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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肿瘤科护士的自杀意念率及相关因素分析。方法  选取国内 4 个城市的 4 所肿瘤专

科医院和 8 所综合医院的 1 473 例肿瘤科护士自评完成一般情况问卷、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中国护士工作

应激源量表（CNSS）和近 1 年自杀意念评定。结果  肿瘤科护士近 1 年的自杀意念率为 6.7% ；护士自杀意

念的危险因素为婚姻状况为再婚、同居、分居 / 离婚或丧偶、护师职称、抑郁、家庭经济条件差、经常倒夜班、

CNSS 家庭领域 >62 分、患者病情领域 >123 分、人际关系领域 >85 分及工作负荷领域 >104 分 ；仅有 11.1%

的伴有自杀意念的护士曾求助过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结论  肿瘤科护士潜在自杀风险高 ；不良的职业特征和

工作应激因素可能增加了护士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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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mong nurses of oncology 
departments of four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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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nurses working in oncology 
departments and the correlated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1,473 oncology nurses were selected from four oncology 
specialty hospitals and eight general hospitals of four cities in China, and administered with a socio-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Zung’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Chinese Nurse Stressor Scale (CNSS) and a standardized question 
regarding one-year suicidal ideation. Result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one-year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the oncology 
nurses was 6.7%. Risk factors (ORs) for suicidal ideation were marital status of remarriage, cohabitation, separation/
divorce, or widowhood, a technical title of attending nurse, depression, CNSS family domain score >62, patient 
domain score >123, and workload domain score >104. Only 11.1% of the nurse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had sought 
help from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Conclusions Oncology nurses have a high risk of potential suicide. Adverse 
occupational factors and job stress might increase the risk for suicidal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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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是各类职业人群中自杀率偏高的群体之 

一 [1-3]。因医疗环境特殊，我国护士具备多个中国人群

自杀死亡的高危因素 [4-6]。应激 - 素质自杀行为模型

认为自杀行为是包括负面情绪在内的应激与素质共

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达到了个人承

受的极限时，自杀意念就会产生 [7-8]。肿瘤科护士的

服务对象特殊，经历更多的死亡场景乃至患者自杀

等创伤性事件，所以肿瘤科护士潜在自杀风险较高 [9]。

本文探索性地调查了肿瘤科护士的自杀意念及其相

关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6 月 -2014 年 11 月北京、天津、温

州及山东的 4 所三甲肿瘤专科医院（每市 1 所）和 8

所开设肿瘤科的三甲综合医院（每市 2 所）的所有肿

瘤科护士参与研究，研究排除了科室中的进修护士、

男护士及实习护士。12 所医院中共有 1 623 例肿瘤科

护士，实际发放问卷 1 553 份，最终回收 1 473 例有效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4.8%），其中肿瘤医院和综合医

院护士分别为 999 例和 474 例。参与研究护士均为女

性；年龄 18 ～ 55 岁，平均（30.3±8.2）岁；初中 8 例，

高中（中专）179 例，大专 683 例，本科 593 例，硕士

10 例 ；未婚 509 例，已婚 890 例，再婚 20 例，同居 

9 例，分居 / 离婚 41 例，丧偶 4 例 ；护龄 0 ～ 39 年，

平均（12.1±9.4）年 ；护士 607 例，护师 496 例，主

管护师 284 例，副主任护师 74 例，主任护师 12 例 ；

肿瘤内科 584 例，肿瘤外科 889 例。该项目事先获得

了山东省胜利油田胜利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同意，

并获得了研究对象的口头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问卷    包括护士的社会人口学资料

和职业特征等。

1.2.2      中文版 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zung’s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为 ZUNG 于 1965 年编制

的 20 个条目的抑郁自评问卷，每个条目按照 1 ～ 4 级 

评分，要求填表者根据自己近 1 周的实际情况填写。

计分时将 20 个条目评分相加得总分，总分乘以 1.25

得标准分，标准分≥ 53 分者为抑郁 [10]。

1.2.3       中 国 护 士 工 作 应 激 源 量 表（Chinese nurse 

stressor scale，CNSS）    为张静平等 [11] 根据拉扎勒斯应

激理论编制的适合我国护士的标准化护士应激源自评

量表，信效度良好。该量表共有 60 个条目，分别构成

6 个领域的应激源 ：工作期望（如晋升机会少）、家

庭（如因工作陪伴家人少）、人际关系（如护患关系

紧张）、工作性质（如工作环境太差）、患者病情（如

患者死亡、病情加重）及工作负荷（如工作量大），

量表项目的选择有两种形式 ：一是选择应激源的频率

（从未、很少、有时、经常及每天），二是选择应激源

影响程度（无、轻度、中度、重度及极重度），均为 1 ～ 

5 分赋值，条目分为两者乘积。

1.2.4    自杀意念评定    咨询问题 ：“近一年来，您是

否有考虑过自杀？”，若对象评定为是，则认为对象

有自杀意念。该条目取自 KESSLER 等 [8] 的美国国家

共病复测研究（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NCR）中的自杀评定工具，该自杀评定工具已在国内

自杀研究中广泛应用 [12]。

1.2.5      自杀意念护士的精神卫生服务利用    问卷中

自我报告近 1 年有过自杀意念的对象，将会被进一步

问及 ：“那么近一年来，您是否就您的与自杀有关的

想法或其他并存的心理问题寻求过专业精神卫生服务

（如心理咨询、精神专科就诊及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求

助等）？”，对象回答为是，则认为其使用过精神卫生

服务。

1.3    研究方法

在调查医院护理部的配合下，分批召集已经预先

同意参与研究的护士，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介绍研究

意义和填表注意事项，取得对象的知情同意后，由对

象现场匿名自评完成调查问卷。填表过程中，调查员

协助护士解决问卷填写中遇到的问题，并在问卷上交

前仔细核对问卷质量后方才回收。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用 χ2 检验，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

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P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肿瘤科护士的 SDS 和 CNSS 评分及自杀意
念率情况

研究对象 SDS 评分为（54.5±10.6）分，CNSS 的

工作期望、家庭、人际关系、工作性质、患者病情

及工作负荷领域的应激源评分分别为 ：（86.4±35.9）、

刘西和，等 ：肿瘤科护士的自杀意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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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32.9）、（85.7±45.3）、（117.8±47.9）、

（123.6±56.3） 和（109.1±48.3） 分。1 473 例 护 士

中，共有 99 例护士报告近 1 年有过自杀意念，自杀意

念率为 6.7% ；护士自杀意念特征分析显示，婚姻状况

为其他（再婚、同居、分居 / 离婚和丧偶）、家庭经

济条件差、护龄≤ 8 年、护师、经常倒夜班、抑郁、

CNSS 家庭领域 >62 分、人际关系领域 >85 分、患者

病情领域 >123 分及工作负荷领域 >104 分的护士其自

杀意念率较高。见表 1。

2.2    肿瘤科护士自杀意念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将表 1 中组间差别有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筛选（向后逐步法，α 入 =0.05，α 出 =0.10

的水准），变量赋值如下，婚姻：1= 已婚、2= 其他（再婚、

同居、分居、离婚或丧偶）；职称 ：1= 主管护师及以

上、2= 护师 ；抑郁 ：1= 否、2= 是 ；家庭 ：1 ≤ 62、

2 ≥ 62 ；患者病情 ：1 ≤ 123、2 ≥ 123 ；工作负荷 ：

1 ≤ 104 ；2 ≥ 104。中国护士工作应激源量表评分按

照中位数切割法将变量二分类化处理。婚姻状况为其

他、护师职称、抑郁、CNSS 家庭领域 >62 分、患者

病情领域 >123 分及工作负荷领域 >104 分为护士自杀

意念的危险因素。见表 2。

2.3    伴自杀意念的肿瘤科护士的精神卫生服务利
用情况

99 例伴自杀意念的护士中有 11 例报告近 1 年曾

经寻求过专业精神卫生服务，其精神卫生服务利用率

为 11.1%。

表 1    不同特征肿瘤科护士近 1 年自杀意念率情况

因素 例数 自杀意念例数 自杀意念率 /% χ2 值 P 值

年龄

 ≤ 30 岁 957 69 7.2

1.047 0.592 31 ～ 40 岁 410 24 5.9

 >40 岁 106 6 5.7

学历

 大专及以下 870 65 7.5
1.908 0.167

 本科及以上 603 34 5.6

婚姻

 未婚 509 35 6.9

19.309 0.000 已婚 890 50 5.6

 其他 74 14 18.9

家庭经济条件自评

 好 412 20 4.9

9.915 0.007 中 545 30 5.5

 差 516 49 9.5

样本来源

 肿瘤医院 999 70 7.0
0.405 0.524

 综合医院 474 29 6.1

工作科室

 肿瘤内科 584 46 7.9
2.062 0.151

 肿瘤外科 889 53 6.0

护龄

 ≤ 8 年 754 61 8.1
4.619 0.032

 >8 年 719 38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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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因素 例数 自杀意念例数 自杀意念率 /% χ2 值 P 值

职称

 护士 607 32 5.3

10.433 0.005 护师 496 48 9.7

 主管护师及以上 370 19 5.1

用工类别

 正式护士 717 44 6.1
0.761 0.383

 合同护士 756 55 7.3

经常倒夜班

 是 485 43 8.9
5.307 0.021

 否 988 56 5.7

抑郁

 是 776 70 9.0
13.834 0.000

 否 697 29 4.2

中国护士工作应激源量表

工作期望

 ≤ 85 分 875 54 6.2
1.038 0.308

 >85 分 598 45 7.5

家庭

 ≤ 62 分 823 45 5.5
4.672 0.031

 >62 分 650 54 8.3

人际关系

 ≤ 85 分 838 46 5.5
4.704 0.030

 >85 分 635 53 8.3

工作性质

 ≤ 115 分 843 55 6.5
0.122 0.727

 >115 分 630 44 7.0

患者病情

 ≤ 123 分 813 40 4.9
9.387 0.002

 >123 分 660 59 8.9

工作负荷

 ≤ 104 分 807 41 5.1
4.588 0.032

 >104 分 666 5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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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肿瘤科护士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b Sb Wald χ2 值 P 值 Ol̂R
95%CI

下限 上限

婚姻 1.151 0.345 11.145 0.001 3.16 1.61 6.21

职称 0.655 0.237 7.655 0.006 1.93 1.21 3.06

抑郁 0.826 0.227 13.197 0.000 2.28 1.46 3.57

中国护士工作应激源量表

家庭 0.454 0.219 4.298 0.032 1.57 1.05 2.47

患者病情 0.647 0.214 9.141 0.003 1.91 1.27 3.07

工作负荷 0.466 0.216 4.654 0.029 1.59 1.05 2.60

3    讨论

3.1    肿瘤科护士自杀意念的流行强度和精神卫生
服务利用

护士是个特殊的职业人群，其心理健康受到以职

业压力为主的多种应激源的挑战 [13]。因而可能有不

少护士有自杀意念，但国内自杀学领域的研究大都关

注学生、精神障碍患者和普通人群的自杀行为，目前

缺乏卫生服务工作者自杀行为的流行病学数据。自

杀意念率也与测量工具及指标的时间框架有关，如因

自杀意念评估工具不同，我国大学生的目前自杀意念

率低的仅为 1.2%，高的则有 26%[14]。与使用 NCR 自

杀意念评定工具且报告了近 1 年自杀意念率的 4 项

研究相比，肿瘤科护士（6.7%）近 1 年自杀意念率略

低于中国农村老年人（8.8%），略高于中国农村青年

人（5.2%），高于宁夏普通成年人（2.0%）、中国军人

（1.51%）和美国普通人群（2.6%）[8，12,15-17]。老年人因

其躯体疾病多和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多（如丧偶）等

原因，因而其自杀意念率较高，但以中青年为主的肿

瘤科护士职业群体的自杀意念率却与之接近，且高于

多种人群。上述比较说明，肿瘤科护士的自杀意念率

较高。值得重视的是，本文还发现伴有自杀意念的护

士其精神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偏低（仅为 11.1%），这

说明相当一部分的有自杀风险的护士并未得到合适治

疗，低治疗率反而可能会进一步放大该群体的自杀风

险。

3.2    肿瘤科护士自杀意念的相关因素

普通人群研究发现，年轻、婚姻状况不良、文化

程度低、经济条件差、抑郁及负性生活事件为自杀意

念的危险因素 [8，12，14，16，18]。本文的因素分析发现除婚姻

状况和抑郁外，肿瘤科护士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与普

通人群不同，其自杀意念的产生更多与其自身的职业

特征有关，如职称和工作应激源。良好的婚姻状况是

个体自杀行为的保护因素，因其可以提供较好的家庭

支持，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产生的不良影响，从

而减少自杀意念乃至极端自杀行为的发生 [19]。其次，

婚姻对自杀意念的保护作用还可能与已婚者的家庭责

任（如有子女需要抚养）有关，因顾及到家庭的责任，

已婚者在面临心理危机的时轻易不会想到以轻生方式

逃避问题 [20]。本文发现婚姻状况不稳定的护士更容易

产生自杀意念与之一致。抑郁是公认的可以导致自杀

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抑郁的肿瘤科护士更容易产生

自杀意念主要与抑郁本身的精神病理特点有关，如抑

郁个体伴有更多的自我评价低和消极观念 [18]。本文发

现护师职称的护士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这一现象可

能与中级职称的护士处于中年期而面临家庭和职业发

展的双重压力有关，这一发现也与刘静 [21] 发现护师抑

郁障碍患病风险在各级别职称护士中最高相似。

肿瘤科护士存在较高的职业源性压力 [22]。国外研

究发现警察、地铁司机和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等职业

人群自杀意念的产生均与其工作压力源有关 [23-25]。与

上述发现类似，本文发现源自家庭、患者和工作负荷

有关的压力源是肿瘤科护士的自杀意念危险因素，理

论也与应激 - 素质自杀行为理论一致 [7]。上述方面的

压力源均与肿瘤科护士的工作特点有关，如工作太忙

而疏于照顾家庭可能引起职业和家庭角色冲突、经常

面对肿瘤患者的死亡而产生心理应激和肿瘤患者并发

症多、护理要求高而不得不超负荷工作等。

3.3    研究的意义

虽然自杀意念的结局并不一定是自杀，但早有研

究证实自杀意念与实际的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风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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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且未经适当治疗和干预的自杀

意念发展到自杀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26]。显然即使仅有

1 例护士自杀对医院护士队伍的稳定和医护人员的心

理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自杀的预防工作需要重视从

自杀意念的干预做起。本研究虽存在取样仅限于大城

市三甲医院的不足，但结果提示自杀意念已是肿瘤科

护士群体面临的常见心理卫生问题之一 ；自杀意念与

护士的某些职业因素有关，提示护理管理者需减轻护

士工作负荷、帮助员工协调处理家庭矛盾和给经历肿

瘤患者死亡等应激性事件的护士及时提供心理支持，

定期对护士进行心理问题评估和自杀意念筛查，对存

在自杀风险的个体及时请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介入，以

尽可能降低护士的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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