要采用病区摄像头安装、夜间工作区持续照明、

安装候诊区固定座椅等方式进行预防。一旦出现暴力现象，鼓励员

工马上上报的占 78.0%、设有暴力专门应对科室的有 33.0%、处理
效果好的有 44.0%、结合事实公平处理的有 62.0%。 

4、社区护士遇到暴力的影响因素 
经研究发现，暴力发生频率高的护理人群为初级职称与普通护

士，如初级职称暴力发生率为 72.0%，中级仅 43.0%；普通护士暴
力发生率为 67.0%、护士长仅为 15.0%。而且在年龄、工作年限、
学历方面遭遇社区场所暴力的发生率差异明显，P＜0.05，如表一所
示。 

表一 社区护士受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影响而遭遇社区暴力
发生状况 

项目  n（人） 遭遇暴力人数 X2 P 
年龄 21-30 174 100 
 31-40 88 23 
 41-50 54 41 

3.678 ＞0.05 

工作年限 1-5 120 98 
 6-10 85 57 
 ＞10 111 40 

26.855 ＜0.05 

学历 中专 34 25 
 大专 174 122 
 本 科 及 以

上 
108 38 

10.035 ＜0.05 

（三）讨论分析 
1、社区内部护士遭到工作场所暴力的发生率大 
经研究发现，社区内有 60.0%的护士遇到了社区场所暴力，其

中语言攻击占 51.0%，占暴力行为比例最大，由此可知护患或医患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患者或家属主要采用言语攻等形式对护
士施加暴力。因此，可在社区推广分级诊疗制度，加大社区护理人
才建设、做好基层医疗服务设施的完善等，才有助于降低对护士暴
力现象的发生几率。[2] 

2、应对社区护士遭受暴力的方法 
除本文提到的安装病区摄像头、固定座椅外，还必须联合政府、

社区、护士等多方力量共同应对暴力问题。 
3、护士在社区工作站遭受暴力的影响因素 
首先，受职务影响。如护士遭遇暴力的几率较高；原因主要是

护士长期在一线岗位中和患者接触，很容易变成患者抱怨、发泄的
对象。但是，护士长通常和患者接触少，而且主要以介入者身份参
与调停，加之经验丰富等，所以遭遇暴力的几率就小。 

其次，受职称影响。如初级护士遭遇暴力的几率较大，这是因
为初级护士远没有中级护士具备的工作经验、业务能力等，所以遇
到问题时处理效果不佳，容易产生护患矛盾，并遭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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