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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耿祺 

(辽源市第二人民医院  精神科一疗区  136200） 

摘要：目的：分析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方法：对我院精神科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32 例医护人员进行研

究，同期选取 32 例其他科室医护人员作为对照。对比两组睡眠质量以及心理健康评分，并分析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结果：精神

科睡眠质量评分以及心理健康评分均高于其他科室，P＜0.05。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除入睡时间外）与各维度心理健康呈正相关性。

结论：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以及心理状态问题均高于其他科室，且睡眠与心理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需要加强对精神科医护人

员心理教育，改善心理状态，促进睡眠质量的提高，从而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好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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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是医学一个分支，专注于诊断、治疗、预防

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心理障碍以及行为问题，如情感障
碍、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以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等等
[1-2]。精神科在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以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心理
健康问题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负面影响。但由于长期
面对高压、情感负荷重工作环境，导致精神科医护人员
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备受关注。相关研究表明，精神科
医护人员睡眠质量普遍存在问题，与轮班工作、夜班频
繁、工作压力大等因素有关[3]。同时精神科医护人员也存
在较高比例心理问题。睡眠与心理健康之间相互影响，
不良睡眠质量可导致或加剧心理健康问题，反之亦然，
工作压力与情绪负担可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眠问题
又进一步恶化心理状态，形成恶性循环，对医护人员身
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本研究通过对 64 例医护人员进行
研究，分析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的相互作用，了解其如
何相互影响，为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基础，旨在
改善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减少职业倦怠以及
工作相关心理问题，提高医护人员工作效率，提升护理
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对我院精神科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32 例医护

人员进行研究，同期选取 32 例其他科室医护人员作为对
照。精神科医护人员男性 5 例，女性 27 例，年龄最小 20
岁，最大 51 岁，平均年龄为（35.51±2.14）岁；其他科
室医护人员男性 4 例，女性 28 例，年龄最小 20 岁，最
大 50 岁，平均年龄为（35.45±2.42）岁。两组一般资料
无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医院人员进行调查，在调查前

告知医护人员调查的意义与目的，提高其配合度。 
1.3 观察指标 
（1）睡眠质量[4]：采用 PSQI 量表，共计 23 个项目，

总分 0-21 分，分值越高表示睡眠问题越严重。 
（2）心理状况[5]：采用 SCL-90 量表，包含 90 个项

目，覆盖心理健康多个方面，采用 5 级评分法，分值越
高表示心理问题越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采用

（ sx ±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采用[n(%)]表示，行χ2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精神科与其他科室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以及心理

状况对比 
精神科睡眠质量评分以及心理健康评分均高于其他

科室，P＜0.05，详见表 1。 
表 1 精神科与其他科室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以及心理

状况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PSQI 评分 SCL-90 评分 

精神科 32 5.49±1.53 153.88±15.12 

其他科室 32 4.05±1.02 131.08±13.22 

t 值  4.429 6.421 

P 值  0.001 0.001 

2.2 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相关性分
析 

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除入睡时间外）与各维
度心理健康呈正相关性，详见表 2。 

表 2 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相关性分析（γ） 

 睡眠时间 睡眠障碍 入睡时间 睡眠效率 日间功能障碍 安眠药物 睡眠总分 

躯体化 0.285 0.192 0.151 0.260 0.314 0.151 0.288 

强迫 0.349 0.295 0.195 0.295 0.351 0.241 0.335 

人际关系 0.291 0.206 0.092 0.251 0.278 0.209 0.261 

忧郁 0.375 0.281 0.173 0.305 0.315 0.342 0.345 

焦虑 0.220 0.198 0.092 0.231 0.208 0.259 0.218 

敌对 0.241 0.125 0.101 0.201 0.210 0.242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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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 0.187 0.155 0.065 0.224 0.185 0.195 0.195 

偏执 0.152 0.079 -0.001 0.142 0.151 0.212 0.113 

精神病性 0.154 0.108 0.119 0.261 0.159 0.236 0.179 

总均分 0.334 0.252 0.158 0.298 0.298 0.281 0.308 

3.讨论 
精神科医护人员作为医疗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着对精神障碍患者诊断、治疗以及护理的重要职责。
医护人员工作性质要求高水平专业技能与情感投入，使
其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近年来，随着对医护人员工作
生活质量关注增加，其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逐渐成
为研究的热点，医护人员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不仅关系
到个人，更直接影响到患者护理质量。睡眠是维持人体
生理功能以及心理健康的基本需求，良好睡眠质量对恢
复体力、巩固记忆、调节情绪以及提高工作效率至关重
要。但医护人员尤其是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普遍不
佳，主要是由于精神科医护人员常需要轮班工作，打乱
生物钟，影响睡眠质量，且工作中压力也会导致其在休
息时间难以放松，影响睡眠。同时精神科医护人员在面
对患者痛苦时，往往需要付出大量情感劳动，从而使其
易出现情绪疲劳与职业倦怠，进而影响心理健康状况，
而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医护人员工作效率，降低生活质量，
还会影响人际关系以及对患者的护理质量[6-7]。 

精神科医护人员工作性质与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有很
大不同，需要面对精神障碍患者，部分患者甚至存在自
杀、自伤或攻击他人风险，医护人员需要时刻保持高度
警惕，且医护人员需要进行大量情感劳动，如倾听患者
痛苦、提供情感支持等，易导致情感耗竭，累积心理压
力。同时需要应对高强度工作压力，尤其是在处理紧急
情况、参与复杂病例等中，常加班、轮班工作。此外，
精神科医护人员工作不被社会以及家庭充分理解，甚至
引起家属的质疑、社会的偏见以及歧视，增加心理压力，
使其更易出现职业倦怠、心理健康等问题。本研究中，
精神科睡眠质量评分以及心理健康评分均高于其他科
室，P＜0.05。 

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一
方面，睡眠质量下降可导致或加剧心理健康问题，如情
绪障碍、记忆障碍、认知损害甚至行为紊乱；另一方面，
心理健康问题也会影响睡眠质量，如焦虑、抑郁等情绪
障碍易引起入睡困难、夜间醒来次数多和早醒等。两者
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即睡眠问题加剧心理健康问题，
而心理健康问题又进一步影响睡眠质量[8]。本研究中，精
神科医护人员睡眠质量（除入睡时间外）与各维度心理
健康呈正相关性。从生理角度来看，睡眠过程中，大脑
神经递质会发生明显改变，如褪黑素、5-羟色胺、多巴
胺等，对情绪调节、认知功能有重要影响，睡眠质量差
可导致 HPA 轴过度激活，增加皮质醇分泌，增加应激反
应，影响心理健康。良好睡眠有助于减少负面情绪影响，

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并有助于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
忆，遗忘不愉快经历，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情绪
稳定有助于降低应激激素水平，减少对睡眠的影响，改
善睡眠质量。因此，改善医护人员睡眠以及心理健康至
关重要。首先需要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医护人
员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并组织团体辅导活动，
通过集体讨论、分享，减轻职业压力。其次合理安排工
作时间，避免过度加班或连续夜班，确保医护人员有足
够休息时间，对于连续工作较长时间医护人员，实施强
制休息。同时鼓励家庭成员给予医护人员更多的情感支
持，缓解工作压力，并建立社会支持系统，为医护人员
提供更全面支持。此外，开展压力管理培训，教育医护
人员应对策略以及心理调适技巧，提高医护人员心理适
应能力，并定期评估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心理问题，尽
早干预，促进医护人员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精神科医护人员睡眠以及心理状态问题
均高于其他科室，且睡眠与心理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
环。因此，需要加强对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教育，改善
心理状态，促进睡眠质量的提高，从而有助于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好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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