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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护士群体职业病、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向状况，分析探讨职业病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随机数字化

抽样选取我国 55406 名护士群体，采用自制量表问卷调查护士群体职业病与职业稳定性。结果：职业病在护士

长和护士亚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性。护士长群体离职意向低于护理亚群体，但明确的职业目标显著低于护士亚

群体。工作年限、性别、年龄与护士职业病的发生率和类型有显著相关性。结论：护士群体存在多样化职业病，

导致工作满意度较低且离职意向较高，管理者需要采取有效方法，改善工作环境，改善护士群体职业病情况，

维持职业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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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是职业病高发群体。护理工作是一种高技术、

高风险、高付出的行业，其本身具备不确定性、复杂性

和多变性等特点。护理人员在医疗行为中直接与患者接

触，肩负着诊疗救助等工作，且伴随人民对公共医疗卫

生服务需求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医护人员在理

论知识、医疗技能、医德、沟通协调能力等方面提出了

更高要求
[2]
。护理人员往往面对着巨大的工作负荷，长

期处于慢性压力状态，容易导致职业病和职业不稳定现

象的发生
[3]
。且随着国家老龄化的快速加重和护理人员

的日益短缺，超负荷的工作量进一步导致护士群体职业

病的高发和流失率的加重，严重影响工作满意度和职业

稳定性
[4-5]

。护士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协调者和管理者，

是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多项研究指出护士群体存在职业倦怠和超负荷工

作状态
[6]
，但对职业病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较少，

且护士群体和管理者自身也往往不够重视，本研究拟调

查我国护理群体职业病和职业稳定性现状并探讨其影

响因素，为保障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稳定公卫队伍建

设提供参考依据，为构建优质高效的卫生服务体系提供

重要保障。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使用公式 N=（Uασ/δ）2计算样本量，

所需纳入样本量为20364 例。考虑到参与者流失率为 1

0%，预估 22400 名参与者。纳入标准：1) 取得护士资

格证书的注册护士;2) 独立全职从事护理临床工作一

年以上; 3) 自愿参与本研究工作。排除标准:1)患有基

础性疾病或精神类疾患； 2) 没有取得护士资格证书；

3)独立从事护理临床工作不满一年；4）拒绝参与本研

究者。

自制职业病状况调查表和职业稳定性调查量，问卷

可靠性和有效性符合必要要求。

所有参与调查对象均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问卷回

答，剔除不完整问卷，本研究共纳入 51406 份调查问卷。

所有参与者都被告知了研究目的和程序，并提供了知情

同意书。

数据整理 所有数据录入excel表格并采用SPSS 2

3.0 进行数据分析. 描述性数据采用频数进行统计，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职业病和职业稳定性影响因素，以

P＜0.05 提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护士群体职业病和职业稳定性调查

在护士长和护士亚群体中，失眠、肌肉骨骼相关性

疾病、胃肠道疾病和泌尿系统疾病发生频率存在显著差

异性。46.1%（n=3072）护士长不满意其工作，32.5%

（n=14544）护士不满意其工作。72.3%（n=32327）护

士存在离职意向，显著高于护士长群体。21.4%（n=14

26）护士长存在明确职业目标，显著低于护士亚群体。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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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护士群体职业病和职业稳定性调查

项目 护士长（n=6672） 护士（n=44734）

频数 频率 (%) 频数 频率 (%)

职业病

失眠 4457 66.8 32440 72.5

静脉曲张 2166 32.5 16868 37.7

肌肉骨骼相关
性疾病

3177 47.6 17862 39.9

胃肠道疾病 3293 49.4 25502 57.0

泌尿系统疾病 947 14.2 8395 18.8

工作满意度

很不满意 333 5.0 1968 4.4

不满意 2739 41.1 12576 28.1

满意 2965 44.4 22528 50.4

很满意 635 9.5 7662 17.1

近期知否有离

职意向？

是 3992 59.8 32327 72.3

否 2680 40.2 12407 27.7

是否有明确的
职业目标？

是 1426 21.4 23069 51.6

否 5246 78.6 21665 48.4

2.2 护士职业病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失眠与工作年限存在相关

性，工作年限低于 20年的护士群体其失眠发生率显著

高于工作年限高于 20年的护士群体。静脉曲张发生和

性别存在显著相关性，女性护士与男性相比更容易出现

静脉曲张问题。肌肉骨骼相关性疾病与年龄和工作年限

存在相关性，年龄越大，工作年限越长的护士群体其肌

肉骨骼相关性疾病出现情况越高；胃肠道疾病与年龄存

在相关性，年轻护士群体更易出现胃肠道疾病；泌尿系

统疾病与工作年限存在相关性，工作年限较低的护士群

体更容易出现泌尿系统疾患。（见表 2）

表 2 护士职业病影响因素分析

因变量 失眠 静脉曲张 肌肉骨骼相关性疾病 胃肠道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

OR (95% CI) P OR (95% CI) P OR (95% CI) P OR (95% CI) P OR (95% CI) P

性别 1.08（0.96-1.21） 0.22 1.25(1.11-1.39) 0.00 0.96(0.87-1.07) 0.49 1.07(0.96-1.19) 0.23 1.10(0.96-1.26) 0.18

年龄 0.95（0.83-1.10） 0.49 1.03(0.91-1.18) 0.64 1.37(1.2-01.55) 0.00 0.73(0.64-0.83) 0.00 0.88(0.75-1.04) 0.16

工作
年限

0.773（0.67-0.89） 0.00 0.92(0.81-1.05) 0.23 1.16(1.02-1.310 0.02 0.91(0.80-1.03) 0.13 0.77(0.65-0.91) 0.00

3 讨论

职业病是指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工

作负荷、操作不当或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其他有毒、

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相关性疾患
[8]
。本研究表明，我国护

士群体患有多重与工作相关的职业疾，患失眠结果显著

高于国外 Patel 报告
[9]
，但与既往研究中 F-R 和 Lin P

-C.报道的相似
[10-11]

，且女性护士失眠比例高于男性护

士。失眠不仅增加可心脑血管、焦虑、抑郁等身心疾病

发生的风险，还会导致护士在工作期间出现反应迟钝、

执行力下降等问题，继而导致护理事故的频发，严重影

响护理质量
[12-13]

。此外静脉曲张问题显著高于先既往报

道
[14]
。肌肉骨骼相关疾病可能与护士工作站立时间长，

工作强度大有关，护理操作要求他们完成翻身扣背、体

位转移等负重性工作，长期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姿势可能

会导致他们肌肉损害和静脉曲张的发生发展。存在泌尿

系统和消化系统相关性性疾病可能与他们超负荷的工

作量或长时间持续性工作导致其无法按时进食和休息

有关。综上所述，护士是职业病高发、频发群体，且护

士自身对职业病的重视程度层次不齐，管理者应通过多

样化培训护以期减少职业病发生率，通过多样化培训培

养护士更好的职业操守和更为规范的职业操作，加强理

论知识及防护知识的培训，有效控制不良事件的发生，

改善和提高护理人员对职业病防护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程度，降低职业病的发生率。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年限与护士职业病的发生

率和类型有显著相关性。在本研究中工作年限越长，护

士群体往往更易出现一系列职业病。值得注意的是护士

与其他工作岗位相比较，其工作量较大，且往往面临工

作时间太长、夜班次数多等系列问题
[15]
。尽管国家卫健

委数据显示截止 2022 年底首都护士人数为 520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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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仍面临着巨大的护理工作负担。既往研究指出超负荷

工作量易导致精神压力和身体机能的损坏，最终引发多

种职业病
[16]
。本研究中职业病发病率比以往报道更为严

重。多种职业病可导致护士工作中错误频发和工作效率

下降，严重影响工作满意度、个人主管幸福指数和职业

生涯规划与发展，导致职业稳定性的破坏。

综上所述我国护士群体职业病高发且多样化，管理

者应重视职业病的发生，积极开展一系列计划，如健康

评估、培训和预防等以期降低健康损害，同时针对护士

工作满意度低下和离职意向显著等问题，积极探索影响

因素，通过相应政策引导增强其工作满意度,稳定护士

队伍,为健康中国战略发展计划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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