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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团体心理资本干预对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s，ICU)护士心理弹性、情绪状态

和职业倦怠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于沧州市人民医院ICU工作的80名护士为

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心理干预，观

察组予以团队心理资本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中国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及护士职

业倦怠量表(nursing burnout scale，NBS)评分。结果：观察组干预后CD-RISC中坚韧、乐观、力量

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干预后PANAS中积极情绪评分更高、

消极情绪评分更低(P<0.05)。观察组干预后NBS中压力源、职业倦怠构成、人格特征、应对方式、

身心症状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团体心理资本干预可有效提升ICU护士心理弹

性水平，改善其情绪状态，减轻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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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 on resilience, emotional state and job 

burnout of nurse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 A total of 80 nurses who worked in ICU of Cangzhou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ne 2020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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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i ntens i ve  c are  u n i t s， I CU)是救

治、监护各类急危重症患者的重要场所，对护士的

专业技术、心理、体能等素质的要求更为严苛[1]。

I C U护士因长期在快节奏、高压力、高强度环境

下工作，加之要承担管理、科研、教学等任务，

其工作压力较普通病房护士更高 [ 2 ]。而持续存在

的压力源不仅会打击护士工作积极性和效率，还

会干扰其情绪状态，累积负性情绪，加重职业倦

怠感 [ 3 ]，不利于护士的身心健康和护理团队的稳

定 [ 4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对逆境、灾难、压

力或创伤等刺激时，利用积极心理资源进行适应

和应对的能力，可帮助消极情绪的缓解与积极状

态的维持 [ 5 ]。因此，提高 I C U 护士的心理弹性显

得尤为重要。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工作生活中表

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包括希望、乐观、韧性、

自我效能 [ 6 ]。研究 [ 7 ]显示：心理资本可帮助个体

正性应对应激事件，促进高效工作，提升职业韧

性，缓解职业倦怠。基于此，本研究团体心理资

本干预对 I C U护士心理弹性、情绪状态和职业倦

怠的影响，为ICU护士管理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选取

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于沧州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监护病房(coronar y care unit，CCU)、呼吸内科监

护病房(respiratory care unit，RCU)、新生儿ICU、

心血管外科ICU等专科ICU及综合ICU中工作的护

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在职护士，且取得

护士执业资格证；2)在ICU工作>1年，可独立完成

临床工作；3 )知情同意参与研究，且配合度高。

排 除 标 准 ： 1 ) 轮 转 、 进 修 、 实 习 期 间 ； 2 ) 因 事

假 、 病 假 、 产 假 等 休 假 ≥ 2 周 或 外 出 交 流 而 中 断

研究；3 )明确诊断患有心理疾病。共入组8 0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40例。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心理干预，包括发放职业规

划、心理健康等相关学习资料，建立微信群、QQ
群、活动小组等团体并进行与生活、工作等多方

面的交流，邀请心理科医师评估组内护士心理健

康情况并予以合理干预。观察组予以团队心理资

本干预，以团体课堂形式为主，并辅以视频、小

组讨论等，由本科护士长负责组织协调，1名心理

科医师、3名高年资护士(护龄>10年)组成，共同

查阅心理资本干预相关资料[8]，研制课程结构及所

需材料，并进行同质化培训，合格后方可参与授

课，具体课程安排见表1；课程每周1次，每次上 
1个主题，30~40 min/次，总干预时间为3个月，各

主题课程循环开展，护士结合工作安排适宜时间

参与课程，要求每人每个主题课程至少参与1次；

将所有课件制成手册发放，方便护士学习。

1.3  观察指标

于 干 预 前 后 评 估 两 组 ： 1 ) 心 理 弹 性 。 使 用

于 肖 楠 等 修 订 的 中 文 版 心 理 弹 性 量 表 ( C o n n o r -
Dav idson R esi l ience Scale，CD -RISC) [9]评估心理

弹性。 C D - R I S C 共 2 5 个条目，分为坚韧 ( 1 3 个条

目)、乐观( 4个条目)、力量( 8个条目) 3个维度，

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来不=0分、很少=1分、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eam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and Nursing Burnout Scale (NB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2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tenacity, optimism and strength scores of CD-RIS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positive emotion (PA) score and lower negative emotion (NA) 

score in PANAS after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tressors, job burnout, personality 

traits, coping style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symptoms in NB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Group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ICU nurses,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state and reduce job burnout.

Keywords psychological capital; nurses; intensive care unit; resilience; emotional state;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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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2分、经常=3分、一直如此=4分，以各维度

条目得分之和为该维度评分，评分越高提示心理

弹性水平越高。该量表C ro n b a n h ’ s = 0 . 6 0 ~ 0 . 9 1。 
2 ) 情 绪 状 态 。 使 用 邱 林 等 修 订 的 中 国 积 极 情 感

消极情感量表( p o s i t i ve  a f f ec t  an d  n egat i ve  a f f ec t 
s c a l e，PA N A S) [ 1 0 ]评估情绪状态。PA N A S分为积

极情绪( posit ive  af fect，PA)和消极情绪(negat ive 
af fect，NA)，其中PA的描述词有感激的、精神充

沛的、自豪的、欣喜的、兴高采烈的、快乐的、

活跃的、兴奋的、充满热情的，NA的描述词有恼

怒的、易怒的、惊恐的、害怕的、难过的、羞愧

的、紧张的、内疚的、战战兢兢的，采用 L i k e r t 
4 级 评 分 法 ( 1 = 非 常 轻 微 或 根 本 没 有 ， 5 = 非 常 强

烈)，按自觉近1周对上述词汇所描述情感的体验

进 行 评 价 ， 以 各 维 度 条 目 得 分 之 和 为 该 维 度 评

分，评分越高提示相应情绪越明显。3 )职业倦怠

使用唐颖等 [ 1 1 ]修订的护士职业倦怠量表 (n u r s i n g 
b u r n o u t  sc a l e，N BS)评估职业倦怠程度。N BS共

6 5 个 题 项 ， 分 为 压 力 源 ( 1 6 个 题 项 ) 、 职 业 倦 怠

构成(12个题项)、人格特征(12个题项)、应对方式 
( 9个题项)、身心症状( 1 6个题项) 5个维度，采用

Likert 4级评分法，完全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

比较同意=3分、完全同意=4分，以各维度条目得

分之和为该维度评分，评分越高提示职业倦怠感

越重。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 24.0对研究数据进行处

理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描述为均数 ± 标准差

( x± s)，比较行独立样本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计数

资料描述为n，比较行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ICU护士团队心理资本干预课程安排

Table 1 ICU nurses team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tervention course arrangement

课次 主题 内容

1 心理资本的概念和意义 心理资本的概念；提高护士心理资本的意义；从圣贤教育、大医精诚等角度强化护士

职业道德素养；组织进行个人成长经验交流，提供积极范例

2 提高自我效能、保持积

极信念

概述自我效能；活动1：自我肯定(发现自己的优点，指出为什么为自己的职业而骄

傲)；开发自我信念，活动2：闯关和突围(利用具有一定挑战性的游戏如限时拼图、数

字记忆等组织个体与团队的竞争游戏)；小结：什么是自我效能，如何提高自我效能

3 坚持目标、拥抱希望 概述希望；活动3：写下目标(说出并写下自己的目标，并写下一句正能量的句子激励

自己)；活动4：戴高帽(说出对自己的不满之处，由其他人进行反驳，夸赞对方的优

点)；小结：什么是希望，拥抱希望的方法和诀窍

4 积极归因、保持乐观 概述乐观；对当前和将来的成功做积极对因；利用情绪ABC理论和相关小故事，纠正

护士排遣不合理的信念和情绪困扰；小结：什么是乐观，如何自我排遣

5 勇敢面对、保持韧性 概述韧性；开发韧性；活动5：解结；活动6：走迷宫；小结：什么是韧性，如何提高

自我韧性

6 自我规划、管理与总结 总结课程；作出自我规划和管理计划；活动7：画出未来的自己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0.05，表2)。

2.2  心理弹性

干 预 前 ， 两 组 C D - R I S C 中 各 维 度 评 分 比 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 . 0 5 )。干预后，两组 

CD-RISC中坚韧、乐观、力量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

提高(均P<0.05)；且观察组坚韧、乐观、力量评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表3)。

2.3  情绪状态

干预前，两组PA NA 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干预后，两组PA评分均较干

预前明显提高，N A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降低( 均
P<0.05)；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PA评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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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评分更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4)。

2.4  职业倦怠

干预前，两组N B S中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 . 0 5 )。干预后，两组N B S 中

压力源、职业倦怠构成、人格特征、应对方式、

身心症状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降低(均P < 0 . 0 5 )；

且观察组NBS中各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05，表5)。

表2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40)

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2 groups (n=40)

组别
性别 

(男/女)/例
年龄/岁

职称(护士/护师/主

管护师及以上)/例

护龄(1~5年/ 

6~10年/>10年)/例

文化程度(大专/

本科及以上)/例

夜班频次/

(次·月–1)

观察组 2/38 31.89±5.68 18/20/2 19/13/8 15/25 4.76±1.22

对照组 1/39 32.13±6.04 16/31/3 17/14/9 13/27 4.69±1.31

t/χ2 — 0.183 — 0.207 0.220 0.247

P 1.000 0.855 0.883 0.902 0.639 0.805

—为Fisher精确概率法。

— is Fisher exact probability method.

表3 两组CD-RISC评分比较(n=40)

Table 3 Comparison of CD-RISC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40)

组别
坚韧/分 乐观/分 力量/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9.75±8.16 46.12±5.17* 9.56±3.14 12.62±2.87* 22.73±5.48 27.20±3.43*

对照组 39.88±7.94 43.35±6.58* 9.63±3.02 11.06±3.21* 22.89±5.66 25.31±4.84*

t 0.072 2.094 0.102 2.291 0.128 2.015

P 0.943 0.039 0.919 0.025 0.898 0.047

与同组干预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表4 两组PANAS评分比较(n=40)

Table 4 Comparison of PANAS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40)

组别
PA/分 NA/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29.12±6.03 35.27±5.56* 21.45±6.28 15.89±5.79*

对照组 29.26±6.32 32.58±5.97* 21.55±6.31 18.64±6.43*

t 0.101 2.085 0.071 2.020

P 0.919 0.040 0.943 0.048

与同组干预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临床与病理杂志, 2022, 42(9) https://lcbl.csu.edu.cn2252

3  讨论

既往调查 [ 1 2 ]发现 I CU护士的心理资本多处于

较低水平。一方面，ICU患者病情复杂、危重，要

求护士需保持高度敏锐的思维与观察力，以免酿

成事故；另一方面，ICU中濒死患者较多，也会对

护士产生一定心理压力，降低其心理资本水平；

加之日常工作量大、强度高、昼夜颠倒等，容易

导致护士身心疲劳，进一步影响心理资本。心理

资本包括希望、乐观、韧性、自我效能等积极心

理要素，被证实是护士高效、高质量工作的原动

力，是蕴藏于内心的潜能 [13]。因此，通过心理干

预来提高ICU护士的心理资本对改善护士身心状态

显得尤为重要。

心理弹性是个体对负性事件的适应能力，也

是个体灵活调试自我与生活、工作的矛盾，自如

应对，维持平衡的能力，其受教育水平、认知差

异、组织文化等的影响 [14]。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干预后CD -R I SC中坚韧、乐观、力量评分均较对

照组明显更高，表明团体心理资本干预可有效提

高ICU护士心理弹性水平。本研究实施的团体心理

资本干预采用团体课堂的形式，采用教师讲解、

团队合作、自我反思等方式，在课堂中引入游戏

也可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分享性和互动性。以课

堂的形式进行干预也可在增进同事之间感情的同

时，为其提供宣泄内心压力的场所和机会。通过

不同主题的课堂，可以针对性的提高 I C U 护士自

我效能、希望水平、乐观及韧性，提高其心理资

本，缓解工作压力。且有研究 [15]证实：更多的交

流对降低在职护士的消极心理有利，可通过提升

护士的应对能力来增加对职业压力的承受能力。

另 外 ， 在 课 堂 上 讲 授 开 发 自 我 信 念 、 拥 抱 希 望

的方法和诀窍、排遣负性情绪、锻炼韧性等的方

法，可帮助护士掌握自我调节心理危机的技巧，

逐渐提高心理应对能力、处理困难的应对能力。

戴高帽活动可通过护士之间的互相鼓励与支持，

创造良好且和谐的氛围，有助于护士在在我否定

时 扭 转 心 态 ， 保 持 自 信 、 开 朗 、 乐 观 的 稳 定 情

绪，提高自控能力[16]。

情绪状态是个体在面对客观事物时表现出的

态度和行为反应，可看作是个体的需求与愿望的

中 介 心 理 活 动 [ 1 7 ]。 郭 艳 梅 等 [ 1 8 ]研 究 发 现 ： 缓 解

I C U护士的工作压力、提高其心理弹性可直接或

间接改善护士的情绪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干预后PA评分较对照组更高，NA评分更低，

表明团体心理资本干预可有效提高 I C U 护士的积

极情绪、降低消极情绪。本研究实施的团体心理

干预，在课堂上组织进行个人成长经验交流，为

其他护士提供积极范例，通过大量积极事件的影

响来冲淡工作中质控检查、不良事件分析等产生

表5 两组NBS评分比较(n=40)

Table 5 Comparison of NBS scor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40)

组别
压力源/分 职业倦怠构成/分 人格特征/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2.59±7.86 25.79±6.02* 23.69±5.88 18.25±5.82* 21.02±6.33 15.67±5.32*

对照组 32.46±7.93 28.86±6.73* 23.87±6.12 21.06±6.36* 21.13±6.59 18.24±5.88*

t 0.074 2.150 0.134 2.061 0.076 2.050

P 0.941 0.035 0.894 0.043 0.939 0.044

组别
应对方式/分 身心症状/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9.46±5.28 13.86±4.68* 27.43±7.50 20.02±5.03*

对照组 19.36±6.11 16.65±5.74* 27.22±7.95 23.87±6.58*

t 0.078 2.382 0.122 2.939

P 0.938 0.020 0.904 0.004

与同组干预前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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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情绪，用积极事件调动护士的热情反应，

进而促进交流，并在交流中调动更多的积极情绪

的体验和分享 [19]。利用情绪A B C理论和相关小故

事，也可纠正护士的不合理信念，帮助其掌握排

遣情绪困扰的方法。

职业倦怠是个体在长期工作压力在而表现出的

一种情感耗竭、躯体疲劳的综合症状 [20]。研究 [21]

发现：ICU护士为职业倦怠高发人群，其不仅会来

带身心痛苦，还可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护

理人才流失。王忠云等 [22]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与

护士的职业倦怠呈明显负相关，提示提高护士的

心理资本水平有可能降低其职业倦怠水平。本研

究发现：观察组干预后NBS中压力源、职业倦怠构

成、人格特征、应对方式、身心症状评分均较干

预前明显降低，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上述结

论相符，表明团体资本干预可有效通过提高ICU护

士心理资本来降低其职业倦怠程度。

综上所述，在 I C U 护士心理干预中应用团体

心理资本干预，可有效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改

善情绪状态，进而降低职业倦怠感，对 I C U 护士

的身心健康及护理团队的稳定有利。但本研究课

程在实施中仍存在一定难点：首先， I C U 护士本

身工作繁忙，要求其抽出时间进行课程学习，受

试者可能存在情绪不满，在实施前应进行充分沟

通，以期消除抗拒心理。其次，各主题课程是循

环开展，以每人每个主题课程至少参与1次为最低

标准，课后自主学习时间和质量难以统一控制，

且缺少监督，在后期实践中可适当布置作业，用

以检验和巩固学习成果。另外，本研究样本量较

小，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且研究结果仅反映

干预后短期效果，是否对护士远期心理具有正向

引导作用尚需深入研究，未来将扩大样本量、延

长随访时间进一步证实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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