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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症监护病房护理工作的强度比较大，工作的节奏

也比较快，加上对护理人员工作时效性的要求比较高，

因此对相关 ICU 护理人员自身素养以及其工作质量的要

求都比较高，与此同时，抢救工作时间不确定使得其工

作量比较大，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人员的情绪以及压力的

波动比较大，从而会存在职业倦怠感，严重的情况下有

些护理人员可导致离职的倾向，非常不利于 ICU 护理工

作的开展。临床中关于 ICU 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以及职

业倦怠感相关的研究比较多见，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比较少，所以，在护理人员职业倦怠感与职业认同

感改善措施的制定仍就缺少一定的参考依据。本研究探

讨 ICU 护理人员职业倦怠感与职业认同感的相关性，旨

在为上述干预措施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依据，现报道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在 2020 年 3 月 -2021 年 3，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

分析我院 75 名 ICU 相关护理人员的临床基础资料。使用

自制的职业认同感量表，对相关 ICU 护理人员职业认同

感的水平进行评估，根据他们水平高低展开分组，把职

业认同感比较高的相关 ICU 护理人员 65 名的资料纳入 A

组，纳入 B 组的就是剩下职业认同感水平比较低的 10 名

护理人员。在 A 组中男性护理人员为 20 名，女性护理人

员为 45 名（改不了，A 组一共 65 名才合理），平均年龄

为（25.91±1.42）岁。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为：45 名大专

护理人员，20 名本科护理人员。B 组都是女性护理人员，

平均年龄在（25.46±1.49）岁。受教育的程度为：7 名大

专护理人员，3 名本科护理人员。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 方法

（1）职业认同感评估

本院按照国内外与护士职业认同相关的一些文献资

料，使用自制的职业认同感量表，对相关 ICU 护理人员

职业认同感的水平进行评估，效度系数为 0.98，信度系

数 Cronbach'sα 为 0.93。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的方法，每

一个条目都具有五个等级，分别为“非常不像我”“有一

些不像我”“没有意见”“一些像我”“非常像我”评分为

0 ～ 4 分，累计每一个条目得分，满分一共为 80 分，其

中职业认同感比较差的小于 48 分，中等在 48 到 65 分之

间，65 到 80 分之间为职业认同感好。

（2）职业倦怠感评估

基于 Maslach 倦怠调查问卷修编的职业倦怠量表，

评估相关 ICU 护理人员职业倦怠感，效度系数是 0.87，

信度系数为 0.89。该量表主要使用 Likert 7 级计分的方

法，每一个条目都具有七个等级，分别为“从不”“极

少”“偶尔”“有时”“经常”“极多”“总是”，分值为

0 ～ 6 分，自我成就感维度反向计分，累计条目得分，评

分的范围在 0 ～ 126 分，分数越高则代表相关护理人员

职业的倦怠感越强。

3. 统计学方法

本文相关护理人员的基础数据运用 SPSS 20.0 统计学

软件。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并且需要运用 t 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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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Pearson 分析职业认同感的评分以及职业倦怠感之间

的相关性。P ＜ 0.05 代表着差异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职业认同感及职业倦怠感的评分比较，详见

下表 1 所示。

表1　两组职业认同感及职业倦怠感评分比较

（分， x s±  ）

2. 急诊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评分与职业倦怠感的相

关性分析

经 Pearson 分析，急诊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评分与职

业倦怠感间呈负相关（r=-0.203，P ＜ 0.001）。

三、讨论

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量比较大，他们

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工作细节繁琐，因此对其心理情

绪造成较大的冲击，其心境状态多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也是 ICU 护理人员亟待改善的方面。再者，ICU 护理人

员受上述方面的影响，存在心理及工作压力较大等情况，

导致职业倦怠感表现突出，甚至出现离职倾向及离职的

情况，而这不利于 ICU 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故对 ICU

护理人员进行职业倦怠感及心境状态的改善意义均较高。

而要实现有效改善其上述不良情况的目的，对于其影响

因素与关系的分析则是必要前提。临床中与护理人员职

业认同感与职业倦怠感的研究虽常见，但是针对急诊护

理人员的关系研究未见，因此本方面的进一步针对性研

究空间较大。

护理人员存在职业倦怠感时，通常表现非常明显的

疲惫状态，对工作也缺乏基本热情，甚至还会存在漠不

关心病人的情况，主要认为现阶段从事的职业没有任何

的价值可言，职业的认同感比较差。职业倦怠感进一步

地影响到 ICU 护理人员正常的工作状态，不断地加大发

生医疗纠纷的风险，特别在重症监护病房，稍有不慎就

会使得病人死亡。因为重症监护病房就是医院重症病人

最集中、抢救任务最重的科室。ICU 的护理人员相较于

其他科室的护理人员而言，需要保持长时间头脑清醒，

并且以充沛体力以及精力运用行之有效的措施，辅助医

生对重症病人展开抢救工作，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下使

ICU 护理人员身心俱疲，更容易存在职业的倦怠感，并

且发展为中重度职业倦怠感的风险较高。本研究结果显

示，A 组相关 ICU 护理人员自身职业认同感的评分比 B 组

的要高（P ＜ 0.01），职业倦怠感的评分比 B 组的要低（P

＜ 0.01）；经过 Pearson 的方法分析，相关 ICU 护理人员

自身的职业认同感评分以及职业倦怠感评分之间主要呈

现出负相关（r=-0.216，P ＜ 0.01），充分表明 ICU 护理人

员自身的职业认同感的评分越高，他们的职业倦怠感也

就会越低。

职业认同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体对于所从

事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看法，与社会对

该职业的评价及期望的一致性。ICU 护理人员的职业认

同感越强，能够在日常繁重的护理工作中保持平和的心

态，发现护理工作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并且能从中找到

护理的新认知和体验，使护理工作的职业压力变为动力，

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职业倦怠感。因此，要在日常护理

工作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以提升 ICU 护理人员的职业

认同感，进而减弱职业倦怠感。我科针对这个原因，成

立干预小组，定期开展实践活动，培养以及建立良好的

合作团队非常重要，同事之间的相互学习，良好交流能

够缓解工作压力。良好的合作体系，进一步帮助医护人

员缓冲工作的压力，减少负面情绪。大家在干预小组中

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精神层面主要包括领导支持、

同事支持、组织或团队气氛等。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调

节工作压力，防止倦怠感的产生。我科鼓励护理人员多

参加户外运动，在大自然中调节身心，放松压力。

护理工作繁杂辛苦、技术性强。而护理人员劳动的

报酬有比较低 . 晋升高级职称也比较困难，加上相关人员

严重的缺编，减少护理人员在职教育的机会，以上原因

均使得相关护理人员不安心工作，跳槽改行的人比较多，

造成护理队伍不稳定。各级领导需要贯彻执行“卫生部

关于加强护理工作”的文件精神，重视护理队伍建设，

根据不同护理人员对工作的满意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

措施及激励手段 . 最大限度地提升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感。

综上所述，ICU 护理人员自身的职业倦怠感和职业

认同感之间有密切的关联，需要充分重视对重症监护病

房护理人员上述方面的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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