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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1 640名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 娜，张永爱，张晓娜，李 菲
（西安医学院 护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 目的 调查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的职业满意度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于 2018 年 3—7 月从陕西省 10 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西安市、宝鸡市、延安市 3 个地级市的 8 所综合医院 1 640 名在职护士，采

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职业满意度量表、职业观量表、职业压力量表、护理业务实施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组织承诺量表进行调查。 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护士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 护士的职业满意度平均分为（3.36±0.52）分，职业观总均分为（3.95±0.45）分，职业

压力总均分为（2.30±0.54）分，护理业务实施总均分为（4.14±0.58）分，社会支持总分为（31.10±5.80）分，组织承诺总均分为（3.42±0.56）分。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组织承诺、职业观、职业压力进入回归方程（P＜0.05），共解释护士职业满意度总变异的 56.8%。 结论 本

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护士的组织承诺水平、职业观水平、职业压力是其职业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建议护理管理者重点关注组织承诺水平低、职业观水平低和职业压力大的护士，帮助其制定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其对组织

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认同度；不断加强职业观教育，努力改善护士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提高其组织承诺水平；降低护士专业负担

和业务负担，改善护士工作环境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团队沟通，以降低护士职业压力；从而提高其职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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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Satisfaction of Nurses from Comprehensive Hospital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1,640-case Study

XU Na, ZHANG Yong-ai, ZHANG Xiao-na, LI Fei
(School of Nursing, Xi’an Medical College, Xi’an 71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job satisfaction of nurses in comprehensive hospitals in Shanxi Province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factors. Methods With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1,669 on-the-job nurses from 8 comprehensive
hospitals in Shanxi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Job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the Professional
Value Questionnaire, Job Stress Questionnaire, Task Performance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cale.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nurses’ job satisfaction was 3.36±0.52 and the mean total score of professional
value, job stress, job performance, social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was 3.95±0.45,2.30±0.54,4.14±0.58, 31.10±5.80 and
3.42±0.56 respectivel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rofessional value, and job stress
entered into the equation (P<0.05) and accounted for 56.8% of the total variations. Conclusion Job satisfaction of nurses in general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 is at a mediate level and its main influence factors ar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rofessional value and
job stress. More attention should go to nurses with low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professional value but with higher job
stress. Practical career plan, promotion of organizational value and culture,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uch as more
professionalism education, improvement of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welfare, reducing job stress such as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recourses will benefit improving nurses’ job satisfaction and stabilize nursing team.
Key words： job satisfaction; nurse; professionalism; job stres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有研究表明， 护士对职业的满意程度与医疗服
务质量、护理工作效率、护士留职意愿及患者满意度
息息相关[ 1 ]，是影响护理行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也
是护士离职的主要的因变量或中间变量[ 2 ]。 除工作
本身相关因素外，个人价值观、人格等也会对员工工
作满意度产生影响[3 ]。 目前，对护士职业满意度影响

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人口学特征、心理弹性、
应对方式、职业倦怠等因素，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到了
护士的个人特质 [ 4 ]。 本研究旨在从职业观、组织承
诺、工作压力、护理业务实施、社会支持等方面探讨
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的职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期为提高护士的职业满意度, 减少离职率提供一
定的参考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8年 3—7 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
机抽样的方法，从陕西省 10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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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宝鸡市、延安市 3 个地级市，在每个地级市中
随机抽取 2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在抽得的医院中
随机选取 12个护理单元， 将全部 96个护理单元中
符合纳入标准的在职护士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
准：（1）调查期间在医院内从事临床护理工作的编制
内或合同制护士，且工作时间≥1 年；（2）知情同意
且自愿参与本研究者。 排除标准：（1）病区护士长；
（2）调查期间不在岗者（包括外出学习、进修、休假
等）。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编制，包括年龄、性别、
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称、聘任形式。
1.2.2 职业满意度量表 （Job Satisfaction Question-
naire，JSQ） 由 Steers 等 [ 5 ]于 1981 年开发，用于评
估企业员工的职业满足， 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 Zhang[6]于 2017年翻译为中文，并用于评估西
安市二级以上医院护士 345 名，量表 Cronbach α 系
数为 0.90， 内容效度为 0.93。 该量表包括自律性（3
个条目），相互作用（4 个条目），行政要求（3 个条
目），报酬（10个条目），业务要求（3个条目），专业水
平（5 个条目），共 6 个维度 28 个条目。 均采用 Lik-
ert 5 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
值 1～5 分。 计算总均分，得分范围为 1～5 分，得分越
高提示护士职业满意度越理想。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4。
1.2.3 职业观量表 由 Yeun 等[ 7 ] 于 2005 年开发，
用于评价护士职业观，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2。
2017年由 Zhang[6]翻译修订为中文版，并用于评估西
安市二级以上医院护士 345名， 量表 Cronbach α 系
数为 0.84，内容效度为 0.92。 该量表包括自我认知（6
个条目），社会认知（6个条目），职业的专门性（2个条
目），护理业务与责任（8个条目），独立性（3个条目），
共 5个维度 25个条目。均采用 Likert 5级评分，从“非
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 1～5分。 计算总均
分，得分范围为 1～5 分，得分越高说明护士的职业观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28。
1.2.4 工作压力源量表 由李小妹等于 2000 年参
照护理工作压力量表[ 8 ]和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 9 ]，根
据中国国情重新设计并通过专家咨询修订而成 [10]，
用于评价中国护士的职业压力， 量表总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8。该量表包括业务负担（4个条目），环境
和资源（6 个条目），专业负担（6 个条目），患者护理
问题（6个条目），管理与沟通（13个条目），共 5 个维
度 35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从“从未”到
“几乎每天”依次赋值 1～4 分。 计算总均分，得分范
围为 1～4 分，得分越高表明压力越大。 本研究中该

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37。
1.2.5 护理业务实施量表 由 Yeun[11]于 1995 年开
发， 用于评价护士的护理业务实施情况， 量表总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 2017 年由 Zhang[ 6 ]翻译修
订为中文版， 并用于评估西安市二级以上医院护士
345 名，量表总 Cronbach α系数为 0.86，内容效度为
0.94。 该量表包括护理教育（6个条目），护理操作（8
个条目），人际沟通（4 个条目），共 3 个维度 18 个条
目。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
同意”依次赋值 1～5 分。计算总均分，得分范围为 1～
5分，得分越高意味着护士对护理业务实施的自我评
价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57。
1.2.6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由我国学者肖水源于
1986 年开发，量表总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适用
于 16岁以上的成年人[12]，且已在护士人群中被广泛应
用。 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4个条目），客观支持（3个
条目），支持的利用度（3个条目），共 3个维度 10个条
目。 该量表的计分方法：“主观支持”维度总分为 1、3、
4、8题之和；“客观支持” 维度总分为 2、9、10题之和；
“支持利用度”维度总分为 5、6、7题目之和。其中 1-4，
5-7条目，选择 1，2，3，4项分别计 1，2，3，4分；第 8个
条目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分 1-4分；第 9
个和第 10个条目中，答案为“无任何来源”计 0分，答
案“下列来源”者中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 计算总分，
得分范围为 13～70分，得分越高提示护士的社会支持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777。
1.2.7 组织承诺量表 由 Meyer 和 Allen[13]于 1991
年开发，用于测评企业员工的组织承诺。 2009 年由
王颖等 [14]翻译并修订用于测评 IT 公司员工的组织
承诺 ， 量表总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 2017 年
Zhang[6]应用该量表用于测评护士组织承诺，量表总
Cronbach α系数为 0.87，内容效度为 0.94。该量表包
括情感承诺（6 个条目），持续承诺（6 个条目），规范
承诺（6个条目），共 3个维度 18个条目。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 1～
5 分。 计算总均分，得分范围为 1～5 分，得分越高提
示护士对护理业务实施的自我评价越高。 本研究中
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69。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问卷星
编制电子问卷 （https://www.wjx.cn/jq/42367660.aspx）。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确保问卷由研究对象
本人填写， 课题组派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赴各
个医院，在征得相关部门和科室同意后，由各科护
士长组织集中各护理单元符合纳入标准的护士，
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解释本研究的目的、 意义及问
卷填写方法，获得知情同意后，研究对象用手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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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扫描问卷二维码独立填写后提交。 本研究回收
问卷 1 7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1 640 份，有效回收
率为 96.47%。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分析数据， 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
布，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不同特征护士职业满意
度得分的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
差分析；职业满意度与职业观、护理业务实施、职业
压力、社会支持、组织承诺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
关分析；护士职业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 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1 640 名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年
龄（25.15±2.93）岁，其中，男性 17 名（1.00%），女性
1 623 名 （99.00%）；文化程度 ，硕士及以上 10 名
（0.60%），本科 820名（50.00%），专科 810名（49.40%）；
婚姻状况：已婚 981名（59.80%）,未婚 648名（39.50%），
离异/丧偶 11名（0.70%）；职称以初级职称居多，1 334
名（81.30%），中级职称 261 名（15.90%），高级职称
45 名 （2.80%）； 聘任形式以聘用制居多，1 183 名
（72.10%）。
2.2 本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度得分
本组护士职业满意度总均分为（3.36±0.52）分，各
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自律性（4.19±0.73）分，业务
要求（2.80±0.86）分，相互作用（3.91±0.72）分，行政
要求（3.36±0.78）分，报酬（3.01±0.81）分，专业水平
（3.49±0.68）分。
2.3 不同特征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度得
分的比较 将本组护士按性别、 文化程度、 婚姻状
况、职称和聘任形式分组，比较其职业满意度得分情
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聘任
形式的护士，其职业满意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 不同婚姻状况、职称的护士，其职
业满意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4 本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的职业满意度与职
业观、职业压力、护理业务实施、社会支持和组织承
诺的相关性分析 本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观
总均分为（3.95±0.45）分，各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自
我认知（4.38±0.52）分，社会认知（3.33±0.87）分，职
业的专门性（4.30±1.12）分，护理业务与责任（4.09±
0.58）分，独立性（3.72±0.82）分；职业压力总均分为
（2.30±0.54）分，各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业务负担
（2.32±0.68）分，环境和资源（2.18±0.63）分，专业负
担（2.56±0.07）分，患者护理问题（2.41±0.56）分，管
理与沟通（1.98±0.57）分；护理业务实施总均分为
（4.14±0.58）分，各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护理教育
（3.88±0.58）分，护理操作（4.28±0.65）分，人际沟通
（4.27±0.91）分；社会支持总分为（31.10±5.80）分，各
维度条目得分分别为：主观支持（10.24±2.04）分，客
观支持 （9.39±2.52）分 ，支持的利用度 （8.94±3.96）
分；组织承诺总均分为（3.42±0.56）分，各维度条目
均分分别为 ：情感承诺 （3.68±0.71）分 ，持续承诺
（3.19±0.73）分，规范承诺（3.38±0.75）分。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 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
业满意度总均分与职业观总均分（r=0.589，P＜0.001）、
组织承诺总均分（r=0.683，P＜0.001）呈密切正相关；
与护理业务实施总均分（r=0.334，P＜0.001）、社会支
持总分（r=0.125，P＜0.001）呈一定正相关；与职业压
力总均分（r=-0.201，P＜0.001）呈一定负相关。
2.5 本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度影响因
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职业满意度总均分为因
变量， 以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相关分析中有统计学意
义的 8 个变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称、职业观、
职业压力、护理业务实施、社会支持、组织承诺）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组织承诺、
职业观、职业压力进入回归方程（P＜0.05），解释了护
士职业满意度总变异的 56.8%。 见表 2。

3 讨论
3.1 本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的职业满意度得分
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综合医院
护士的职业满意度总均分为（3.46±0.52）分，与量表

表 1 不同特征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度得分比较

（n=1 640，X±S，分）
项目 n 职业满意度得分 F P

婚姻状况 11.125 ＜0.001
未婚 648 3.44±0.52
已婚 981 3.32±0.52
离异/丧偶 11 3.33±0.69

职称 11.062 ＜0.001
护士/护师 1 334 3.39±0.52
主管护师 261 3.23±0.54
副主任护师 45 3.30±0.51

表 2 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n=1 640）
项目 B SE β t P 95%CI

常数 0.259 0.145 - 1.783 0.075 -0.026～0.544
职业观 0.437 0.029 0.390 14.916 ＜0.001 0.380～0.495
职业压力 -0.085 0.023 -0.090 3.758 ＜0.001 -0.129～-0.041
组织承诺 0.442 0.024 0.485 18.583 ＜0.001 0.395～0.489
注：R2=0.568，调整后 R2=0.566，F=212.039，P＜0.001；职业观、职业
压力、组织承诺均以实际数值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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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均分的中间值 2.5 分相比处于中等水平，低于王
镜茹等[15]在浙江省开展的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工作满
意度得分，其原因可能为：（1）与研究对象的地域性
差异有关。 据统计[16]，全国按服务人口分布，护理人
员占有水平京沪最高，东部地区较高，高于全国总体
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差异不大，均低于全国
总体平均水平，2016 年浙江省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常住人口）为 3.12[17]，陕西省为 3.07[18]，明显低于
浙江省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护士人力不足且工作
压力大。 同时近几年浙江省开展了公立医院薪酬制
度改革，实行编制与非编制护士同岗同酬政策、落实
最低护士津贴制度、薪酬分配的倾向临床一线护士
等一些利于稳定护士队伍的政策，这可能是本次研
究结果低于王镜茹等研究结果的原因之一；（2）所使
用的调查工具不同，其评分标准有差异，王镜茹等的
研究中护士工作满意度调查表是在借鉴明尼苏达工
作满意度量表内容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而成，本研究
中护士职业满意度量表则是在 Zhang 在 Steer 的职
业满足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3）研究对象的人口学
特征不同，王镜茹等的研究中在编护士占比 76.4%，
且研究结果显示在编护士的职业满意度水平高于无
编制护士，本次调查陕西省综合医院的在编护士仅
占 27.9%，远低于王镜茹等的研究，护士的职业满意
度水平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全国大样本抽样调查 [19]结果和王璐等 [20]在河南
省开展的调查结果均显示护士工作满意度水平一
般；Alameddine 等 [21]对德国护士职业满意度调查显
示， 护士职业满意度水平一般， 且近些年呈下降趋
势，以上结果均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究其可能的原
因：（1）本研究中护士职称结构不合理，初级职称护
士占比过高，高级职称占比过少，远低于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的卫生服务机构人员高、中、初职称 1∶3∶1 的
比例。高级职称的护士具有较强的岗位胜任力，更容
易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与重视， 其职业满意度会
高于初级职称护士。（2）本研究中已婚护士职业满意
度得分最低，护士以女性群体为主，其成家后对家庭
的付出远多于男性，由于护理工作压力大，夜班和加
班情况较为频繁[22]，使得护士在成家后面临的压力更
大，降低了其职业满意度水平；（3）护理人员短缺[23]，
研究显示陕西省目前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状况仍不尽
合理[24]，人员短缺加重了护士工作压力，使其职业满
意度水平受影响。

鉴于护士职业满意度与护士离职密切相关 [25]，
提高护士职业满意度， 稳定护理人力资源一直是护
理管理者研究的主要问题。 建议管理者完善临床护

士职称结构，鼓励护士晋升职称，积极采用分级管理
模式明确护理专业性定位， 进而根据护士的职称和
专业能力安排不同的岗位，并依据绩效取得报酬，提
高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满意度；针对已婚护士，
注重其人文关怀，充分考虑其家庭角色，采用“弹性
排班”的方式，为护士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针
对护士人力不足， 应在不断扩充护士人数的基础上
降低护士离职率，通过实施同工同酬、改善护士福利
待遇，实施岗位管理、鼓励护士继续教育等方式降低
护士离职率，保证护理人力资源的配备。
3.2 本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的职业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
3.2.1 组织承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组织承诺是本组
陕西省护士职业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β=0.442，
P＜0.001），即组织承诺水平越高，护士的职业满意度
越高，与李静等[26]的研究结果相似。 究其原因：组织
承诺维度中的感情承诺， 是指对单位认可， 感情深
厚，愿意为单位生存与发展做出奉献，在任何诱惑下
都不会离职跳槽[27]。 有研究显示[28]，感情承诺对独立
性、职权大小、成就感等内在满意度的影响最显著，
感情承诺越高，员工对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及文化的
认同度就越高，对工作的积极性越高且具有满足感。
组织承诺维度中的规范承诺， 是指对企业的态度和
行为表现且均以社会规范、职业道德为准则，对组织
有责任感、工作全身投入，对单位忠诚热爱[27]。 规范
承诺对晋升、奖励、领导方式、报酬等外在满意度有
显著影响，规范承诺越高，对组织的责任心越强，越
愿意积极工作，越能为个人带来心理满足，工作满意
度就越高[28]。 护士的护龄越长，职称越高，其岗位适
应性不断增强，对单位的归属感也逐渐加深，对组织
的文化和价值观越认同，感情承诺越高，同时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工作经验的丰富，护士可以更充分的认识
到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和患者的生命息息相关，
进而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增强，规范承诺水平增
高。本研究中仅 2.80%护士为高级职称，39.50%护士未
婚，初级职称护士由于工作年资短，对单位的归属感
和对组织文化的认同感有待提高，未婚年轻护士由于
自身适应性较强，随着人才流动机制的确立，他们有
更多的机会跳槽，且年轻护士缺乏工作经验，工作责
任感和使命感比高年资护士欠缺，因此，增加初级职
称和未婚年轻护士对组织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其工作
责任感对提升护士组织承诺水平尤为重要。

建议护理管理者注重提高护士的组织承诺水平，
同时考虑护士的人口学特征，例如：做好护理团队的
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的团队氛围，实施“老带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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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带，增强护理团队荣誉感，进而加强护士的归属感。
管理者自身从传统的监督角色转变为服务角色，认
真听取一线护士的诉求，定期进行走访和调研，针对
一线护士的具体问题及时给出反馈并给出解决方
案，激发护士的工作激情和潜力。 通过举办各种活
动增强新入职护士对医院组织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
感，增强其感情承诺；注重护士专业技能培训和考核
的同时，应做好护士的思想品德教育，引导其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规范其职业道德，对发生在团队护士中
的先进事迹及时进行报道和学习，努力引导护士行
为与医院制度和职业道德相符。
3.2.2 职业观 本研究结果显示， 职业观是陕西省
护士职业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β=0.437，P＜0.001），
即护士职业观水平越理想其职业满意度水平越高，
与 Kantek 等[29]的研究结果相似。 究其原因，护士职
业观是通过训练学习而内化形成的行为准则, 能影
响并引导个体的护理行为。护士职业观水平越高，越
容易克服在职业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且在工作中会
不断提升自己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会为自己争取
更多的平台，受到组织的重视与培养，进而提高了其
工作满意度水平。 研究显示[30]，护士工作环境对护士
职业观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且本科学历护士的职
业价值观水平高于专科， 年轻护士的职业观水平高
于高年资护士，职称越高，其护理职业观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 49.40%护士学历为专科，81.30%为初级职
称， 其职业观水平直接影响整个护士群体的职业观
水平。 建议护理管理者将不同学历不同职称护士合
理搭配，利用协同效应提高护理工作效率；注重本专
科学历护士的继续教育，提升护士的教育程度；关注
高年资护士的职业心理素质，不断加强职业观教育；
通过薪酬改革、落实合同和在编护士同工同酬政策、
提高护士夜班费用改善一线护士的福利待遇， 注重
护理技能水平的提高，体现护士的职业价值；重视一
线护士的权利，鼓励其参与管理工作，多为护士创造
进修培训提升自我的机会，改善其工作环境，进而提
升护士的职业观水平。
3.2.3 职业压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 职业压力是陕
西省护士职业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β=-0.085，
P＜0.001），即护士的职业压力越大，其职业满意度越
低；与任雅欣等[31]的调查结果相似。 究其原因，护理
工作突发事件多，工作节奏快，负荷过重、工作繁忙
使护士承受身体上的压力； 工作中经常面对濒死危
重患者， 担心工作失误造成医疗事故等使护士承受
精神上的压力；同时，护士社会地位低，晋升深造及
福利待遇均低于其他医务人员， 这些均使得护士对

护理工作感到力不从心，其工作的疲溃感增加，导致
护士的护理专业信念降低， 对护理工作产生消极态
度和不满。建议护理管理者重视为临床护士减压，通
过增加护理人力、 采取弹性排班、 合理简化工作流
程、积极授权等方法降低护士专业负担和业务负担；
通过建立良好的医护合作、 护护合作增进护士人际
关系氛围；完善绩效改革，提高一线护士薪酬；积极
开展团体心理辅导，缓解护士精神压力；鼓励护士深
造并针对不同级别护士实行岗位管理体现不同层次
的护士价值，以稳定护理队伍。

综上所述， 本组陕西省综合医院护士职业满意
度处于中等水平， 护士的组织承诺水平、 职业观水
平、职业压力是其职业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议
护理管理者重点关注组织承诺水平低护士群体，提
高年轻护士对组织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认同度，帮
助年轻护士制定可行的职业生涯规划， 提高团队中
年轻护士的组织承诺水平； 关注职业观水平低的护
士群体，重视高年资护士对自身职业的认知，不断加
强职业观教育，努力改善护士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
克服高年资护士的职业倦怠， 增进高年资护士的职
业观水平；重视减轻护士的职业压力，通过降低护士
专业负担和业务负担， 改善护士工作环境并优化资
源配置，促进团队沟通，以降低护士职业压力。 本研
究不足之处在于仅调查了陕西省内部分三级甲等医
院护士，未涉及基层及社区护士，样本代表性不足，
有待于今后开展更全面的大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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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医护理特色疗法及中医护理新技术在临床护理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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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情志护理、药膳护理在临床中的应用及干预效果评价；

1.7 中医护理技术、中医护理评估流程及质量标准的构建；

1.8 中医康复特色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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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医操作器具的改良及研制

1.12 中医护理方案在临床中的实践及其效果评价

1.13 中医护理管理新举措及中医护理学科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1.14 新教学模式在中医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1.15 “治未病”理论在中医护理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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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按本刊规范化格式撰写，未公开发表，投稿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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