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士研究
编者按:护士是护理工作的主体,也是医疗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能力和个人素养关系到患者的治疗

结局和医疗安全.随着医疗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对护士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护士个体承受的职业压力亦

与日俱增.如何进一步提升护士的学术素养,减轻护士的工作压力,使其以更好的身心状态投身护理工作,
成为近期的研究热点.为此,本刊特推出“护士研究”专栏,就护士情感支持、情绪调节、跨专业合作学习、工
作重塑、职业倦怠以及第二受害者心理体验等推出最新研究成果,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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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情感支持在护士家庭卷入与工作旺盛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提升护士工作旺盛感提供参考.方法　２０２２
年６－７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河南省４所三级甲等医院的５０６名护士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卷入量表、情
感支持量表与工作旺盛感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家庭卷入、情感支持以及工作旺盛感得分分别为(２１．７０±４．２８)、
(１９．０３±３．４５)、(３７．９８±６．０１)分;相关性分析显示,护士家庭卷入、情感支持以及工作旺盛感两两之间呈正相关(均 P＜
０００１);家庭卷入对工作旺盛感的总效应为０．４１２(９５％CI:０．２８６~０．５５８)、直接效应为０．１７２(９５％CI:０．０５４~０．３１２)、间接效

应为０．２４０(９５％CI:０．１６９~０．３３６),中介效应占比５８．２５％.结论　家庭卷入可以让护士获得较多的情感支持,从而提升工作

旺盛感,应该重视护士家庭关系对临床护理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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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mediatingeffectofemotionalsupportbetweenfamilyinvolvement
andthrivingatworkinnurses,andtoprovidereferenceforenhancingnurses’thrivingatwork．Methods　
FromJunetoJuly２０２２,５０６nursesfrom４tertiaryAhospitalsinHenanprovincewereselectedbythe
conveniencesamplingmethod,andinvestigatedbygeneraldatasurveyscale,FamilyInvolvementScale,

EmotionalSupportScaleandTheThrivingatWorkQuestionnaire．Results　ThetotalscoresoffamilyinvolveＧ
ment,emotionalsupportandthrivingatworkofnurseswere(２１．７０±４．２８),(１９．０３±３．４５)and(３７．９８±６．０１)

respectively．Correlationanalysisshowedthatthefamilyinvolvement,emotionalsupportandthrivingat
workofnursesbetweenthetwowerepositivelycorrelated(allP＜０．００１)．ThetotaleffectoffamilyinＧ
volvementonthrivingatworkwas０．４１２(９５％CI:０．２８６~０．５５８),thedirecteffectwas０．１７２(９５％CI:

００５４~０．３１２),andtheindirecteffectwas０．２４０(９５％CI:０．１６９~０．３３６)．Themediatingeffectaccounted
for５８．２５％．Conclusions　Familyinvolvementcanenablenursestoobtainmoreemotionalsupport,andthenenＧ
hancethethrivingatwork．Thepositiveeffectofnurses’familyrelationshiponclinicalnursingshouldbefo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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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护理工作队伍普遍存在工作负荷过高、职
业倦怠严重的问题[１].工作旺盛感作为个体对待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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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积极心理状态,包括学习体验和活力体验[２].
以往研究[３]表明,工作旺盛感高的护士往往具有高

水平的工作业绩、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较低的职业

倦怠.因此,如何让护士保持旺盛的工作状态,护理

管理工作者应重点关注.基于工作旺盛感的社会嵌

入模型[４],家庭作为个体工作以外重要的生活环境,
对其工作旺盛感具有积极影响.家庭卷入反映了家

庭身份或者角色在个体自我概念中的重要程度[５].
高家庭卷入水平的个体与家庭成员关系密切,能够

得到家庭对其工作的情感支持与资源帮扶[６],而情

感支持将激发个体工作活力与热情,增强其工作认

同,让个体获得较高的工作旺盛感[７].故本研究将

分析护士群体的家庭卷入、情感支持和工作旺盛感

状况,探讨护士家庭卷入与工作旺盛感的关系以及

情感支持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提升护士工

作积极性、保持工作旺盛感提供建议对策.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６－７月,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取河南省４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护士作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１)身心健康,正式在职在岗护士;
(２)持有护士资格证;(３)工作满１年及以上;(４)知
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排除标准:(１)实习护士;(２)请
假、外出学习不在岗者.以研究变量１０~２０倍计算

所需样本数[８],同时考虑可能存在２０％的样本流失

率,因此,本研究所需样本量应该在３１２~６２４名之

间,最终本研究选取样本数为５０６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主要包括被

试的年龄、性别、工作年限、学历、职称、婚姻状况、是
否独生等.(２)家庭卷入量表(familyinvolvement
scale,FIS):该量表由 PaustianＧUnderdahl等[９]于

２０１６年编制,季浩等[１０]进行本土化翻译应用,用于

评估个体的家庭卷入水平.该量表单维度,共有

４道题目,采用Likert７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依次计１~７分,总分为４~２８分,得
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家庭卷入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４７.(３)情感支持

量表 (emotionalsupportscale,ESS):该 量 表 由

Methot等[１１]于２０１６年编制,岳国峰等[１２]进行本土

化应用,用于评估员工生活、工作中获得的情感支持

状况.该量表为单维度,共有５道题目,采用Likert
５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

１~５分,总分为５~２５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获得情

感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

为０．９１０.(４)工作旺盛感(thethrivingatworkquesＧ

tionnaire,TWQ):该量表由Porath等[１３]于２０１２年编

制,朱海琳[１４]修订中国本土化版本,用于评估员工的

工作旺盛感水平.该量表包括活力与学习两个维度,
共有１０道题目,包括,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从“非
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１~５分,总分为１０~
５０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工作旺盛感水平越高.本

研究中两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０．７９５、０．
８２５;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６８.

１．２．２　调查方法　调查人员由各医院护理部选拔

(选拔标准:在职在岗护士;硕士及以上学历;工作满

３年及以上),结合调研目的进行专业训练后,调研

正式开始.本次研究采用问卷星链接的形式,以科

室为单位在工作群进行发放.问卷设置统一的指导

语,明确此次调查的意义,要求被试匿名填写,遵循

自愿原则,参加此次研究.设置一个IP仅能作答一

次,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全部完成之后方可提交.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５０６份.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５．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定性资料主要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
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数据采用x±s进行表示,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护士家庭卷入、情感支持以及

工作旺盛感间的关系.使用 AMOS２４．０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情感支持在护士家庭卷入与工作旺盛

感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Ｇ
strap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以 P＜０．０５或

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 般 情 况 　５０６ 名临床护士,其中男 １７ 名

(３３６％),女４８９名(９６．６４％),平均年龄(３２．６７±
５８７)岁;专科３８名(７．５１％)、本科４６５名(９１．９０％),研
究生３名(０．５９％);护士４９名(９．６８％),护师１８１名

(３５．７７％),主管护师２５９名(５１．１９％),副主任护师

及以上１７名(３．３６％);已婚３６８名(７２．７３％),离婚

６名(１．１８％),未婚１３２名(２６．０９％);工作时间:１~
５年１１１名(２１．９４％),６~１０年１４９名(２９．４５％),１１~
１５年１５０名(２９．６４％),１６~２０ 年５０名(９８８％),

２１年 及 以 上 ４６ 名 (９．０９％ );独 生 子 女 ７１ 人

(１４０３％),非独生子女４３５人(８５．９７％).

２．２　护士家庭卷入、情感支持以及工作旺盛感量表

得分情况　家庭卷入总分为(２１．７０±４．２８)分,情感

支持总分为(１９．０３±３．４５)分,工作旺盛感总分为

(３７．９８±６．０１)分,具体见表１.

２．３　护士家庭卷入、情感支持以及工作旺盛感的相

关性检验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护士家庭

卷入得分与情感支持得分呈正相关(r＝０．３４８,P＜
０．００１)、与工作旺盛感得分呈正相关(r＝０．３３９,P＜

２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３年９月,４０(９)



０．００１),情感支持得分与工作旺盛感得分呈正相关

(r＝０．５７５,P＜０．００１).

表１　护士家庭卷入、情感支持、

工作旺盛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n＝５０６,x±s,分)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家庭卷入总分　 ２１．７０±４．２８ ５．４２±１．０７
情感支持总分　 １９．０３±３．４５ ３．８１±０．６９
工作旺盛感总分 ３７．９８±６．０１ ３．８０±０．６０
活力体验　　　 １８．３２±３．２１ ３．６６±０．６４
学习体验　　　 １９．６５±３．２１ ３．９３±０．６４

２．４　护士工作旺盛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工

作旺盛感得分为因变量,以家庭卷入与情感支持得

分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卷入与情感

支持共同解释工作旺盛感总变异的３５．３％,见表２.

表２　护士工作旺盛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变量 b Sb b’ t P
常数　　 １５．９２３ １．４０９ － １１．３０２ ＜０．００１
家庭卷入 ０．２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１５７ ４．１０８ ＜０．００１
情感支持 ０．９０７ ０．０６７ ０．５２１ １３．６０３ ＜０．００１

　注:R＝０．５９４,R２＝０．３５３,F＝１３７．０６８

２．５　情感支持在护士家庭卷入与工作旺盛感间中

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　为进一步分析护士家庭

卷入、情感支持与工作旺盛感间的关系,以家庭

卷入为自变量,情感支持为中介变量,工作旺盛

感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合 AMOS结

果中模型修正指标,进行模型修正.最终结果显

示:χ２/df＝３．３８９,良适性适配指数(goodnessof
fitindex,GFI)＝０．９６８,非规准适配指数(tucker

lewisindex,TLI)＝０．９５５,比较适配指数(comparＧ
ativefitindex,CFI)＝０．９４７,准适配指数(normed
fitindex,NFI)＝０．９５７,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mean
squareerrorofapproximation,RMSEA)＝０．０７６,
数值都在可接受范围内.模型中各条路径系数,即
家庭卷入对情感支持(β＝０．３９,P＜０．００１)、情感支

持对工作旺盛感(β＝０．６１,P＜０．００１)、家庭卷入对

工作旺盛感(β＝０．１７,P＜０．００１)均显著,见图１.

图１　情感支持在家庭卷入

与工作旺盛感间的中介模型(标准化)

２．６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采用偏差校正的百

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设置抽样次数

为５０００,置信区间为９５％.最终结果显示,护士家

庭卷入通过情感支持对工作旺盛感中介效应路径的

置信区间为(０．１６９,０．３３６),不包含０,说明此间接效

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０．２４０;护士家庭卷入直接影

响工作旺盛感路径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５４,０．３１２),也
不包含０,说明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值为０．１７２.
因此,该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其中间接效应占总效

应的５８．２５％.具体见表３.

表３　中介效应检验及 Bootstrap分析结果

效应 路　　径 效应值
效应量占比

(％)

９５％CI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家庭卷入→工作旺盛感　 　 　 　 ０．１７２ ４１．７５ ０．０５４ ０．３１２
间接效应 家庭卷入→情感支持→工作旺盛感 ０．２４０ ５８．２５ ０．１６９ ０．３３６
总效应　 ０．４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８６ ０．５５８

３　讨论

３．１　护士工作旺盛感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

示,护士工作旺盛感得分为(３７．９８±６．０１)分,处于中

等水平,表明护士的工作旺盛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

空间.究其原因,由于护理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工作

对象的特殊性,护理群体普遍存在职业疲劳[１５],加之

近些年新冠疫情亦加重了护士的工作负担,因此,护
士工作中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活力.而基于自我决定

理论[１６],个体胜任、自主等基本心理需要是形成工作

旺盛感的重要内部动机;但目前在临床护理实践中,
护士不仅缺乏自主决策权,“重医轻护”观念也让护

士无法实现胜任需要,导致护士的工作旺盛感水平

不高.

３．２　护士家庭卷入、情感支持与工作旺盛感的相关

性分析　护士家庭卷入与情感支持呈正相关.适当

水平的家庭卷入表明护士能够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

的关系,这将有助于获得家庭对于自身工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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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护士在工作中保持积极的心态,与周围同事友

善相处,收获较多的精神鼓励与情感支持.同时,护
士家庭卷入与工作旺盛感亦呈正相关.护士家庭卷

入旨在衡量其家庭角色在自我概念中的重要程度.
基于身份边界理论[１７],当处于一定程度家庭卷入时,
护士的家庭角色与职业身份的界限清晰,将保证其

在工作期间免受家庭琐事干扰,能够全身心投入工

作[１８],逐渐提升工作旺盛感水平.以上结果建议,护
士要明晰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在完成相应工作职

责时,不能忽略自身家庭义务,努力做到职业发展与

家庭关系协同进步.此外,情感支持与工作旺盛感

呈正相关,究其原因,相对于物质支持,情感支持对

于护士的影响更为持久,并能够提升护士对工作的

内在认同、增加护士工作自主性,使其自觉投入工作

并维持旺盛的精力.提示护理管理工作者应致力于

建设共享和谐的团队,增进科室成员彼此之间的情

感联系,同时护士在生活中应注意家庭关系的维持,
以便在工作、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助力职业

发展.

３．３　情感支持在护士家庭卷入与工作旺盛感间的

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情感支

持在护士家庭卷入与工作旺盛感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首先,护士家庭卷入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工作旺

盛感(β＝０．１７２,P＜０．００１).适当的家庭卷入,意味

着护士在工作之余可以兼顾家庭事务,消除工作的

后顾之忧,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护理实践与个人

工作能力提升[１９],增强自身工作效能,逐渐达到旺盛

的工作状态.此外,护士家庭卷入还可以通过情感

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工作旺盛感(β＝０．２４０,P＜
０００１).家是个体生活的依靠和心灵归宿,可以不

计回报地为其工作、生活提供物质资源与精神鼓

励[２０],让其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对待同事亲和友善,
更易获得情感支持.而工作中,情感方面的支持让

护士体验到更多正性情绪、有效缓解工作压力,主动

担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保持较高的工作

旺盛感.本研究结果启示护士要重视家庭对于自身

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明晰自身家庭角色,妥善协调

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切实履行家庭义务,构建和谐稳

定的家庭关系,以获得家庭对自身工作支持,激发内

在工作动力,最终提升工作旺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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