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医 学 与 社 会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５

　

·９５　　　 ·

国内外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热点和
趋势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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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２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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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梳理分析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为聚焦医护心理健康状况的热点

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检索并筛选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知网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

数据库国内外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论文，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２．Ｒ６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经筛选后

共得到 ５７１ 篇文献。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英文研究数量高于中文研究，研
究机构以高校为主。 中文研究词频前 ３ 位的关键词为心理健康、医护人员、护士，英文文献词频前 ３ 位的关键

词为 ｂｕｒｎｏｕｔ（职业倦怠）、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心理健康）和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工作满意度）；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中英文研究分别得到 ８ 个聚类，包括医务人员、医护人员、社会支持以及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联系）、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医疗质量）、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共情疲劳）等。 结论：英文文献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主题更加细化且

视角更全面，研究围绕医护人员心理健康与职业、社会关系，医护人员共情疲劳，工作场所暴力研究三大主题

展开；国内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研究快速发展，中文文献主要集中在评估和影响因素领域，研究热点受政策影响

经历三个阶段。 新时代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关注提升，多层次、全方位构建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管理体系成为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成为未来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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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提出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

康和社会适应 ３ 个方面［１］。 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

会定义心理健康为：所谓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

以及情感上，在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

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的状态［２］。 心理健康是

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热点，ＷＨＯ 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

《世界精神卫生报告：精神卫生转型以实现人人享有

精神健康的目标》 （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ｏｒ Ａｌｌ）强调医护人员是

心理健康问题高发人群［３］。 国务院办公厅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４ 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保护医护人员的

长期机制。 医护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和优化服务质

量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长期负面情绪和事件会损害

心理健康，影响工作和患者安全［４］。 以医护人员为

代表的特定时期、岗位、经历特殊事件的职业工种心

理健康问题须受到重视，促进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已

成为国内外共识［５］。 ２０１２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精神卫

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并于 ２０１３ 年正

式实施，同期我国新一轮医疗制度改革步入系统改

革阶段。 受我国医疗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演变

影响，各级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处于动态

变化［６］。 在此背景下，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关

注逐渐增加。 国际社会认识到医护人员不良心理状

况对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有消极影响，并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 美国大部分医疗系统设有员工心理健康

帮助计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ＡＰ），帮助

医护人员缓解心理压力［７］。 英国 ＮＨＳ 机构也提供

心理健康服务并发起名为“双向支持＂的运动，呼吁

社会各界关注并持续投资于医护人员的心理健

康［８］。 我国的心理健康促进模式仍在探索过程中。
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针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领

域开展 ３ 类主题的研究：第一是心理健康基本现状

研究。 研究主要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采

用量表调查了解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发现其心

理健康状况存在的显著不利因素［９－１０］。 第二是心理

健康问题的发生路径研究。 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探讨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路径，了解心理

健康问题相关中介和调节变量［１１－１２］。 第三是干预类

研究。 刘晓琴等介绍了巴林特小组活动，并验证了

其可显著降低儿科护士工作压力和离职倾向［１３］。
Ｌａｔｉｆ 等使用 Ｏｃｕｌｕｓ Ｇｏ ＶＲ 耳机对临床医生进行正念

干预，压力舒缓取得了良好效果［１４］。 在研究热点和

趋势分析方面，国内已有学者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等软件

对中学生、老年人、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文献进

行系统梳理和可视化分析，当前聚焦医护人员群体

的心理健康的文献计量分析主要针对诸如创伤、工
作场所暴力等单一问题，或针对某一特定时期［１５－２０］。
了解国内外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研究现状，从心理

健康的整体视角进行综述分析，能提供更系统的理

解、揭示共性和相互作用机制，整合跨学科研究成

果。 通过对比国内外在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方面的研

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可以更全面了解各自的优势和

不足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特点

和需求，为未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探索适合我

国以医护人员为代表的职业群体心理健康促进模式

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２．Ｒ６ 可

视化软件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 年国内外医护人员心理健

康相关 ５３１ 篇文献，通过文献比较与研究机构、作
者、研究趋势和前沿分析，了解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

况的研究进展并分析研究热点与趋势，为促进更具

学术价值的研究提供指导。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ＣＮＫＩ）中以（主
题：医护人员＋医生＋护士）ＡＮＤ（主题：心理健康＋抑
郁焦虑＋ＰＴＳＤ）作为检索词检索文献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数 据 库 中 以 ＴＳ ＝ （“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 ＯＲ
“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 ” ＯＲ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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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ｒｓｅ ” ＯＲ “ ｄｏｃｔｏｒ ”） ＡＮＤ ＴＳ ＝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ＯＲ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Ｒ “ＰＴＳＤ”）作为检索词检索文献，共纳

入 １８０ 篇中文和 ３９１ 篇英文核心期刊文献，构成本

研究的样本集。 见图 １。
纳入标准：①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相关主题；

②发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③发表于核心期刊。 排除标准：①重复发表；②与主

题无关。

图 １　 文献检索流程

１．２ 研究方法

使用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４． ０ 软 件 整 理 文 献， 使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２．Ｒ６ 软件对纳入文献分析国内外医护人

员心理健康领域研究进展：时间跨度设置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时间切片设置为

１ 年，进行发文量、关键词词频分析、关键词突现分析

和关键词聚类分析，生成知识图谱，结合关键词时间

轴视图，分析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热点和趋

势。 通过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统计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国

内外发文趋势、英文文献研究机构合作频次和研究

关键词频次表。 通过发文量反映国内外研究成果的

规模及其时间变化趋势，关键词词频分析、聚类分析

和突现词反映研究热点及其演变，关键词时间轴视

图反映了研究的发展趋势［２１］。 图谱中节点大小表

示频次，颜色深浅表示节点出现时间，连线表示节点

之间共现关系，线条粗细表示共现强度。 图谱左上

方显示聚类效果和相似性评估情况，Ｑ＞０．３，Ｓ＞０．７，
反映所收集文献的聚类结构显著， 内部匹配较

好［２２］。 本研究相关图谱符合上述标准。

２ 结果

２．１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年度发文量与趋势

发文数量整体均呈上升趋势，英文文献数量高

于中文文献。 ２０２０ 年，国内外研究热度迅速升高，随
后两年有所下降，２０２３ 年再度升高。 依据近十一年

的整体趋势，２０２３ 年后国内外在医护人员心理健康

领域的研究将持续增长。 见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３ 年医护人员心理健康

中英文研究的发文趋势

２．２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主要发文机构

中文文献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中共有节点 ２１９
个，连接 ２１４ 条，图谱密度为 ０．００６８，中心性均为 ０，说
明机构间合作较松散。 发文合作频次前十的机构，如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等，集中在北京、湖北、湖南等医学院

校、医疗资源较丰富的区域，合作方式多为高校及其

附属医院间、医学院内部间以及医院内部科室间。
英文文献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中共有节点

３８７ 个，连接 ５７８ 条，图谱密度为 ０．００７７，高于国内，
中心性最高为 ０．１１。 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加
拿大等发达国家。 发文频次前十机构中美国研究机

构最多，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加州大学）、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哈佛大学）和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斯
坦福大学）等。

２．３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热点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节点 ２５６ 个，连
线 ８１８ 条，网络密度为 ０．０２５１，频次最高的是“心理

健康”。 高频关键词见表 １。
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有节点 ３６４ 个，连

线 １３６６ 条，网络密度为 ０．０３０９，频次最高的是“ｂｕｒｎ⁃
ｏｕｔ 职业倦怠”。 高频关键词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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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文文献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心理健康 ７２

医护人员 ６２

护士 ５２

影响因素 ３３

医务人员 ３０

焦虑 ２９

职业倦怠 １７

社会支持 １６

应对方式 １０

工作压力 ６

表 ２　 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ｂｕｒｎｏｕｔ（职业倦怠） ６１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心理健康） ４８

ｃａｒｅ（关怀） ３９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工作满意度） ３４

ｎｕｒｓｅｓ（护士） ２８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流行率） ２０

ａｎｘｉｅｔｙ（焦虑） １４

ｉｍｐａｃｔ（影响因素） １４

对比研究关键词，中文文献集中关注医护人员

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英文文献更关注医护人员个体

心理健康状况，展现了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在研究

重点上的不同侧重。
聚类分析包括中英文研究关键词聚类各 ８ 个。

见表 ３、表 ４。
表 ３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情况

聚类名 关键词

医务人员
管理措施；组织公平感；职业压力；职业倦怠；身心紧张；
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护理

医护人员
心理培训；巴林特小组；灾难救护；心理危机；健康水平；
测评量表；院前急救

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医务人员；职业倦息；心理弹性；医护人员；中
介作用；生活满意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心理健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心理干预；重点人群；心理卫生政策；
工作压力；线上学习；积极心理学；质性研究

新冠肺炎
心理状态；求助意愿；医务人员；干预对策；心理状况；突
发疫情；护理人员；应急管理；分布特点

心理健康
医院－社区服务模式；心理干预；精神疾病；社区护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监护；干预策略

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医护人员；肺炎疫情；测评量表；健康水平；不
良事件；同伴支持；第二受害者；组织文化；巴林特小组

影响因素
综合医院；心理健康服务；医护人员；社区医务人员；现状
调査；精神卫生知晓率；非精神科；阻碍因素

表 ４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情况

聚类名 关键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ｅａｖ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ｓｌｅｅｐ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ｐｏｓｔｎａ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ｎｕｒｓｅｓ；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ｔｒａｃ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ｑｕａｄｒｕｐｌｅ； ｂｕｎｄｌ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ｔｒｉｐｌ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ｍ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ｔａｆｆ； ｌｅａ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ｖｅｒｂ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ｂｕｓｅ

ｎｕｒｓｅｓ ｒｅｌａｐｓ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ｄｒｕｇ；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ｐｒｅ⁃
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突现分析显示，以 ２０２０ 年作为分界线，中文文

献受社会背景和宏观政策影响较大，热点发生变化

最新的突现词为健康中国（强度 １．２７），热点发生变

化，以心理资本（强度 １．２６）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研

究有所发展，护士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强度 １．５４）。
英文文献中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职业满意度）是最早

的研究热点，强度为 ２．２１，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共情疲

劳，强度 ２．８２）、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工作场所暴力，强
度 ２．７３）突现强度较高，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干预，强度２．２３）
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 见表 ５、表 ６。

表 ５　 中文文献关键词突现结果

关键词 出现年份 突现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三甲医院 ２０１３ １．５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职业倦怠 ２０１３ １．２６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医护人员 ２０１３ ３．９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

灾难救护 ２０１４ １．２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心理培训 ２０１４ １．２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心理学 ２０１５ １．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新冠肺炎 ２０２０ ２．２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护士 ２０１３ １．５４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心理资本 ２０２０ １．２６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健康中国 ２０２１ １．２７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２．４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趋势

时间轴视图反映聚类与历史持续时间之间的关

系，反映关注度的变化。 结果显示，自 ２０１３ 年起，中
文文献集中于单个机构、小范围针对医护人员“焦
虑”“职业倦怠”等心理健康问题调研筛查；２０１６ 年

前后，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中介、调节效应研究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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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措施相关研究发文量增多；２０２０ 年后，区域性、大
范围对医护人员进行筛查，并对干预和管理模式展

开纵向研究。 英文文献集中于心理健康状况与职

业、社会关联，共情疲劳、工作场所暴力等。 近年来基

于情绪压力、冲突等心理问题开展干预策略研究成为

重要研究趋势。 同中文研究一致，２０２０ 年后以新冠疫

情为背景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增多，职业压

力受到广泛关注，护理人员成为重要研究对象。
表 ６　 英文文献关键词突现结果

关键词
出现
年份

突现
强度

开始
年份

结束
年份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职业满意度） ２０１４ ２．２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质量） ２０１６ ２．３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工作场所暴力） ２０１６ ２．７３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ｅ（护理质量） ２０１７ ２．５３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共情疲劳） ２０１３ ２．８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爆发） ２０２１ ４．０９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医护人员） ２０２０ ３．１５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卫生政策） ２０２１ ２．７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心理健康） ２０１４ ２．３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干预） ２０２０ ２．２３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３ 讨论

３．１ 国内外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发文量呈上

升趋势，区域间合作有待增强

　 　 整体来看，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２３ 年，国内外医护人员心

理健康状况研究发文量呈增长趋势。 受宏观政策和

社会背景影响，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程

度不断提高。 英文文献发文量较多，中文文献相对

较少，中文文献研究领域集中在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和焦虑，针对其他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如
抑郁、工作压力、职业满意度等方面仍有待深入。 英

文文献在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展现出较强

主题创新性，文化背景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衡量

心理健康的标准和关注视角。 我国关注心理健康领

域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医护人员的相关政策

主要集中于执业规范、薪酬制度［２３－２４］。 在研究主体

上，中英文研究都以独立、分散的研究占多数。 英文

文献的研究机构以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院校为主，中
文文献的则集中在医学院校、医疗机构资源较丰富

的区域，同区域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间合作较紧

密。 通过加强区域、国际合作，开展多中心研究能够

有效增强样本的代表性，提升数据质量和结果可靠

性，是推动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领域研究发展的有效

途径［２５］。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鼓励跨区域、跨学科的

研究合作，促进多领域专家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共同

研究，整合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资源，促进对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深度研究和多角度分析。

３．２ 中文文献研究热点与社会大背景和卫生政策的

发展密切相关

　 　 中文研究关键词词频分析显示，研究内容和研

究对象都随着我国社会背景与卫生政策发展而变

化。 从突现词来看，以 ２０２０ 年作为分界线，出现“健
康中国”等新的突现词，研究热点受社会背景和宏观

政策影响较大。 我国研究热点变化结合发文量、相
关研究关键词聚类、突现分析、关键词时间轴图谱归

纳为三个阶段。 ①第一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单个机

构、小范围使用量表针对医护人员“焦虑” “职业倦

怠”等心理健康问题开展一般性健康调研筛查。 这

一阶段适逢我国新一轮医疗制度改革步入系统改革

阶段，医疗机构的关注点主要为统筹推进社保体系、
基本药物制度、公立医院改革等 ５ 个重点领域。
２０１３ 年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

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一定程度上推动对心理健康的

关注，但聚焦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政策较少。 国内相

关研究主要由区域内医疗机构、医学院校自发开

展［４，２６］。 此阶段的研究较为单一，侧重点以现状调

查为主。 ②第二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 “影响因素”
“作用机制”成为研究热点，根据筛查结果分析影响

因素、探究改善措施。 同时我国新医改步入深化改

革阶段，政府密集发布各种政策法律，如《“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等，多方面强调健康理念。 《“十三五”
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应加强对

卫生人才身心健康的重视。 这一阶段研究数量相对

较少，但研究内容有所深化，一方面，国内学者基于

我国医护人员实际情况，编制有关量表［２７］；另一方

面，筛查心理健康状况更为细化，开始聚焦影响因

素、改善措施的探究［２８－２９］。 ③第三阶段（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新冠肺炎”“心理干预”成为研究新热点。 政策

相较前一阶段针对性更强，如国家层面《国务院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

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护人员措施的通知》。
国内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数量迅速增长，出
现了跨区域合作，大范围医护人员筛查，探究影响因

素，研究视角多样化，出现有关我国医护人员心理健

康问题干预的研究，这一研究热点与英文文献相

同［３０－３２］。 此阶段护士成为重要研究对象，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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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高工作负荷、职业暴露、情绪劳动和职业认同

感等问题［３３－３５］。 基于中文研究的特点，应建立完善

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政策数据库，系统收集和分析中

央与地方政策文本，为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通过

政策支持和深化研究，特别关注护士群体的特殊心理

需求，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和保障医护人员福祉。

３．３ 英文文献研究热点主题维度划分更细且视角更

全面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英文文献更注重个

体的心理体验和心理过程，倾向于微观层面，强调心

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化特征和心理动态变化［３６］。 根

据关键词聚类情况、突现词强度，“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工作满意度”是最早的研究热点，“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共情疲劳”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工作场所暴力”突现

强度更高，三大主题成为研究热点。 ①医护人员心

理健康与职业、社会关联研究。 以聚类核心词“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关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态度”和突现词“ｃａｒｅｅｒ 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 职业满意度”为代表的关键词反映出工作压

力、职业满意度等话题是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相关研

究热点。 医护人员的福祉被认为是医疗保健的重要

支柱，由工作带来的压力、倦怠等负面情绪对医护人

员的福祉、满意度有着消极影响［３７－３８］。 除工作本身，
家庭相关因素对医护人员带来的职业发展、情绪等

方面影响也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家庭与

工作之间的平衡，以及家庭内部支持系统，对医护人

员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３９］。 ②医护人员共情疲劳

研究。 该热点主题研究的聚类核心词与突现词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共情疲劳”突现强度较高。 医护

人员是共情疲劳高发人群，共情疲劳通常是倦怠和

继发性创伤应激的结果，会对患者的治疗产生负面

影响［４０－４１］。 风险因素涉及人口变量、工作、行为生活

方式等［４２］。 这些发现对未来医护人员心理健康促

进和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③工作场所暴力研

究。 聚类词与突现词“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工作场所

暴力”揭示该热点领域的主题。 工作场所暴力与医

护人员心理健康之间关系密切，医护人员在日常工

作情境可能面临各种潜在的工作场所暴力问题，如
口头威胁、身体侵害等，导致抑郁、焦虑等。 研究表

明，工作场所暴力的来源可以分为“个人”与“组织环

境” ［４３］。 有关工作场所暴力的调查发现暴力行为广

泛存在，近年来在我国医护人员群体中也呈上升趋

势［４４］。 通过相关研究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医护人员

对工作场所暴力管理的看法，有助于应用政策和采

取实际方法减少工作场所暴力的发生。 医护人员心

理健康领域的英文研究起步更早，研究热点涉及主

题更加细化，关注个体具体心理健康状态，同时从家

庭、行为方式、前因、后效等多方面考量；而我国关注

视角更为宏观，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医护人员心理

健康重视程度增加，相关研究数量和深度均有提升。

３．４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管理体系构建与多层次干预

策略成为研究前沿方向

　 　 结果显示，中英文文献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健康

状况、影响因素与干预以及积极心理状态，较为全面

具体地覆盖心理健康各个阶段。 近年来医护人员心

理健康相关研究迅速增多，研究热点发生变化，关键

词聚类分析和突现分析显示中文研究中以“心理资

本”为代表的积极心理状态、干预策略成为重要研究

内容，国外研究同样十分关注心理健康干预领域。
一方面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研究医护人员心理健

康，关注减轻压力和消除负面情绪，提升心理韧性、
幸福感。 通过积极的预防和促进，如心理资本建设

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化，促进医护人员有效应对和

适应生活与工作中的困难［４５－４６］。 另一方面，医护人

员心理健康问题高发已成为国内外共识，针对心理

健康状况受到影响的医护人员群体提出应对策略以

及合理干预成为研究前沿方向［４７］。 我国已有研究

团队采用正念减压疗法对医护人员职业倦怠和心理

健康的干预，取得了一定效果［４８］。 未来以医护人员

为代表的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管理体系构建将进一步

拓展，相关领域研究有望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我国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促进研究有限，未来研究可通过

医疗机构构建个体－团队－组织的三维度可操作化的

医院韧性评估体系，从个人、科室、组织不同层次开

展干预，改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４９］。 构建我国

医护人员心理健康促进的有效支持体系，为医护人

员提供心理状态测评与咨询、心理干预和心理康复

等多方面支持，提高医护人员应对工作压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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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ｏ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ｒｎｏｕｔ ［ Ｊ］． Ｈｅａｄ⁃
ａｃｈ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Ｐａｉｎ， ２０１５， ５５（１０）：
１４４８－１４５７．

［１１］任正， 张秀敏， 赵宪， 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介入医

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Ｊ］． 中国卫生事业

管理， ２０２２， ３９（１）： ５６－６０．
［１２］ ＨＥＮＳＥＬ Ｊ Ｍ， ＬＵＮＳＫＹ Ｙ， ＤＥＷＡ Ｃ 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ｅｎｔ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ｗｈｏ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３（９－１０）： １３３２－１３４１．

［１３］刘晓琴． 巴林特小组干预对湖北省儿科护士职业倦怠、
职业生活质量和离职的影响［Ｊ］． 医学与社会， ２０１８， ３１
（１０）： ７４－７６．

［１４］ ＬＡＴＩＦ Ｈ， ＢＡＥＺ ＳＯＳＡ Ｖ， ＳＥＧＡＬ ＫＥＲＳＵＮ Ｌ，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ｅ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Ｊ］． Ｂｌｏｏｄ，
２０２０（１３６）： ３９．

［１５］程琦， 于文兵， 李科科， 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中学生心

理健康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趋势分析［Ｊ］． 中国全科医学，
２０２３（２７）： １－１０．

［１６］安富海， 赵虹云． 我国教师心理研究二十年：进展与反

思———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分析［Ｊ］． 教育

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２， ４２（１６）： ３１－３６．
［１７］陈圣光， 商思懿， 祁玲霞， 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国内外

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Ｊ］．
中国全科医学， ２０２４，２７（３０）：３８０３－３８１０．

［１８］郭佳， 叶冬婷， 景霜．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国际急诊工作场

所暴力相关研究热点分析［ Ｊ］． 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

理， ２０２０， ３（２）： １４０－１４７．
［１９］唐玲， 万欢， 刘小芸， 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相关心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Ｊ］． 医学信息， ２０２３，
３６（６）： ２５－３０．

［２０］王石坤， 陈希晨， 蒋彩燕， 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国内夜

班护士中文文献计量分析［ Ｊ］． 当代护士（上旬刊），

２０２３， ３０（１）： ７０－７５．
［２１］李静， 张璐莹．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慢性病共病患者卫生服

务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 Ｊ］． 医学与社会， ２０２４，
３７（２）： ４０－４５．

［２２］张瑜洁， 王健， 曹硕， 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多学科诊疗

应用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分析［ Ｊ］． 医学与社会， ２０２３，
３６（７）： ６２－６７．

［２３］夏宇， 陈英耀， 杨毅． 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研究热点

及趋势分析［ Ｊ］．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２０２４， ４１（１）：
５４－５７．

［２４］李乐乐， 陈自清， 侯方圆， 等． 利益传导视角下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对医务人员薪酬水平的影响［ Ｊ］． 中国卫生

经济， ２０２２， ４１（１０）： ２４－２８．
［２５］赵硕民， 曹竞一， 邓海洋． 纵横合力擎筑疫情期高校大

学生心理健康高地：基于多中心的横断面研究［Ｊ］． 心理

月刊， ２０２３， １８（１）： ２３３－２３６．
［２６］李宁， 罗妍， 穆慧娟， 等． 辽宁城乡医务人员组织公平

感、职业风险及压力源与心理健康关系［Ｊ］． 中国公共卫

生， ２０１５， ３１（１１）： １３７７－１３８０．
［２７］朱厚强， 万金， 时勘， 等． 医护人员抗逆力结构研究与测评

量表编制［Ｊ］． 统计与信息论坛， ２０１６， ３１（２）： １０７－１１２．
［２８］项紫霓， 解金娜， 衡中玉， 等．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医

务人员职业倦怠及心理健康影响分析［ Ｊ］． 中国职业医

学， ２０１７， ４４（５）： ６１５－６１８．
［２９］韩国亮， 苏天照， 刘卫维， 等． 三甲医院医务人员遭受

工作场所暴力情况及评估［ Ｊ］． 中国公共卫生， ２０１９，
３５（４）： ４５９－４６４．

［３０］蒲昭谦， 周丽， 田玲， 等． 新冠病毒肺炎低发地区疫情

期间一线医务人员和公务员的心理状态调查及干预对

策［Ｊ］．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２０２１， ３８（５）： ３９０－３９４．
［３１］于鲁璐， 许银珠， 李卫晖， 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务

人员与非医务人员焦虑抑郁水平及相关因素［ Ｊ］． 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 ２０２２， ３６（５）： ４５１－４５６．
［３２］周婷， 王倩， 周方， 等． 重大传染病防控背景下医务人

员的疫情相关工作应激与心理症状的关系：工作倦怠的

中介作用和组织支持的调节作用［ 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 ２０２２， ３０（２）： ３５４－３５９．
［３３］陈巧灵， 高远， 黄静， 等． 基于 ４４２ 例患者的护士工作

负荷与护理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Ｊ］．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４，
４１（３）： ４３－４６．

［３４］陈佳茵， 郭军， 刘宁． 护士职业暴露预防与管理的最佳

证据总结［Ｊ］． 护理学报， ２０２３， ３０（７）： ５３－５８．
［３５］丁竞竞， 商卫红． 新冠疫情下江苏省医护人员情绪劳动

及智力对比研究［Ｊ］． 中国医院， ２０２３， ２７（４）： ６７－７０．
［３６］ＳＩＭＯ Ｂ， ＢＡＭＶＩＴＡ Ｊ Ｍ， ＣＡＲＯＮ Ｊ，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２７０）： １１２２－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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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王海妍， 袁莹， 李虹， 等． 营养支持专科护士全程参与

重度营养不良伴吞咽障碍 １ 例报告 ［Ｊ］ ． 中华临床营养

杂志， ２０２３， ３１（３） ： １８１－１８５．
［１５］袁丽，张海玲，乔晓斐，等．以营养专科护士为主导的营

养管理模式的研究进展 ［ 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２２，３７
（２０）：１８５３－１８５６．

［１６］刘莹，李婷，侯海燕，等．营养专科护士主导的目标执行

管理模式对胃肠道肿瘤病人围术期口服营养补充依从

性的效果研究 ［ Ｊ］． 肠外与肠内营养， ２０２３， ３０ （ ３）：
１６０－１６５．

［１７］杨海艳，周光婷．专科护士主导的肠内营养管理在急性

胰腺炎患者中的应用［Ｊ］．中国临床护理，２０２１，１３（１２）：
７６１－７６４．

［１８］蔡有弟，钟美浓，李晓玲，等．临床营养专科护士培训实

践与成效［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２１， ３６（２２）： ４９－５２．
［１９］谢仪佳，李乐之，彭康琳，等．基于柯氏四级评估模型构

建专科护士培训评价指标体系［Ｊ］．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２０２３，３０（８）：５１－５６．

［２０］李海群．基于三维质量结构模式构建营养护理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Ｄ］．合肥：安徽医科大学，２０２３．
［２１］陶琳，易银萍，蒋秋焕，等．营养支持专科护士临床教学

基地建设的探索［ Ｊ］．中华护理教育，２０２４，２１（７）：８０１－
８０７．

［２２］王梅杰，王琳娜，郭迎迎，等．护士参与营养支持专科护

士培训后的工作投入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Ｊ］．中华护

理教育，２０２４，２１（４）：４４９－４５３．
［２３］王妍，洪海霞，翟燕，等．基于柯式模型的骨伤科护士培

训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Ｊ］．护理研究，２０２２，３６（８）：
１３８０－１３８４．

［２４］严金秀，刘玲玉，许庆琴，等．麻醉科专科护士京外临床

教学基地的建设实施［Ｊ］．中国当代医药，２０２２，２９（１１）：
１３２－１３４．

［２５］刘培聪，师静，沈晴，等． 护士主导的肠内营养耐受性分

级管理模式在重度烧伤患者康复护理中的效果［Ｊ］．中
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２０２４，１０（３）：８８－９０．

［２６］马红雅，姚彦蓉，李晓银，等．以护士为主导的肠内营养

支持在胃癌患者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Ｊ］． 护理实践与

研究，２０２１，１８（２３）：３５６８－３５７３．
［２７］王妍，洪海霞，翟燕，等．基于柯式模型的骨伤科护士培

训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Ｊ］．护理研究，２０２２，３６（８）：
１３８０－１３８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４－１１－２０；　 编辑　 文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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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ａｎｄ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Ｊ］． ＢＭＪ Ｏｐｅｎ， ２０２０， １０（３）： ｅ０３５９４８．

［３８］ＫＩＥＦＴ Ｒ Ａ， ＤＥ ＢＲＯＵＷＥＲ Ｂ Ｂ， ＦＲＡＮＣＫＥ Ａ Ｌ，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ｎ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ｅｘ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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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１４（１）： ２４９．

［３９］ ＦＲＡＮＫ Ｅ， ＺＨＡＯ Ｚ， Ｆ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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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Ｊ］．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ｎ， ２０２２， ２９（２）： ２０１－２１２．

［４１］ＣＯＥＴＺＥＥ Ｓ Ｋ， ＫＬＯＰＰＥＲ Ｈ Ｃ．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ｗｉｔ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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