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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士心理资本对岗位胜任力的影响分析

王　斐，孙丹丹，张向芬，张　新，朱雪彦，朱　群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济宁　２７２０２９）

摘　要：目的　调查急诊护士的心理资本及岗位胜任力现状，并分析心理资本对岗位胜任力的影响。方法　采用便利

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１１８名急诊科护士为调查对象，使用护士基本资料调查表、急诊科护士岗位胜任力问卷、护士心理资

本问卷中文修订版（ＰＣＱ－Ｒ）进行调查，使用犘犲犪狉狊狅狀相关分析、逐步线性回归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１１１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１％。心理资本得分为（９２．３６±１１．７０）分，岗位胜任力得分为（８８．８２±６．２６）分。急诊护士

心理资本与岗位胜任力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狉＝０．４５３，犘＜０．０５；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狉＝０．３２７）、希望维度（狉＝

０．４４８）、韧性维度（狉＝０．３５４）以及乐观维度（狉＝０．２７０）均与岗位胜任力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心理资本的希望维度（犘＝

０．００１）和乐观维度（犘＝０．０３７）对于护士的岗位胜任力有显著影响，解释变异度犚２＝０．３２２。结论　急诊护士心理资本与

岗位胜任力呈显著正相关，护理管理者应注重护士心理资本水平的培养，尤其是培养护士希望与乐观的工作态度，以提高

急诊护士的岗位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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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任力是一个组织中绩效优异员工所具备的

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要求并取得成效的一种特征，

包括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态度、动机和行为等

多个方面［１］。护理岗位胜任力指在护理相关岗位

工作中，能够使护理人员胜任本职工作、产生优秀

工作绩效并区别于一般绩效的潜在的、深层次的

特征［２］。研究表明，护理岗位胜任力与护理质量、

工作满意度以及护士职业倦怠感息息相关，而工

作经验、护理环境类型、教育程度、评判性思维能

力、专业精神等因素是护理岗位胜任力的主要影

响因素［３］。心理资本是指能够导致个体积极组织

行为的心理状态，包含了效能、希望、抗挫折（韧

性）、乐观４个成分，护士的工作经历、年龄、身体状

况、工作类型等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４］。而心理

资本对于岗位胜任力的影响程度尚不明确。急诊

科作为医院的窗口，常面临急危重症患者多、病种

复杂、工作量大、抢救和管理任务重的临床现状，

对于护士的岗位胜任力要求更甚。本研究调查急

诊护士的心理资本现状，并分析其对于岗位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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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影响，旨在为提升急诊护士岗位胜任力、提高

护理工作质量、改善患者满意度、降低职业倦怠感

等提供指导。现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山东省某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护士１１８名为调查

对象。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护士基本资料调查表　此调查表由研究

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婚姻

状况、生育状况、工龄、最高学历、职称、所属科室

以及人事状况等内容。

１．２．２　急诊科护士岗位胜任力问卷　此问卷根

据王庆华等［５］构建的急诊科护士岗位胜任力指标

体系设计而成，包括关爱与服务特征、职业与认知

特征、人际与发展特征和自我概念特征４个一级指

标，各指标评分分别为２６分、２９分、２７分和１８分，

总分１００分，每个一级指标包含４个二级指标。此

指标体系中专家的权威程度系数为０．９１，且专家

对于各级指标的评价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１．２．３　护士心理资本问卷中文修订版（ＰＣＱ－Ｒ）

　此问卷由李超平
［６］翻译、骆宏等［７］修订，包含自

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４个维度，条目１～６为自

我效能维度，条目７～１２为希望维度，条目１３～

１７为韧性维度，条目１８～２０为乐观维度。每个条

目评分为１～６分，即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

同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总分２０～１２０分，得分越

高，护士的心理资本程度越高。该问卷犆狉狅狀犫犪犮犺’α

系数为０．６８，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１．３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４名研究者经统一培

训后，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发放调查问卷，以防止发

生偏倚。问卷匿名方式填写，填写后立即由问卷

发放者回收。问卷回收后，剔除信息填写错误或

不完整的问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由双人录入Ｅｐｉ

ｄａｔａ，使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非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进行描

述；计数资料使用频数及百分比描述。使用犘犲犪狉

狊狅狀相关分析、逐步线性回归进行统计学分析。检

验水准设定为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　本次调查剔除无效

问卷７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１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为９４．１％。１１１名调查对象中男２９名（２６．１％），

女８２名（７３．９％）；年龄≤２５岁９名（８．１％），２６～

３０岁３８名（３４．２％），３１～３５岁４９名（４４．１％），

３６～３９岁１１人（９．９％），≥４０岁４名（３．６％）；独

生子女 ２９ 名 （２６．１％），非独生子女 ８２ 名

（７３．９％）；已婚 ９６ 名 （８６．５％），未婚 １５ 名

（１３．５％）；已生育８９名（８０．２％），未生育２２名

（１９．８％）；工龄≤５年１８名（１６．２％），６～１０年

６２名（５５．９％），１１～１５年２３名（２０．７％），１６～

２０年３名（２．７％），＞２０年的５名（４．５％）；学历为

中专１名（０．９％），大专２０名（１８．０％），本科８８名

（７９．３％），硕士２名（１．８％）；职称为护士１３名

（１１．７％），护师６３名（５６．８％），主管护师３３名

（２９．７％），副主任护师２名（１．８％）；抢救室１８名

（１６．２％），输液室１１名（９．９％），观察室９名

（８．１％），急诊病房１５名（１３．５％），急诊监护室

３５名（３１．５％），１２０院前急救２３名（２０．７％）。在

编１１名（９．９％），人事代理９８名（８８．３％），劳务派

遣２名（１．８％）。

２．２　急诊护士心理资本与岗位胜任力得分情况

　见表１。

表１　心理资本与岗位胜任力得分

项　目 得分（狓±狊）

心理资本总分 ９２．３６±１１．７０

　自我效能维度 ２８．０５±３．７５

　希望维度 ２７．６６±３．７０

　韧性维度 ２２．８０±３．１５

　乐观维度 １４．１２±２．３２

岗位胜任力总分 ８８．８２±６．２６

　关爱与服务 ２３．６９±１．７５

　职业与认知 ２５．０７±２．４３

　人际与发展 ２４．１６±１．９２

　自 我 概 念 １５．８９±１．７０

２．３　急诊护士心理资本与岗位胜任力的相关性

分析　见表２。

表２　急诊护士心理资本与岗位胜任力的相关性分析（狉）

变　量 自我效能 希望 韧性 乐观 心理资本

关爱与服务 ０．２４４１
）
０．３５５１

）
０．３２０１

）
０．２６１１

）
０．３２８１

）

职业与认知 ０．３４６１
）
０．３８８１

）
０．３１９１

）
０．１４４ ０．３４８１

）

人际与发展 ０．３０６１
）
０．４４２１

）
０．３４４１

）
０．２９２１

）
０．３８８１

）

自 我 概 念 ０．１１１ ０．２２６１
）
０．１２４ ０．１８６ ０．１７７

岗位胜任力 ０．３２７１
）
０．４４８１

）
０．３５４１

）
０．２７０１

）
０．４５３１

）

　注：１
）
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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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急诊护士的心理资本对岗位胜任力影响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急诊科护士岗位胜任力为

因变量，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

４个维度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

讨急诊护士心理资本对岗位胜任力的影响，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心理资本对岗位胜任力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项 目 犅值 狋值 犚２值 犘值

常　　数 ６７．４７３ １５．５０１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０

希　　望 ０．５８１ ３．４９４ ０．００１

乐　　观 ０．２４６ １．６７２ ０．０３７

３　讨　　论

３．１　急诊护士心理资本与岗位胜任力水平均较

高　本研究中，心理资本平均得分４．６２分，维度条

目均分由高至低依次为乐观（４．７１分）、自我效能

（４．６８分）、希望（４．６１分）、韧性（４．５６分）。岗位

胜任力得分为（８８．８２±６．２６）分，在其４个维度中，

职业与认知维度得分为（２５．０７±２．４３）分，自我概

念得分（１５．８９±１．７０）分。本研究结果与既往关

于病房护士、手术室护士及ＩＣＵ护士的研究相比，

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陈霞等［８］对病房护士调查

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平均得分为４．６０分，相较于本

研究结果低；刘红等［９］对ＩＣＵ专科护士的心理资

本水平调查表明，心理资本平均得分４．４０分，也低

于本研究中急诊护士得分；王帅［１０］对手术室护士

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得出手术室护士的心理资本得分为４．５０分。由此

可见，本研究中选取的急诊科护士的心理资本得

分处于较高水平。在本研究中，韧性、希望维度得

分较低，这与张琦等［１１］研究结果一致。胡光云

等［１２］研究显示，护士的心理韧性是压力负荷、情绪

困扰的中介效应变量。这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加强

对于护士的韧性管理，创造良好的科室氛围与团

队支持，帮助护士达成设定的工作目标，增加护士

对护理工作的希望水平。

３．２　急诊护士岗位胜任力与心理资本呈显著正

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急诊护士岗位胜任力得

分与心理资本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４５３。急诊科护士的岗位胜任力对护士的核心

能力、专科胜任力以及管理胜任力等方面均作出

了相应的要求［１３］，而这些内涵要求与心理资本水

平亦息息相关。急诊科护士的心理资本水平较

高，护士的自我效能感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增

加护士的职业与认知水平。此外，护士的乐观、韧

性等维度的水平与护士之间彼此的关爱水平、自

我概念认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之急诊科护

理工作的特殊性与专业性，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努

力培养护士的心理资本水平，以增强急诊科护士

的岗位胜任力。

３．３　希望与乐观对急诊护士岗位胜任力有显著

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希望与乐观对急诊护士

岗位胜任力有显著影响，可解释其变异度的

３２．２％。希望是护士对于既定目标锲而不舍地追

求，并为获取成功而适时地调整工作目标的能力，

完成工作目标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护

士岗位胜任力。柯丽［１４］研究指出，希望可直接影

响护士的工作幸福感，缓解护士工作压力，这可解

释本研究中希望对于护士岗位胜任力的显著影

响。Ｃｒｕｚ等
［１５］研究指出，乐观可促进护士正向思

维的能力，减轻护士工作压力，这对于护士岗位胜

任力可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吕文艳等［１６］研究

表明，护士的气质类型与乐观倾向对于护士心理

健康程度有直接预测作用，这能够促进护士的职

业认知、人际与发展［１７］，因此可促进护士岗位胜任

力的提升。这提示护理管理者应注重培养急诊科

护士希望与乐观工作态度的能力，以应对急诊高

紧张度、高强度的临床护理工作。

参考文献：

［１］ＮＵＭＭＩＮＥＮＯ，ＬＥＩＮＯ－ＫＩＰＩＨ，ＩＳＯＡＨＯＨ，ｅｔａｌ．Ｎｅｗｌ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ｎｕｒｓｅ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Ｎｕｒ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２０１５，４７

（５）：４４６－４５７．

［２］罗春连．护理岗位胜任力研究［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８，３６（５）：

６９－７０．

［３］ＲＩＺＡＮＹＩ，ＨＡＲＩＹＡＴＩＲ，ＨＡＮＤＡＹＡＮＩ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ａｆ

ｆｅ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ｕｒｓｅ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Ｊ］．ＥｎｆｅｒｍＣｌｉｎ，２０１８，２８（Ｓｕｐｐｌ１）：１５４－１５７．

［４］余兰仙，祝亚男，朱翔贞，等．三级甲等中医医院责任护士心理

资本及影响因素调查［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９（２）：

１５７－１６１．

［５］王庆华，马东梅，吴明，等．急诊科护士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的

构建［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２１）：７２－７４．

［６］ＬＵＴＨＡＮＳＦ，ＹＯＵＳＳＥＦＣＭ，ＡＶＯＬＩＢ．心理资本［Ｍ］．李

超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９１－２１６．

　　（下转第２９页）

·５２·护理与康复２０１９年６月第１８卷第６期



体质指数、长期便秘与盆底功能障碍存在关联，这

可能与肥胖患者长期而持续的高腹压状态有关，

高腹压状态不仅使盆底的筋膜、肌肉长期处于牵

拉的紧张状态，还可以导致盆底筋膜的血供下降，

从而使盆底支持组织的功能下降，导致盆底功能

障碍的发生。产后重体力劳动史、产后长期咳嗽

史也可导致高腹压状，但本文尚不能支持其与盆

底功能障碍存在关联的结论，这与本文研究对象

暴露于重体力劳动和产后长期咳嗽史的比例较小

有关，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证实。

３．１．４　产时因素　产时相关因素方面，阴道分

娩、产次、会阴损伤是盆底功能障碍发病的危险因

素，这与产妇在分娩过程中需要肛提肌协助胎先

露完成内旋转有关，肛提肌在整个过程中处于过

度拉伸的状态，对肛提肌造成一种损伤，而肛提肌

却是盆底肌肉的主要支持结构。此外，盆腔内的

各种韧带、筋膜及肌肉均处于过度拉伸状态，同样

对其产生了损伤，整个分娩过程和盆底功能障碍

性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６］。

３．１．５　饮食因素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产后

饮水量和蔬菜水果摄入量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有关，但多因素分析结果并未显示上述因素与盆

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存在独立相关，分析原因为适

当增加饮水和膳食纤维摄入量可预防便秘，两者

在统计学上存在一定的共线性，因此最终只有产

后便秘情况这一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３．２　研究展望　目前台州市各医院对产妇采取

产后出院１周和产后２８ｄ上门回访的措施，本研

究结果也显示，大约７０％的研究对象接受产后康

复指导，但实际只有５０％左右的研究对象及时进

行康复训练，提示研究对象对于康复训练认知还

不够，依从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也提示医务人员

在上门回访时，应仔细评估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对

于高危人群，应加强指导，提高受访者关于盆底功

能障碍性疾病的知识、信念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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