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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与组织支持感水平及相关性研究 

陈艳艳，张兴悦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北京 

【摘要】目的 调查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简称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及组织支持感现状及两者相关性，

为制定行之有效的人性化日常护理管理策略，提高护士工作积极性，提升护士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 采
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对北大国际医院内科 327 名护士，进行心理弹性和组织支持感水平的测量，分析得分水平

及相关性。结果 本组护士心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总分（63.13±13.73）分；组织支持感处于较高水平，均分（3.29
±0.66）分；除乐观性外组织支持感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呈正相关（r=0.280~0.431，P<0.05）。

结论 北大国际医院护士组织支持感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弹性总分、坚韧性、力量性呈正相关，提高组织支持感

对提升护士的心理健康、工作质量、患者照护质量具有积极意义，有益于护理人才队伍积极、正向、健康、茁壮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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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and their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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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mong nurse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referred to as PKU International 
Hospital）, exploring their correlation. The findings will provide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humanized daily nurs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enhancing work enthusiasm, and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level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levels of 327 
nurses in the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and the score levels and correlation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mental resilience level of the nurses in this group was moderate, with a total score of (63.13±13.73). 
The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was relatively high, with an average score of 3.29±0.66. The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cept for optimism (r=0.280~0.431, P<0.05). Conclusions The total score and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nurse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Hospital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resilience, and 
strength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has a positive impact nurses’ mental health, work 
quality, and patient care quality, and is beneficial for the positive, positive, healthy and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nursing 
tal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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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是个体在从事某项工作或经历负面事件

后复原并良好适应的过程，可以简单理解为对挫折和

压力的适应及反弹能力[1]。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良好的

心理弹性即能帮助个体正视压力和挫折，又能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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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职业倦怠，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获益感，进而保

证工作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护士在客观需求和组织支

持益处均体现了其感知组织支持的必要性，尤其是国

际医院护士常面临较高水平的职业倦怠和工作压力，

可能会对其心理健康、患者照护质量和医疗保健系统

造成严重影响。 
组织公平感是组织中成员对组织公平的主观感受，

组织支持作为重要资源，对护士高强度的工作需求有

极大助益，但组织为个体提供的支持只有在被个体感

知后才能形成组织支持感[2]。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工作的

开展及 DRGS 的深入推进，医护人员心里健康问题也

受到社会大众以及各级政府的关注。但目前国内有关

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将以北大国际医院大内科 327 名护士作为

研究对象，分析其心理弹性现状、组织支持感现状及两

者的相关性，为医院护理管理工作的后续开展、采取有

针对性的护理管理措施提供有力的理论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的纳入及排除方法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4 月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

北大国际医院内科护士。纳入标准：①具有 1 年以上

工作或实习经验，②具有护士职业资格证。③自愿参加

此项研究以及后续回访的护士；排除标准：①工作或实

习经验不满 1 年，②未取得护士职业资格证，③个人

原因无法参加此项研究以及后续回访的护士，共纳入

327 人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问卷 
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

称、工作年限、婚姻情况和育儿情况。 
（2）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 CONNOR 等心理弹性调查量表（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问卷包含 25 个

项目，采用里克特氏 5 点量表评定法，从 0—4 表示完

全不是这样、很少这样、有时这样、经常这样、几乎总

是这样。该量表包含 3 个因子，即坚韧性、力量和乐

观性，其中坚韧性维度包括条目 11-23，力量性维度包

括条目 1、5、7、8、9、10、24、25，乐观性维度包括

条目 2、3、4、6。该量表 α系数为 0.95，信度及效度

良好，有广泛应用价值[3]。 
（3）组织支持感量表 
由 Eisenberger Robert 等编制，由我国学者左红梅

修订完善后形成新的中文版组织支持感量表，并且在

护理人员群体中适用良好。中文版有 13 个条目，包括

情感性支持（条目 1- 10）和工具性支持（条目 11- 13）
两个维度。采用里克特氏 5 点量表评定法，为“非常

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分别计分 1-5 分。总分值 13-65 分，得分

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组织支持情况越好，该量表α

系数为 0.959，信度及效度良好，适合应用于护士组织

支持感调查[4-5]。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由专业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负责讲解并

分发调查量表，为研究对象做填写指导，每份调查表均

附有调查说明，为保护参加者的隐私，采用无记名方式，

填写后即刻收回。问卷包括一般资料问卷、心理弹性量

表和组织支持感量表。为提高被试者参与度同时减少

被试者顾虑，问卷调查采取小组、双盲进行，不通过科

室或者医院管理者发放、回收问卷，最大限度消除被试

者对信息泄露风险的焦虑情绪，提升数据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数据收集包括使用标准化问卷进行面对面调

查，确保每位参与者理解问卷内容，并在专业指导下完

成问卷。数据分析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包括独立样本

t 检验、泊松相关分析、描述性统计以确保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1.2.3 统计学方法 
建立数据库，使用 SPSS26.0 处理数据。基数资料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用人数、百分比进行描述。统计

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其中计量资料用均数、标

准差进行描述，采用泊松相关分析探讨护士心理弹性

与组织支持感的相关性。 
2 结果 
2.1 护士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327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7 份，

有效回收率为 87.77%。其中<25 岁 92 人，占比 32%；

25-45 岁 179 人，占比 62%；﹥46 岁 16 人，占比 5%。

护士中女性 280 人占比 97%，男性 7 人占比 3%。大专

学历 86 人，占比 30%，本科学历 195 人，占比 68%，

硕士学历 6 人，占比 2%。护士职称 81 人，占比 28%，

护师职称 175 人，占比 61%，主管护师及以上 31 人，

占比 11%。工作年限<5 年 97 人，占比 34%，工作年

限 5-10 年 158 人，占比 55%,工作年限﹥10 年 32 人，

占比 11%。婚姻情况，已婚 158 人，占比 55%，未婚

129 人，占比 45%。育儿情况，无孩 106 人，占比 37%，

有 1 个孩子 150 人，占比 52%，有 2 个孩子 31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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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1%。 
2.2 护士心理弹性得分情况 
2.2.1 心理弹性得分 
北大国际医院 287 名护士的心理弹性总分为

（63.13±13.73）分，高于 ICU护士心理弹性总分（56.82
±9.33）分，低于任雅欣等[6]提到的全国在职护士心理

弹性总分（87.28±13.28）分。各维度得分，北大国际

医院护士坚韧性（2.42±0.38）分,ICU 护士坚韧性（2.20
±0.38）分，全国在职护士（3.41±0.58）；北大国际

医院护士力量性（2.75±0.58）分，ICU 护士力量性（2.51
±0.41）分,全国在职护士力量性（3.69±0.55）分；北

大国际医院护士乐观性（2.00±0.58）分，ICU 护士乐

观性（2.02±0.39）分，全国在职护士乐观性（3.34±
0.60）分。可以看出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在心理弹性 3 个

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 ICU 护士，但均显著低于全国

在职护士。 

2.2.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心理

弹性评分 
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职称、工作年限、婚姻情

况、育儿情况不同的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得分比较

见下列箱线图及表 1。其中年龄、学历、职称、工作年

限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育儿情况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3 护士组织支持感得分情况 
北大国际医院护士组织支持感总分得分，以及情

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两个维度，总分以及条目均分得

分情况如表 2 所示。 
2.4 护士心理弹性与组织支持感的相关性分析   
将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总分及各因子得分，

与组织支持感总分及各因子得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

析，除乐观性外，总分与各因子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正

相关，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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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评分箱线图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评分 

因素 人数 得分 t 值 P 值 

年龄   -0.809 >0.05 

<25 岁 92 人 65.35±15.07   

》25 岁 195 人 62.06±13.12   

性别   -2.431 <0.05 

男 7 人 69.67±3.51   

女 280 人 62.73±14.03   

学历   0.753 >0.05 

大专及以下 86 人 61.06±12.78   

本科及以上 201 人 64.06±14.20   

职称   -0.732 >0.05 

护士 81 人 65.33±13.91   

护师及以上 206 人 62.24±12.74   

工作年限   -0.582 >0.05 

5 年以下 97 人 64.67±14.90   

5 年及以上 190 人 62.32±13.22   

婚姻情况   -0.589 >0.05 

未婚 129 人 64.18±13.38   

已婚 158 人 61.92±14.31   

育儿情况   -2.083 <0.05 

无孩或 1 孩 256 人 64.52±13.75   

2 孩 31 人 52.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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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士组织支持感得分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情感性支持 31.87±6.82 3.19±0.68 

工具性支持 10.91±2.10 3.64±0.7 

组织支持感总分 42.77±8.55 3.29±0.66 

表 3  护士心理弹性与组织支持感的相关性分析（r） 

项目 情感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 组织支持感总分 

坚韧性 0.280* 0.274* 0.291* 

力量性 0.431** 0.343* 0.428** 

乐观性 0.060 0.136 0.081 

CD 总分 0.315* 0.293* 0.323*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 

 
3 讨论 
护士工作强度大且内容与生命息息相关，因此面

临的精神、心理压力较大，心理弹性对护士的职业认同

感、幸福指数、心理健康、工作效率都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影响着临床护理工作的质量。 
护士组织支持感包括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如前

文提到，护士面临较高水平的压力和挑战，容易积存压

力而引起职业倦怠，对心理健康、护理质量甚至医疗保

健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影响[7-9]。 
本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感对提升护士心理弹性至关

重要。护理工作面临突发情况较多、频繁抢救患者，足

够的组织支持感能提高护士的心理弹性，进而使临床

工作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心理弹性与组织支持感相

互作用，相辅相成，为医疗工作保驾护航。 
3.1 护士心理弹性水平及其一般资料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护士的心理弹性水平与年龄、学历、

职称、工作年限及婚姻状况相关度不大，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而与性别、育儿情况显著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男生的心理弹性普遍高于女生，而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体力尤为重要，男生先天的优势使

其倦怠程度远低于女生。育儿情况分析结果显示，无孩

或者有 1 个孩子的护士心理弹性水平较高，而有 2 个

孩子的护士心理弹性水平则显著区别于前者。这说明

临床护理工作繁忙，而 2 孩的到来给家庭带来更大的

资金、精力、时间压力，导致 2 孩家庭护士的心理弹

性难以修复到一个良好水平。这提示提倡 2 胎、3 胎的

同时也应关注各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健

康，确保其有良好内、外部环境才能更好的响应国家政

策。 
3.2 护士心理弹性水平 
本次研究中护士心理弹性总分高于唐芳[10]等人研

究的 ICU 护士心理弹性总分，低于全国在职护士心理

弹性总分。可能是由于在 ICU 工作的护士所面临的工

作强度更大，日常护理操作中的每个细节都会对患者

的健康和生命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故而其长期处于

高压的工作环境下，心理弹性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而本

研究中的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水平高于 ICU 工

作护士，但低于全国在职护士心理弹性水平。分析其原

因是由于国际医院的患者及家属对医院拥有更高的要

求和预期，所以护士的职业活动也受到了更加严苛的

关注和监督。压力高于普通医院的工作人员而低于

ICU 工作的护士，提醒我们在管理工作中要根据临床

岗位的不同，关注到心理健康状况的区别，有针对性的

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确保护士能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

以及临床工作热情。 
3.3 护士组织支持感水平 
目前，国内各个场景下对护士组织支持感的关注

较少，因此护士组织支持感方面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然

而护士是在职业活动中最易感受到职业价值感和人生

成就感的群体，如成功进行疑难穿刺，完成危重病人抢

救，获得患者及家属认可好评，完成优秀的护理查房。

组织支持感对于护士的影响因素分布在宏观和微观层

面，为护士提供更高的组织支持感可以有效提升护士

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11-12]。组织支持感重点在于感

知，感知到医院给予的组织支持，能够实现组织层面和

个人层面的正向发展，组织层面上极大的提升员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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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情感承诺，降低离职意愿[13]，提升护士职业满

意度。个人层面能够更好的保护护士的身心健康，促进

其积极有效的投入工作[14-15]，提升其工作和生活满意

度。 
3.4 护士心理弹性与组织支持感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对北大国际医院护士心理弹性与组织支持

感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可见，护士坚韧性、力量性、

心理弹性总分均与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组织支持

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分析原因，心理弹性各个维度中

唯有乐观性不与组织支持感呈现相关性，乐观性维度

更多的决定于护士的人格特性及其性格属性，而乐观

性本身作为护士的自有属性也不易被其他因素所左右。

而坚韧性和力量性则与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组织

支持感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可以发现组织支持感可

以直接影响护士的坚韧性和力量性。对于护士而言，临

床护理工作以及工作中存在的独立危险因素，会对护

理人员的心理弹性造成一定影响，而组织支持感可以

很好的中和这种压力和影响。护士工作量大，并处在特

殊的医疗环境中，其心理状态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其专

注度及积极性。而在护理管理过程中，医院提供的组织

支持能够让护士感受到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这种支

持可以有效的加强临床护士的坚韧性和力量性[16-18]。 
3.5 小结 
总之，护士心理弹性总分、坚韧性、力量性与组织

支持感总分及各维度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结果表明，

组织支持感越强的护士，其心理弹性、坚韧性、力量性

水平越高，组织支持感越弱的护士，其心理弹性、坚韧

性、力量性水平越低。北大国际医院给予护士所感知到

的公平和外部实际的公平环境，可以积极高效的提升

护士的正向认知，进而提升工作满意度、心理弹性、心

理健康水平。此后应重点针对组织支持感薄弱的环节

加强管理，采取更加公平、支持更多的措施，从多个层

面提高护理管理水平及护士工作满意度，为医院护理

管理工作的后续开展、采取针对性的护理管理措施提

供有力的理论数据支持[19-22]。为了更全面理解影响护

士心理健康的因素，未来研究应考虑更多变量，如工作

环境、个人生活压力等，从而探索更多元化的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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