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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主义行为（Presenteeism）是指员工感到身体不

舒服时仍然参加工作，由此可能带来生产力损失和其他

负面影响的行为 [1]。据国内调查显示，74% 的职场人士

都有过带病参加工作的行为 [2]。由于工作负荷大、轮班、

夜班、工作可替代性低等原因，护士是出勤主义行为发

生率较高的职业之一 [3]。当护士带病参加工作时，由于

健康状况不佳，致使其工作能力受到限制，同时无法集

中精力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常常会导致其工作效率低

下，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较多的病人跌倒次数、较多的给

药错误和较低的护理质量 [4]。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

于出勤主义行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

关于护士出勤主义行为的实证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完

善 [5]。自 2020 年 1 月以来，全国多地出现感染病例，累

计已达 5106026 人次，且出现变异株。面对发展迅速的

疫情，抗疫一线人员身心都经受着异于常人的考验，出

勤主义行为频繁。为此，研究者运用质性访谈方法，对

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护理人员出勤主义行为进行调查，

以期提高护士的工作投入水平，采取措施对护士出勤主

义行为进行预防和干预。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2020 年至 2022 年参与支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受访者均来

自山西省太原市某三甲医院，样本量以受访者的资料重复

出现，且资料分析时不再有新的主题呈现（资料饱和）为

标准 [6]。最终纳入有效护士10人，年龄30-50岁，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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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4-26年；工作科室：急诊3人，普外科2人，神经内科

2人，ICU1人，内分泌科1人，器官移植中心1人；2人参

与过SARS及其他新发传染病救治工作，受访者一般资料

见表1。访谈前，研究者征得受访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研究者进行全程录音。样本量按照访谈资料无新主题

出现、信息达到饱和的原则确定，最终共访谈10名护士。

表1　受访者的一般资料（n=10）

编号 年龄 性别 工作年限 学历 职称

N1 50 女 26 本科 副主任护师

N2 34 男 10 本科 主管护师

N3 32 女 4 硕士 护师

N4 30 女 5 硕士 护师

N5 34 男 8 本科 主管护师

N6 46 女 22 本科 副主任护师

N7 37 女 13 硕士 主管护师

N8 37 女 12 本科 主管护师

N9 36 女 11 本科 主管护师

N10 34 女 8 本科 主管护师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以半结构、深度访谈的方式

收集资料。为避免医护交叉感染，规定医护人员下班后

须进行自我隔离，因此本次访谈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开展，

访谈地点选择在受访者所住宾馆。访谈前设计访谈提纲：

①你对出勤主义行为有怎样的认识？②你在此次支援工

作中有过出勤主义行为吗 ? ③你认为导致你出现出勤主

义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与解决？④关于出勤主

义还有什么内容你想进行分享？研究者直接参与武汉新

冠肺炎临床一线支援工作，与访谈对象建立了良好关系，

有利于研究对象更好地畅所欲言、表达观点。提前与研

究对象约定好时间，进行一对一访谈，访谈全程录音，

访谈围绕访谈提纲展开，并根据研究对象的回答灵活调

整访谈内容及提问方式，同时注意观察、记录被访谈者

的非语言信息，对于情绪激动的访谈对象及时停止访谈

并给予心理疏导，每人访谈时间为 40-50min。

1.2.2 资料分析方法

资料分析与资料收集过程同步进行。按照 N1-N10

依次给每份访谈资料编号。访谈结束后播放录音，由 1

名研究者在 24h 内将录音资料转录为文字，并记录其表

述过程中的情绪和非语言行为。资料分析采用 Colaizzi 7

步分析法：①反复阅读所形成的书面文字资料；②逐字、

逐句分析其含义；③摘录出有意义的陈述；④对有意义

的内容进行编码并分类形成主题；⑤联系研究对象，将

主题向研究对象完整叙述；⑥陈述构成该现象的本质性结

构；⑦将所得结果返回研究对象处，求证内容的真实性。

1.2.3 质量控制

将研究进展与受访者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进行反

复讨论，并将初步研究结果寄予受访者，请他们提出意

见和建议，通过受访者的反馈和进一步对话，使研究结

果更贴近护理人员的切身感受。

2　结果

2.1 个人层面

护士发生出勤主义行为个人因素主要是身体和心理

欠佳。护士 N2：“我本来腰不好，这次支援是负责危重

病人的管理，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给患者翻身拍背，几个

班下来腰疼得厉害。”护士 N7：“我有一次来例假，肚子

疼的厉害，但没有人可以换班，没有办法，只能咬牙坚

持。一边是穿防护服弄的全身出汗，一边是例假痛，真

的是太难受了。”护士 N9：“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受

了点凉就拉肚子，但是不想浪费防护服，就那么坚持下

来了。”护士 N3：“我刚开始进仓的时候太紧张了，生怕

自己被传染，饭也吃不下。”

2.2 工作因素

①特殊的工作岗位：由于医护人员短缺，导致护理

人员有着多角色、多岗位的特点，除护理工作外，其还

负责医疗防护物资管理、环境消毒、防护废物收集等工

作，身兼数职，可替代性差。护士 N2：“我不光负责患

者的护理工作，还要负责防护物资的出入库以及其他分

配的工作，而且是白天做这些工作，晚上上夜班，真的

像超人一样。”护士 N10：“每次上班我都绷紧神经，我

们队有负责特殊管制人员，心理上多少有点不舒服。”②

工作责任感：支援一线的护士都是自愿报名，代表省

里医疗团队出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护士 N6：

“我们刚到核心区的时候，疫情比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作为带队组长，压力真的不是一般的大，病房的分区，

物资的摆放，人员的调配，全部是要解决的问题。护士

N1：“这是我第二次经历抗疫，比起那些年轻人经验多

一些，她们都说有我在特别安心，所以有些不舒服也是

硬扛着坚持。”③参与动力和求知欲。参与抗疫能提高

业务水平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护士 N3：“2003 年非

典的时候我还小，非常佩服抗疫的人员。这次我终于能

参与其中，想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回报社会，锻炼自

己。”护士 N8：“我是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的，虽然有感染

的危险，家里人也很担心，但是我觉得也是一次锻炼，

好多同事都羡慕我能来。”

2.3 组织因素

虽然全国各地有医疗队支援疫区，但是面对前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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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快速增长的势头，医护人员和物资还是处于短缺状态，

存在人员配置不足的问题。护士 N6：“肯定会有难受想

休息的时候，可是实在是没有人顶班，我的同事本来是

排的休息，还要临时被叫去加班。”护士 N9：“抗疫初期

防控物质短缺，我们甚至都做了裸上的心理准备。第一

天上班 4h 就收满了整个病区，而且都是危重症，有一瞬

间真的很崩溃。”

2.4 团队因素

团队氛围影响护士出勤主义行为。护士 N1：“组里

头的人都是干劲十足，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请假，让领导

为难。”护士 N5：“到了这里就是来支援工作的，女汉子

们都抢在前头，我一个大男人因为一点不舒服就退缩，

实在是太丢人了。”护士 N8：“我们组的姐妹们特别团

结，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医院的，平时处的就很好，已

经很照顾我了，不能再麻烦她们了。”

3　讨论

3.1 关注抗疫护士身体健康，注重心理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性、致死性及危重病人的

护理工作给一线护士带来较大的身心压力。医护人员在

防护状态下开展工作，表现出负荷大、消耗大的特点，

常易出现缺氧、头痛、呕吐、身体不适等情况，同时长

时间穿戴防护用具还易出现压力性损伤、创面暴露增加

等。为缓解护理人员的紧张情绪，应对一线医护进行线

上培训，包括消毒隔离知识、传染病房的建筑布局要求、

各种人员及物品的走向、各种污物的处置等 [7]，指导护

士科学防护，消除紧张情绪。组建涉及多学科的精神科

和临床心理队伍，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适当的精神心理

干预和支持措施。

3.2 完善工作流程和排班模式

管理者应当充分了解掌握护士个人困难和身体情况，

排班设计根据工作量适当调整，为护理工作的开展提供

良好的人力支援保障基础。提示管理者在护士排班中要

保证梯队合理 [8，9]，并适当安排备班，做好人力资源的精

细化管理。制定人力资源应急管理策略，科学配置人员，

从人员素质、岗位性质、患者情况等综合考虑。同时建

议增大护患比，从根本上减轻护士工作负荷，改善一线

护士的工作环境，从而降低护士的出勤主义行为频率。

3.3 消除沉默行为，完善请假制度

当护士带病参加工作时，常常需要付出额外的生理、

心理和情绪资源，但不论任务是否能够很好完成，都会

消耗其大量的生理、心理和情绪资源 [10，11]。但是多数护

士选择沉默行为，隐瞒不适，这种行为无论是从个还是

集体都是不利的，管理者应该消除沉默行为。另外，应

当进一步完善请假制度，鼓励护士身心不能承受工作任

务时提出要求，减少损失。

4　小结

本次通过质性研究得出一线护士面对艰巨的抗疫任

务，出勤主义行为频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护理管理

者应重视护士身心健康，制定规范可行的培训制度，提

供心理支持，减轻身体和心理压力。同时应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优化排班模式，建立阶梯递进式排班模式，合

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减少出

勤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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