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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名 ICU护士工作满意度与团队合作度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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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 ICU护士工作满意度及团队合作度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我市 6所三级甲等医院的 208例ICU护士作为

研究对象，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 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 护士团队合作度量表对其进行调查。 结果 ICU 护士工作满意度得分为

（106.13±19.51）分，团队合作度得分为（144.19±9.63）分，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ICU 护士的团队合作度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正相

关（r=0.498，P＜0.05）。 结论 ICU护士工作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团队合作度处于较高水平，ICU护士团队合作度与工作满意
度呈正相关。 护理管理者可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不断提高 ICU护士的团队合作度，从而提高其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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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满意度是个体对工作的一种积极情感反
应，最早由 Hoppock提出，指个体从工作中获得满足
感的程度[ 1 ]。 护士工作满意度与其工作表现及护士
团队稳定性密切相关，并对护理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ICU护士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 其护理对象都是
危重患者，其工作强度大、工作要求高、工作环境密
闭，且经常要面对患者的创伤、死亡等负面刺激，导
致 ICU护士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2-3]。 既往研究表
明[4-5]，ICU护士的工作满意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护士团队合作度是指 2个或多个护士为实现共同的
目标和结果，相互协调、配合、支持的程度[6 ]。 随着小
组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的推进， 对护理的团队合作
要求越来越高，加之 ICU 患者病情危重、变化快，团
队合作是 ICU护士工作的基本形式。 国外针对护士
的团队合作度已有大量的研究， 提高护士团队合作
度有助于提高护理工作质量， 确保患者安全并提高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7-8]，但国内对护士团队合作度的
相关研究尚少。 本研究拟调查 ICU护士的团队合作
度现状，并探讨团队合作度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旨
在为护理管理者稳定 ICU 护士队伍提供一定的参
考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2018 年 7—11 月
选取我市 6所三级甲等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第二、第三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番禺中心医院）的 ICU 护士作

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注册护士；（2）在 ICU工
作≥1年；（3）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 排除标准：轮
科、进修、实习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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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婚姻状况、工作年限、职称、用工性质。
1.2.2 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Nurses Job Satisfaction
Scale，NJSS） 由陶红等[ 9 ]于 2009 年编制，用于护士
工作满意度的测评，其 Cronbach α系数为 0.815。 该
量表包括工作本身 （5个条目）、 工作负荷 （7 个条
目）、工作被认可（4 个条目）、个人成长及发展（4 个
条目）、与同事关系（5 个条目）、管理（7 个条目）、工
资及福利 （4个条目）、 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2 个条
目），共 8个维度 38个条目。 均采用 Likert 5级计分
法，从完全同意～完全不同意分为 5 个选项，正向条
目分别赋值为 5、4、3、2、1分， 反向条目分别赋值为
1、2、3、4、5 分。 量表总分为 38～190 分，得分越高意
味着护士工作满意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14。
1.2.3 护士团队合作度量表 （Nursing Teamwork
Survey，NTS） 由 Kalisch 等 [10]于 2010 年编制，用于
护士团队合作度的测评，其 Cronbach α系数为 0.940。
本研究选用我国学者宋春燕等 [11]于 2014 年翻译并
修订的中文版量表，其 Cronbach α系数 0.908。 该量
表包括信任（7 个条目）、支持（6 个条目）、团队心智
模型（7 个条目）、领导（4 个条目）、团队取向（8 个条
目），共 5个维度 32个条目。 均采用 Likert 5级计分
法，从几乎没有～总是如此分别赋值 1～5分。 总分为
32～160 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团队合作度越高。 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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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问卷
星平台编制及发布电子问卷（https://www.wjx.cn/）。
由本课题组成员以医院为单位， 将问卷二维码发给
科室护士长， 选择科室业务学习时在科室护士群中
发布问卷二维码进行集中调查。 电子问卷前言部分
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说明本调查的目的、意
义及问卷填写方法， 获得其知情同意后由其自行匿
名填写， 问卷所有条目填写完整后方可提交完成问
卷。 共回收问卷 208份，其中有效问卷 196 份，有效
回收率 94.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分析数据， 采用
K-S检验法对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得分、 护士团队
合作度量表得分进行正态性检验 （P=0.232、0.307，
P＞0.05），服从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采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分析护士工作满意度与护士团队合作度
的相关性，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196名 ICU护士，年龄 20～51（29.03±
5.84）岁；其中男 74 名（37.8%）， 女 122 名（62.2%）；
多为本科及以上学历，130（66.3%）；婚姻状况：已婚
110名（56.1%），未婚 86名（43.9%）；工作年限：＜5 年
70 名 （35.7%），6～10 年 44 名 （22.5%），＞10 名 82
例 （41.8%）；职称 ：护士 79 名 （40.3%），护师 59 名
（30.1%），主管护师及以上 58 名（29.6%）；用工性质

以合同制居多，127名（64.8%）。
2.2 ICU护士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 本组 ICU 护
士工作满意度总分为（106.13±19.51），所有条目均
分 （2.79±0.51）分 ；各维度得分分别为 ：工作本身
（14.00±3.53）分，维度条目均分（2.80±0.71）分；工作
负荷（15.54±3.98），维度条目均分（2.22±0.57）分；工作
被认可（10.24±2.49）分，维度条目均分（2.56±0.62）；
个人成长及发展 （11.16±2.75）分 ，维度条目均分
（2.79±0.69）；与同事关系（15.65±4.01）分，维度条目均
分（3.13±0.80）分；管理（26.67±6.29）分，维度条目均分
（3.81±0.90）分；工资及福利（7.40±1.91）分，维度条目均
分 （1.85±0.48）分 ；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5.47±1.34）
分，维度条目均分（2.73±0.67）分。
2.3 ICU护士团队合作度得分情况 本组 ICU 护
士团队合作度总分为（144.19±9.63）分，所有条目为
（4.51±0.30）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 信任（29.06±2.38）
分，维度条目均分（4.15±0.34）分；支持（27.72±1.74）
分 ，维度条目均分 （4.62±0.29）分 ；团队心智模型
（31.85±2.10）分，维度条目均分（4.55±0.30）分；领导
（18.92±0.72）分，维度条目均分（4.73±0.18）分；团队
取向（36.64±2.72）分，维度条目均分（4.58±0.34）分。
2.4 ICU护士工作满意度和团队合作度的相关性
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本组 ICU 护士工作满
意度与团队合作度总分、信任维度得分、团队心智模
型及团队取向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r=0.405～0.512，
P＜0.05），见表 1。

表 1 ICU 护士工作满意度和团队合作度的相关性分析（n=196，r）
项目 信任 支持 团队心智模型 领导 团队取向 团队合作度总分

工作本身 0.423* 0.349* 0.445* 0.409* 0.382* 0.418*
工作负荷 0.322 0.432* 0.327* 0.297 0.276* 0.347*

工作被认可 0.373* 0.387* 0.421* 0.478* 0.422* 0.423*

个人成长及发展 0.473* 0.325* 0.385* 0.387* 0.379* 0.404*

与同事关系 0.492* 0.287* 0.361* 0.408* 0.422* 0.493*

管理 0.490* 0.326 0.343* 0.425* 0.392* 0.513*

工资及福利 0.348* 0.412* 0.432 0.437* 0.457 0.384*

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0.521* 0.277* 0.466 0.470* 0.399* 0.462*

工作满意度总分 0.512* 0.299* 0.433* 0.399* 0.405* 0.498*

注：*表示 P＜0.05

3 讨论
3.1 本组 ICU护士工作满意度得分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ICU 护士工作满意度得分
为（106.13±19.51）分，总均分（2.79±0.51）分，与条目
评分中间值 3分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低于胡静
超等 [ 4 ]对 13 所综合性医院各科室护士工作满意度
调查结果的（3.02±0.48）分，提示 ICU 护士的工作满
意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ICU护士的护理对象都是
危重患者，工作强度大、工作要求高、工作环境密闭，

且经常要面对患者的创伤、死亡等负面刺激，影响了
ICU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 本研究中工资及福利维度
条目均分得分最低，为（1.85±0.48）分，与胡静超等[ 4 ]、
徐丽群等 [ 5 ]研究结果一致，均提示 ICU 护士对目前
的工资及福利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可能与部分医院
绩效考核分配制度未建立或建立尚不完善， 导致
ICU 护士认为收入与其劳动付出不匹配有关。 建议
护理管理者关注 ICU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加强
对 ICU 护士的关心和支持，定期组织文体活动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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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压力， 在资源分配时给予 ICU 一定倾斜，从
而提高 ICU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
3.2 本组 ICU护士团队合作度得分处于较高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ICU 护士团队合作度总得分为

（144.19±9.63）分，总均分（4.51±0.30）分，与条目评
分中间值 3分比较，处于较高水平。本研究结果略高
于宋春燕等[12]对 2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各科室护士
调查结果的 4.41分。 究其原因：（1）随着小组责任制
整体护理模式和优质护理服务的不断推进和实施，
强化了护理团队的合作度；（2）ICU 是医院危重患者
的集中区域， 患者病情变化快、 突发事件多， 需要
ICU 护士高效地进行分工和合作， 因此团队合作度
得分处于较高水平。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信任维度得
分相对最低，为（4.15±0.34）分。 究其原因：信任维度
主要测量团队成员间彼此信任， 愿意分享想法和信
息，主动征求他人的意见和建议等内容。 而 ICU护士
工作负荷重、工作节奏快，繁重的工作使 ICU 护士在
工作以外彼此间分享、交流的机会较少。 建议护理管
理者根据护士团队合作度的构成因子制定针对性的
措施，特别关注得分较低的信任维度，开展团队建设
活动[13]、仿真模拟等[14]增加 ICU 护士间沟通交流的活
动，不断完善和提高 ICU护士的整体团队合作度。
3.3 ICU护士工作满意度与团队合作度总分呈正
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组 ICU 护士工作满意度
与团队合作度总分呈正相关 （r=0.498，P＜0.05），即
ICU 护士团队合作度越高，其工作满意度越高，与国
外多项报告结果一致 [15-16]。 究其原因：（1）工作关系
是工作满意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6]。 良好的团队合作
有助于医护人员加深对工作本身的理解， 以更积极
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工作，让工作更快乐，使同事关系
相处更融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因此其
工作满意度较高。（2）良好的团队合作使高负荷的工
作更易于管理，有助于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感到满足，
提高其对工作的被认可度， 并使医护人员之间更好
地相互学习，促进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从而促进其工
作满意度的提高。 建议护理管理者重视 ICU 护士团
队合作度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采取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如加强科室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护理人员团
队意识；通过工作坊式培训模式，强化日常工作中的
团队合作能力等，不断完善和提高 ICU 护士的团队
合作度，从而提高 ICU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

本研究样本均选取三级甲等医院， 在其他级别
医院是否适合还需进一步研究， 鉴于国内对护士团
队合作度的研究尚少， 未来研究者可不断拓展护士
团队合作度的研究， 如针对团队合作度较低的护士

人群的内因进一步探讨护士团队的运行机制等，为
提高护士团队合作度提供依据， 从而更好地提高护
士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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