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进展, 2023, 13(1), 516-523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m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3.131076  

文章引用: 徐文超, 韩丽, 王冠容, 王孟瑶, 黄霞.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临床医学进展, 2023, 13(1): 516-523. DOI: 10.12677/acm.2023.131076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现状

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文超，韩  丽，王冠容，王孟瑶，黄  霞*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2年12月19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28日 

 
 

 
摘  要 

目的：调查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护士心理健康干

预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2年7月~8月抽取山东省6所三级甲等医院150名参

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心理健康量表(K10)、死亡态度描

绘量表(修订版) (DAP-R)、死亡焦虑量表(T-DAS)、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 (CD-RISC)进行横断面调查，

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确定影响护士心理健康的因素。结果：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

总分为(20.52 ± 6.64)分，条目得分为(2.50 ± 0.66)分；死亡恐惧和心理弹性是影响护士心理健康的重要

因素，共解释心理健康总变异度的41.6%。结论：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水平有待提

高，护理管理者可通过开展死亡教育，加强心理弹性培训等方法提高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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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participating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nurses’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program. Methods: From July to August 2022, convenience sam-
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150 operating room nurses participating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from 
6 Class III Grade A hospital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general informa-
tion questionnaire, Mental Health Scale (K10), Death Attitude Description Scale (revised version) 
(DAP-R), Death Anxiety Scale (T-DAS), Resilience Scale (simplified version) (CD-RISC) were used to 
conduct cross-sectional investigati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affecting nurses’ mental health level.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health of oper-
ating room nurses participating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was (20.52 ± 6.64), and the item score 
was (2.50 ± 0.66). Fear of death and resilience we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nurses’ mental 
health, which explained 41.6% of the total variation of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s: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participating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needs to be im-
proved. Nursing managers can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nurses by carrying out death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raining and other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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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被誉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1]，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2]。我国器官捐献数量居亚洲首位，位居全球第 2 位，是全球单年实施器

官捐献手术最多的国家[3]。《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09 月 29 日，我国实

现器官捐献人数 42,047 人，捐献器官个数 127,190 个。手术室护士因面对各种专科手术、紧急抢救多、

饮食不规律、加班时间长、在封闭环境中长期处于快节奏、连续紧张工作状态，亚健康发生率 54.7%~76.9% 
[4] [5]。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既要业务娴熟、反应迅速，具备良好的身体素养、较好的人际

沟通能力，又要频繁直面器官捐献者的死亡，还要随时应对突发性器官捐献手术，长期面对巨大工作压

力和心理压力，心理健康水平比普通手术室护士更低[6]。目前，关于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

理健康的研究，国外主要是定性研究，对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进行访谈[7] [8]，发现护士普遍

存在焦虑、痛苦、抑郁等负性情绪，与个人心理弹性水平、死亡恐惧、焦虑有关，而国内对参与器官捐

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我国参与器官捐献手

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护理管理者进一步制定心理健康干预对策，提升

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奠定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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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22 年 7 月~8 月，选取了山东省 6 所三级甲等医院 150 名参与器官捐献手术

的手术室护士为研究对象开展调查。纳入标准：①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资格证书；② 在手术

室连续工作 ≥ 1 年；③ 近 1 年内参与器官捐献手术 ≥ 1 例；④ 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 临床见习、进修护士；② 原有严重身心疾病者；③ 调查期间未在工作岗位者(包括病假、产假、外

出进修；④ 近 5 年内有至爱亲属离世。本研究采用样本含量粗略估计法，共有 20 个变量，根据变量个

数的５倍进行估计，加上 20%样本缺失率，最少样本量为 120 例。 

2.2. 研究方法 

2.2.1. 调查工具 
1) —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护龄、职

称、学历、参与器官捐献手术例数等。 
2) 心理健康量表(K10)：由 Kessler 和 Mroxzek 编制[9]，周成超[10]汉化。该量表包括 10 个条目，采

用 Likert5 级评分法计分，从“几乎没有”到“所有时间”分别计 1~5 分，总分为 10~50 分，得分越高，

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1。 
3) 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 (DAP-R)：由 Wong 等[11] 1994 年编制，唐鲁等[12]汉化。该量表包括

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和逃离接受 5 个维度，共 32 个条目，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法

计分，每个条目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计 1~5 分，总分 32~160
分，维度得分越高，表示死亡态度越趋向此维度。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5。 

4) 死亡焦虑量表(T-DAS)：由 Templer 等[13] 1967 年研制，杨红等[14]汉化。该量表包括情感、压力

与痛苦、时间意识、认知 4 个维度，共 15 个条目，评分方法采用是/非法，9 个条目为正向计分，6 个条

目(条目 2、3、5、6、7、15)为反向计分，总分 0~15 分，分值越高，表示死亡焦虑越严重。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1。 

5) 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 (CD-RISC)：由 Connor-Davidson 首先编制，Campbell-Sills 进行简化，王

丽等[15]汉化。该量表包括 10 个条目，采用 0~4 级评分，0 = 从不，1 = 很少，2 = 有时，3 = 经常，4 =
几乎全部，最终得分为各条目的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高。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 

2.2.2. 资料收集方法 
使用问卷星的电子问卷系统实施调查，包括调查目的、调查内容和问卷星填写要求。与各医院手术

室护士长联系，通过微信发放该问卷链接，由护士匿名填报，所有选项填写完整方可提交，同一 IP 地址、

电脑或手机限填 1 次。为保证问卷质量，排除均一性规律作答及答题时间短于 120s 的问卷。本次调查共

发放 150 份问卷，回收 150 份，有效问卷 141 份，有效回收率 94%。 

2.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频

数、构成比表示；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进行心理健康水平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Person 相关分析法研究

心理健康与死亡态度、死亡焦虑和心理弹性的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因素。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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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得分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的心理健康总分(20.52 ± 6.64)分，属于中等水平，条目均分为(2.50 ± 
0.66)分，各条目得分情况见表 1。 
 
Table 1. Mental health score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participating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n = 141) 
表 1.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得分情况(n = 141) 

条目 得分(分， x s± ) 

1、您是否经常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劳累 2.67 ± 0.92 

2、您是否经常到紧张 2.32 ± 0.83 

3、您是否经常紧张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您平静下来 1.80 ± 0.81 

4、您是否经常感到无助 2.09 ± 0.83 

5、您是否经常感到休息不好且不安 2.27 ± 0.87 

6、您是否经常感到坐立不安 1.74 ± 0.71 

7、您是否经常感到沮丧 1.97 ± 0.85 

8、您是否经常感到任何事情都很困难 1.92 ± 0.79 

9、您是否经常感到任何事情都不能激起您的兴趣 1.95 ± 0.83 

10、您是否经常感到没有什么价值 1.80 ± 0.86 

3.2.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单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职称、学历的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得分的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2.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involved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n = 141) 
表 2.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单因素分析结果(n = 141) 

项目 例(百分比，%) 得分(分， x s± ) t/F P 值 LSD 

性别      

男 31 (22) 18.00 ± 7.59 5.952 0.016  

女 110 (78) 21.24 ± 6.20    

年龄(岁)      

20~29 68 (48.2) 20.62 ± 7.08 0.153 0.858  

30~39 64 (45.4) 20.60 ± 6.31    

≥40 9 (6.4) 19.33 ± 6.04    

婚姻状况      

未婚 57 (40.4) 21.09 ± 7.54 0.686 0.409  

已婚 84 (59.6) 20.14 ± 5.97    

子女情况      

没有 14 (9.9) 17.57 ± 4.97 1.580 0.212  

独生子女 46 (32.6) 20.65 ± 6.22    

两个及以上 24 (17) 20.67 ±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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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手术室工作年限(年)      
1~5 年 63 (44.7) 19.90 ± 6.89 0.974 0.380  
6~10 年 32 (22.7) 21.91 ± 7.69    
>10 年 46 (32.6) 20.41 ± 5.40    
职称      

① 护士 33 (23.4) 18.10 ± 6.71 4.959 0.008 ② > ① 
② 护师 51 (36.2) 22.55 ± 7.21    

③ 主管护师及以上 57 (40.4) 20.12 ± 5.53    
最高学历      
① 大专 13 (9.2) 19.08 ± 5.85 7.702 0.001 ② > ③ 
② 本科 116 (82.3) 21.36 ± 6.55    

③ 研究生及以上 12 (8.5) 14.00 ± 4.26    
平均月薪(元)      

3000~4999 14 (9.9) 18.57 ± 7.37 0.788 0.457  
5000~7999 58 (41.1) 21.05 ± 7.59    
≥8000 69 (48.9) 20.48 ± 5.57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例数(例)      
1~4 例 30 (21.3) 20.79 ± 7.75 0.115 0.892  
5~10 例 42 (29.8) 20.12 ± 6.42    
>10 例 69 (48.9) 20.66 ± 6.35    

3.3.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与死亡态度各维度、死亡焦虑、心理弹性的 
相关性分析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死亡焦虑得分为(45.23 ± 9.52)分、心理弹性得分为(35.86 ± 6.26)分，

死亡态度不同维度条目得分为：死亡恐惧(2.76 ± 0.80)分、死亡逃避(3.11 ± 0.77)分、中性接受(3.81 ± 0.63)
分、趋近接受(2.66 ± 0.69)分、逃离接受(2.51 ± 0.85)分。Person 相关分析显示，心理健康与死亡焦虑(r = 
0.495)、死亡恐惧(r = 0.518)、死亡逃避(r = 0.317)、趋近接受(r = 0.350)、逃离接受(r = 0.442)呈正相关，

与心理弹性(r = −0.571)呈负相关，(P < 0.001)，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ental health, death attitude, death anxiety and resilience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involved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n = 141) 
表 3.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与死亡态度各维度、死亡焦虑、心理弹性相关性分析(n = 141) 

项目 心理健康 心理弹性 死亡焦虑 死亡恐惧 死亡逃避 中性接受 趋近接受 逃离接受 

心理健康 1        

心理弹性 −0.571** 1       

死亡焦虑 0.495** −0.459** 1      

死亡恐惧 0.518** −0.432** 0.779** 1     

死亡逃避 0.317** −0.258** 0.602** 0.676** 1    

中性接受 −0.007 0.159 −0.025 −0.026 0.204* 1   

趋近接受 0.350** −0.199* 0.251** 0.431** 0.341** 0.102 1  

逃离接受 0.442** −0.335** 0.359** 0.469** 0.322** 0.088 0.760** 1 

注：**P < 0.01，*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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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将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和死亡态度各维度、死亡焦虑、心

理弹性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将护士的性别(男 = 1，女 = 2)、职称(护士 = 1，护师 = 2，
主管护师及以上 = 3)、最高学历(大专 = 1，本科 = 2，研究生及以上 = 3)等赋值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

示 2 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见表 4。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of operating room nurses involved in organ donation surgery (n 
= 141) 
表 4.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多重线性回归分析(n = 141) 

因变量 自变量 B SE β t P 

心理健康 常量 29.026 3.778  7.683 <0.001 

 死亡恐惧 2.775 0.599 0.334 4.632 <0.001 

 心理弹性 −0.451 0.076 −0.427 −5.917 <0.001 

注：F = 49.251，P < 0.001，R = 0.645，R2 = 0.416，调整 R2 = 0.408。 

4. 讨论 

4.1.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水平有待提高 

本研究显示，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总分(20.52 ± 6.64)分，处于中等水平，这与

既往的研究[6]结论相符。这可能与器官捐献手术通知突然、任务急、获取快，手术室护士要全程面对器

官捐献者死亡、术后遗体处理有关。手术室护士习惯于患者从手术干预中恢复，术中死亡是非常罕见的

事件[16]。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护士，频繁直面死亡，会产生死亡焦虑、死亡恐惧、抑郁等负性情绪[17]，
一旦得不到及时有效干预，身心健康就会遭受很大负面影响，不仅会导致职业疲劳，引发职业倦怠，离

职意愿增高，还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护理质量和护患关系，甚至导致护理差错事故发生[18]。因此，护

理管理者应高度重视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情况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干预。 

4.2. 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4.2.1. 死亡态度 
死亡态度是指个体在对死亡作出反应时，所具有的评价性的、相对固定的内部心态倾向[19]，既包括

死亡恐惧、死亡逃避等负向态度，也包括中性接受、趋近接受、逃离接受等正向态度[20]。正向的死亡态

度能够使护士理性看待死亡，积极调整在临床工作中直面死亡带来的负面情绪，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

平。负性死亡态度则会影响护士的情绪及心理健康水平,导致护理质量的下降。本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器

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得分与死亡恐惧呈正相关，死亡恐惧程度越严重，心理健康得分越高，

表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是因为死亡恐惧是一种负面情绪，长期处于这种负性情绪状态下，本身就

是心理状态不健康的表现。相关研究证实，死亡教育能够指导护士通过科学和客观的方式对待死亡,减轻

死亡恐惧，促进护士行为方式、同理心态的转变，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护理质量[21] [22]。因此，护

理管理者要充分考虑护士对待死亡的态度，以提高死亡应对能力为前提，开展个性化、多样化的死亡教

育培训，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游戏和反思等，加强真实性死亡教育，如濒死体验、哀伤训练等，多

方式、立体化全面提升其死亡相关知识的储备与积累，帮助其反省及确立正确的生死观与价值观，丰富

生命内涵，在临床实践中更好地应对死亡相关问题，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而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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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指个体在面对逆境或挫折时,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效应对并适

应，从而维持良好心理健康状态的一种潜能[23]。心理弹性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在受到创伤后迅速调整恢复，

而且抗压能力会越来越强[24]。本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

心理健康得分越低，表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好。分析原因，可能与高心理弹性的手术室护士面对器官捐

献手术的恶性刺激时，更善于通过调整自我认知、发展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来应对压力。这与刘芳[25]、
曾珍[26]等研究一致，护士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在面对压力或应激等负性情绪和负性事件时，越能保持

镇静，利用自身和外部的支持系统，提高认知和应对能力，减轻其不利影响，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因此，

护理管理者应加强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弹性的培养，通过录制《提高心理弹性技巧》科

普视频，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提供尽可能多的心理培训机会或平台，提高护士心理弹性

水平，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5. 小结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调查了来自山东省 6 所三级甲等医院 150 名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

士心理健康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水平处于中等水

平，死亡恐惧和心理弹性是影响护士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建议护理管理者制订科学合理的干预策

略，减轻护士死亡恐惧程度，提高死亡应对能力和心理弹性水平，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山东省目前总共

有 9 所医院具备开展器官捐献手术资质，本研究数据仅来自山东省 6 所三级甲等医院手术室，未纳入其

他省市手术室的研究对象，今后应拓展数据选取的区域范围、丰富调研地点，增加样本代表性，通过更

加全面的数据，分析参与器官捐献手术的手术室护士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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