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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医院临床护士心理压力的成因及解压对策分析 

白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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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综合性医院临床护理的心理压力成因进行分析，明确解压对策。方法 选择在 2023 年 1 月

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在我院工作的 40 名护理人员进行研究，其中 2023 年 1 月份至 2023 年 6 月份未对护理人员

的心理压力进行分析，为对照组，2023 年 7 月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对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进行分析，并制定了相

应的干预措施，分析干预前后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结果 干预后，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减轻，p<0.05 组间差异

存在。结论 在综合性医院，临床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明显高于非临床的护理人员，有效的改善护理人员的工作

环境，定期组织护理人员进行培训，缓解其压力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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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clinical nurses in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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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clinical nursing in general hospitals and clarify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decom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40 nursing staff working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in which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nursing staff was not analyzed from 
January 2023 to June 2023,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nursing staff was analyzed from July 2023 to December 2023.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were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nursing staff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nursing staff was reduced,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tween p<0.05 groups. Conclusion In general hospitals,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clinical nursing staff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clinical nursing staff.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nursing staff 
effectively and organize regular training for nursing staff to relieve their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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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医学科学的发展，

患者对保健的需求提升。综合性医院拥有较多的优质

医疗资源，吸引的患者数量也更多，医院的业务量也逐

渐提升[1]。但也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患者的就

医需求等问题也应运而生。对于临床护理的人员而言，

与患者的接触时间相对较多，而且处于弱势的状态，护

理人员在应激源环境当中生存，会增加其护理压力，加

上护理人员的责任大、工作不规律、需要较多的技术操

作，会增加其职业压力，影响护理人员身体健康的同时，

护理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本文就综合性医院临床护理

人员的心理压力成因以及解压对策进行分析，详见下

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1 月份至 2023 年 12 月份于我院工作

的 40 名护理人员进行研究。40 名护理人员当中，年龄

范围 23-4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4.87±4.21 岁。对所

有护理人员的基础资料进行分析，显示 P＞0.05，故具

备分组条件。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不提供心理压力分析，为常规管理；实验组

对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进行分析，并给予相应的干预

方案。分析原因： 
①护理人员的工作较为繁重，而且无法有效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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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价值，当前医院的护理人员严重不足，护理人员承

担的护理工作量大且繁重，而且护理工作的范围无法

有效界定，护理人员在承担护理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

非护理工作。而且当前医院的医生需要为患者提供诊

断和治疗，这些诊断和治疗需要护理人员来执行，增加

工作压力，导致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较低，护理人员既

便通过辛勤的劳动但却得不到合理且有效的报酬，无

法充分的体现服务价值[2]。 
②护理人员的职业特点以及心理因素，对于护理

人员而言，因为职业的影响，不光需要与人打交道，也

需要与患者打交道，护理人员需要面对病情危重的患

者，而患者的死亡会对护理人员的心理造成影响，导致

护理人员在护理危重患者时心理影响较大。垂死或者

死亡会刺激护理人员，增加其心理压力，导致患者出现

紧张感，觉得日常工作当中一旦出现一个小失误亦有

可能引发患者死亡，增加护理人员出现差错的风险。继

而护理人员在面对危重患者的过程中会出现强烈的情

感反应[3-4]。 
③当前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要求提升，社会的进步，

患者以及家属的需求提升，患者主观认为自身的疾病

是最急且最重的，需要得到护理人员的关心、照护，但

护理人员需要负责较多工作，若未及时做出护理措施，

会增加护患冲突的产生。护理人员繁重的护理工作，患

者的不理解会导致护理人员心态失衡，表现为易怒、言

语举止异常，护理人员人心理失衡加重，导致恶性循环，

护理人员心理压力增加[5]。 
④护理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护理人员需要进行倒

班制度，护理人员的生物钟被打乱，而且护理人员以女

性为主，女性的生理特征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情绪呈现

周期性波动，家庭劳动的负荷，导致护理人员无法有效

地进行心理调适，在面对紧张或者刺激时，会冲动，影

响其心理健康。 
对策：①掌握护理人员的紧张情绪，掌握护理人员

有无容易受到刺激，脾气过于暴躁，易出现过度紧张焦

虑的情况，而且护理人员的感情过于脆弱，经常性的出

现头痛、紧张或者疲劳感，无法有效放松自身。 
②自我心理调整，提升护理人员的自身能力，提高

其体质，可以有效的对抗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护理人

员应正视自身的职业，正确调整心理状态，必要时进行

心理咨询，对自身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心理

健康。积极参与于体育运动当中，既实现松弛精神的同

时，也有利于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可以促进社会交往能

力，掌握患者出现死亡的因素，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

获取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减轻紧张程度。多进行深呼吸，

减轻工作压力[6]。 
③减少应激源，增加护理人员的人数，减少护理人

员的非护理性工作，提升护理人员的地位，医院领导应

给予护理人员一定的政策倾斜，提升护理人员的薪资

待遇，重视护理人员的劳务价值，确保护理人员的报酬

合理[7]。 
④管理人员应正视护理人员的心态变化，一旦护

理人员出现职业心态偏差，管理人员应明确原因，对护

理人员的健康水平进行行评估，不是第一时间批评或

者惩罚护理人员。掌握护理人员的日常困惑，多关心护

理人员，协助护理人员建立乐观的心态。 
1.3 观察指标 
分析管理前后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 
1.4 统计学方法 
参与本次研究当中数据均使用 SPSS21.0数据包进

行处理，计数（n，%）代表率，行 X2检验；P<0.05 具
有可比性。 

2 结果 
干预后，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更为稳定，p<0.05。 
3 讨论 
随着当前医疗机构的进步，医学工作水平快速发

展，患者以及家属对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逐渐提升，增

加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在综合性的医疗机构当中，对

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有效的改善，可以提升护理人员

的工作效率。因此，分析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提升护

理人员的生活质量十分重要。 
表 1  比较护理人员干预前后心理状态（͞x±s，分） 

组别 躯体化 人际关系 强迫症状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干预前 1.79±0.37 2.16±0.38 2.24±0.29 2.19±0.38 2.14±0.32 1.46±0.21 1.83±0.31 1.79±0.32 1.55±0.21 

干预后 1.51±0.19 2.04±0.31 1.98±0.18 1.89±0.14 1.85±0.17 1.14±0.12 1.69±0.11 1.26±0.24 1.32±0.13 

t 1.631 2.514 3.871 2.461 2.872 2.871 2.641 2.319 1.54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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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护理人员心理压力的成因进行分析，

首先，护理人员的工作任务繁重，无法有效的体现相关

价值。会增加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以及心理负担，而且

护理人员的职业特点存在特殊性，护理人员既需要面

对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也需要面对患者的死亡，增加

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患者以及家属对护理质量的提

升，对护理人员的不理解，也会增加护理人员的心理压

力[7-8]。护理人员的工作需要倒班制，影响护理人员的

生活节律，心理压力增加。 
来自于人际方面的人因素，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

当中需要处理上下级之间、医护之间、护患之间以及护

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是存在护患冲突直接或

者间接涉及到双方权益、健康以及经济问题时，一旦处

理不当，易引发法律纠纷，导致出现困境，若出现护患

冲突时，护理人员受到自身职业的影响，需要建立冷静、

平和且理解 的心态，有效的解决患者白头吊古风霜里

一，导致其自身的情感被压抑，长时间的情感压抑会增

加护理人员人的压力，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翻译，导致

护理人员陷入了人际冲突当中，形成了恶性循环。 
护理人员需要面临法律所产生的压力，护理人员

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中一直处于紧张 的状态，护

理人员存在危机感，特别是护理记录属于病历的组成

是证据，护理人员在积极谨慎的为患者提供治疗期间，

应对潜在的医疗纠纷寻找无过错的证据，有效的保护 
弱势群体。 

结合相关因素，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掌握护理人

员的心理状态，给予有效的引导，指导护理人员做好自

我心理管理，建立良好的心理状态来工作，减轻内心压

力。尽可能减少护理人员的应激源，提升护理人员的社

会地位，提高护理人员的自信心。管理人员建立良好的

态度，一旦护理人员因为职业心态出现偏差时，应对原

因和性质进行分析，掌握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化

解护理人员的困惑以及不良情绪，给予足够的情绪价

值，减轻其工作压力。改善护理人员的工作环境，降低

护理人员出现超负荷茉莉花和，做好护理人员的心理

干预，人员合理配置，后勤保障系统到位。规范化、人

文化的管理，建立健全的激励制度，有效的调动护理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护理人员有信心做好自身工

作。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参与培训，做好护理人员的思想

教育，对于护理领域的新知识、新技能应给予有效的引

导，管理人员在可能的前提下增加护理人员外出学习

以及进修的机会，激发护理人员的学习热情 ，拓宽护

理人员的知识面，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如何与患者

进行沟通，开展心理培训，学习法律相关知识，锻炼护

理人员的缜密性。为护理人员营养良好的医疗环境，提

升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实现护理人员的自我价值，使

得得到社会的理解以及认可。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加强激励管理机制，为护理人员提供科学、有效的人性

化管理最大限度的调动以及巩固高年资护理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充分考虑拉文尼亚是人员在职称晋升以及

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掌握护理人员的工作、家庭当

中的问题，在力所能力的范围给予足够的帮助，建立有

效的心理支持填信息，定期开展心理讲座，排除护理人

员的不良刺激，提升护理人员自身应对能力，使得拥有

良好的状态来面对工作。 
综上所述，护理人员作为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只

有护理人员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方能促进护理工作

质量的提和医，保证患者的安全，故分析护理人员的心

理压力，给予有效的引导，可以稳定护理人员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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