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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分析综合性医院高年资护士的心理状况。方法：于 2020 年 3-5 月选取我院工龄 20 年以上的 49 名护士作为本研究对象，

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高年资护士的心理状况进行测评，最后以问卷调查研究法加以整合，分析影响其心理状况的有关因素，并提

出相关建议。结果：焦虑症状在 9 项因子中最为严重，在教育程度、科别、职称分类中，组间比较焦虑分值，P<0.05。结论：综合性医院

高年资护士的心理状况以焦虑为主，应采取一定措施，改善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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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调查我院高年资护士（工龄≥20 年）的比重占全院护理人员

总数的 30%左右，对长期专职从事临床实践工作和快节奏生活的高
年资护士来说，技术娴熟、经验丰富、阅历深是其具备的优势，也
是人力资源必备的一部分，但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环境很容易
导致强迫、焦虑等不健康的心理状况[1]。为了进一步了解综合性医
院高年资护士的心理状况，我院于 2020 年 3-5 月对高年资护士的
心理状况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下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20 年 3-5 月选取我院工龄 20 年以上的 49 名护士作为本
研究对象，发放 49 份 SCL-90 问卷，回收 49 份完整者，回收率 100%，
有效率 100%。49 名高年资护士均为女性，年龄处于 38-52 岁之间，
平均为（40.21±2.30）岁。教育程度：2 人为中专学历，25 人为大
专学历，22 人为本科及以上学历。职称：1 人为护士，2 人为护师，
39 人为主管护师，7 人为副主任护师。科别：19 人为病房工作，4
人为手术室工作，8 人为急诊科工作，11 人为门诊科工作，7 人为
其他。 
1.2 方法 

采用 SCL-90 量表测评 49 名高年资护士的心理状况，并安排填
写指导，回收完毕后整理问卷，共包括精神病性、恐怖、敌对、偏
执、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强迫、躯体化 9 项因子，计算分
值。 
1.3 观察指标 

观察和分析各因子分值，并比较不同分类分组的焦虑分值。 
1.4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数据录入 SPSS19 统计学版本中测算计量资料[表达形
式：均数±标准差；检验方式：t 值]。差异显著，P＜0.05。 
2 结果 
2.1 分析各因子分值 

由表 1 可知焦虑症状在 9 项因子中最为严重，具体如下表： 
表 1：分析各因子分值 

项目 例数（n）  分值（分） 

精神病性  49 1.24±0.45 
恐怖  49  1.30±0.40 
敌对 49 1.31±0.41 
偏执 49 1.34±0.41 
焦虑 49 1.74±0.49 
抑郁 49 1.44±0.46 
人际关系敏感 49 1.34±0.33 
强迫 49 1.69±0.36 
躯体化 49 1.68±0.50 

2.2 比较不同分类分组的焦虑分值 
在职称中，护士、护师的焦虑分值要高于主管护师、副主任护

师；在科别中，急诊科的焦虑分值要高于病房、手术室、门诊科、
其他；在教育程度中，中专的焦虑分值要高于大专、本科及以上。

组间比较，P<0.05。如表 2： 
表 2：比较不同分类分组的焦虑分值 

分类 分组  焦虑分值（分） P 值 

中专（n=2） 1.58±0.49 

大专（n=25） 1.42±0.33 

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上（n=22） 1.32±0.44 

<0.05 

病房（n=19） 1.40±0.35 
手术室（n=4） 1.38±0.44 

急诊科（n=8） 1.66±0.48 

门诊科（n=11） 1.35±0.45 

科别 

其他（n=7） 1.33±0.45 

<0.05 

护士（n=1） 1.65±0.41 

护师（n=2） 1.60±0.35 

主管护师（n=39） 1.51±0.43 

职称 

副主任护师（n=7） 1.41±0.45 

<0.05 

3 讨论 
SCL-90 是心理学研究常用的一种调查工具，在临床中具有广

泛的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对我院 49 名高年资护士进行研究，调查
SCL-90 心理状况，结果发现焦虑症状在 9 项因子中最为严重。由
表 2 可知，在职称中，护士、护师的焦虑分值要高于主管护师、副
主任护师；在科别中，急诊科的焦虑分值要高于病房、手术室、门
诊科、其他；在教育程度中，中专的焦虑分值要高于大专、本科及
以上。组间比较，P<0.05。护师作为医院护理主力军，各种重责均
要承担；而护士不仅职称低，实际工作量多，还因受教育程度失衡
导致的心理压力比其他职称人员要大。由此可以看出，导致高年资
护士焦虑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2]：①医疗体制不断改革和专
业技术飞速发展，需要高年资护士的知识、技能不断更新。②床位
的扩张、护理工作的繁重、工作内涵越来越高精尖，增加了高年资
护士的不安全感和疲乏感。③高年资护士自我要求高、紧张度高、
工作压力大。„相比之下，因年龄问题医院更关注有一定工作经验
年轻护士的培养，比如晋职、晋升、进修、学习等，高年资护士有
或多或少的失落感和被忽视感。 

通过调查，提出如下建议：①制定合理的行业标准，适当将人
力资源进行调整，缓解身心状态。②调整工作内容，缓解工作压力，
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从而激发工作积极性。③合理安排高年资护
士的作息时间，补充营养，保证精力旺盛。„医院应更加关爱与重
视高年资护士，注重年轻护士培养的同时，充分发挥高年资护士的
优势，完善护理梯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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