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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护理与健康

精神科护理人员焦虑和抑郁情绪与工作压力的关系

罗芙蓉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 401147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精神科护理人员焦虑、抑郁负性情绪与工作压力的关系。方法：选取医院精神科护理人

员20名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负性情绪进行调查，对比有负性情绪者与无负性情绪者各方面工作压力源量表评分差异，

并分析负性情绪与工作压力的相关性。结果：本组受试者中，分别有12例、8例有焦虑和抑郁情绪，有焦虑情绪者各

方面工作压力源量表评分均明显高于无焦虑情绪者（P ），有抑郁情绪者各方面工作压力源量表评分均明显高

于无抑郁情绪者（P ）；焦虑、抑郁与工作压力评分均呈正相关性。结论：精神科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大，焦虑

和抑郁情绪严重，负性情绪与工作压力呈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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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有

着密切的关系，在良好的心理状态下进行护理工作有利

于提高护理的质量，因此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

引起社会的重视[1]。精神科护理人员是护理工作者中的特

殊群体，精神科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较差，同时大脑功能

失调，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甚至部分患者十分抗拒治

疗，护理人员在与精神科患者接触的过程中，容易产生

较大的心理压力，极易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因

而精神科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应该被关注[2]。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精神科正式编制的护理人员20名作为研究

对象，均为女性，年龄22～40岁，平均（26.7±3.5）

岁，工龄1～10年，平均（3.6±1.4）年，职称：护士长2

名，主管护师3名，责任护士7名，普通护士8名。

方法

对精神科护理人员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和工作压

力进行调查分析，由专门的调查员在现场进行解说，采

取不记名的问卷调查方式，由护理人员独立、匿名完成

问卷。其中焦虑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分析，抑郁情绪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分析，工作压力采用工作压力源量表

分析[3]。①焦虑自评量表采用4级评分，共有20个题项，

将每一个题项的得分相加得到总分，总分×1.25得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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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标准分 ≥ 50分者认为存在焦虑症状，否则无焦

虑症状。②抑郁自评量表采用4级评分，共有20个题项，

将每一个题项的得分相加得到总分，总分×1.25得到标准

分，其中标准分 ≥ 53分者认为存在抑郁症状，否则无抑

郁症状。③工作压力源量表共有7个维度，分别为职业兴

趣、职业发展、工作负荷、医患关系、人际关系、组织

管理和外部环境，采用4级评分，共有38个题项，分值为

38～152分，分数越高说明工作压力越大[4]。

观察指标

对护理人员焦虑或者抑郁情绪发生情况进行统计，

对比有焦虑情绪或者抑郁情绪人员和无焦虑和抑郁情绪

人员的工作压力评分，并进行负性情绪和岗位工作压力

相关性的分析。

统计学方法

采用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 ±s）表示，组间比较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n（%）]表示，组间比较行χ2检验；P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组焦虑、抑郁的发生情况本组20名护理人员存

在抑郁情绪的有12名，抑郁检出率为60.00%，存在焦虑

情绪的有8名，焦虑检出率为40.00%。具体见下表1。

焦虑情绪和工作压力的关系分析本组有焦虑

负面情绪的护理人员工作压力评分为（115.76±9.15）

分，无焦虑负面情绪的护理人员工作压力评分为

（96.69±7.35）分，有焦虑情绪的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明

显高于无焦虑情绪的工作人员，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具体见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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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无负性情绪者工作压力评分比较（ ±s，分）

负性情绪 n 护理专业及工作 时间分配及工作质量 环境及仪器设备 患者护理 管理及人际关系

有焦虑 12 18.9±2.1 17.6±2.3 15.4±3.1 20.1±2.0 12.4±2.3

无焦虑 8 7.1±2.0① 5.4±1.7① 6.2±1.2① 8.4±2.1① 7.2±1.6①

有抑郁 8 19.2±2.2 16.5±2.1 15.4±3.1 19.1±2.0 14.0±2.2

无抑郁 8 10.7±1.9② 10.6±1.5② 9.3±1.0② 13.3±1.9② 7.3±1.4②

表2 焦虑情绪和工作压力的关系分析（ ±s，分）

负性情绪 例数 工作压力评分

有焦虑 12 115.76±9.15

无焦虑 8 96.69±7.35

P值 -

负性情绪与工作压力的相关性焦虑与护理专业及

工作、时间分配及工作、时间分配及工作质量、环境及

仪器设备、患者护理、管理及人际关系的评分均呈现正

向相关性（r 0.841、0.732、0.518、0.859、0.496，P

0.05），且抑郁与上述各方面评分也均呈现正向相关性

（r 0.652、0.503、0.421、0.661、0.587，P ）。

具体见下表3。

表3 抑郁情绪和工作压力的关系分析（ ±s，分）

负性情绪 例数 工作压力评分

有抑郁 10 121.54±10.13

无抑郁 8 101.35±8.46

P值 -

3 讨论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工作压力是指和工作相关的不

良刺激对工作个体所产生的负面心理体验和主观感受、

生理反应。而对于精神科康复护理而言，他们日常工作

过程中的各种不良体验，是导致工作压力产生的主要原

因[5]。而护理人员带有焦虑、抑郁等情绪，很有可能会影

响到身边的患者，影响到患者的最终治疗效果，所以，

找出护理人员出现工作压力和不良情绪的原因，进行有

效的疏解和规避，是十分重要的。造成精神科护理人员

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因素较多，最主要的原因

来自于其所护理的患者，精神科患者自制力较差，随时

都可以出现自我伤害、自杀、伤人、出走等不良行为，

给护理人员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与此同时，神经科的

工作环境较为封闭，使得护理人员极易出现压抑、紧张

等情绪[6]。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医疗管理

条例的日益完善，患者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医患纠纷

的发生率也有所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护理人员

心理负担的增加。护理人员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精神需要高度紧张，情绪很容易

受到压制，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就容易引起抑郁和焦

虑的不良情绪。另外，现阶段人们对医疗服务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并且人们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而精

神科患者由于比较特殊，在院期间容易发生意外，一旦

发生意外将会导致医患纠纷出现，这就让护理人员的身

心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发展为护理人员的焦虑、

抑郁情绪，不仅影响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还对护理人

员的身心健康非常不利。因此，人们应该加强对精神科

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疏导，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缓解护理

人员的工作压力。护理人员的工作要合理安排，并做好

职业防护，加强对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减轻护理人员

的工作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精神科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着较

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如果不能正确排解这些压

力，那么就很容易导致护理人员出现焦虑和抑郁的不良

情绪。所以人们一定要加强对精神科护理人员工作压力

的关注，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缓解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

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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