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rsing Science 护理学, 2022, 11(1), 35-40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2.111007    

文章引用: 洪庆榆, 孙丽媛. 职业获益感在我国护理群体中的研究现况分析[J]. 护理学, 2022, 11(1): 35-40.  
DOI: 10.12677/ns.2022.111007 

 
 

职业获益感在我国护理群体中的研究现况分析 

洪庆榆*，孙丽媛# 

深圳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20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4日 

 
 

 
摘  要 

目的：通过对我国护士职业获益感的研究现状、热点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为今后的研究趋势提供参考。

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万方医学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国内发表

的相关中文文献，并对发表地区、期刊、年度、高频关键词、基金支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结果：纳

入文献146篇。发文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研究多为以横断面研究设计，调查性研究为主。以山东，浙

江，天津，河南，湖北发文较多。结论：职业获益感在护理中的应用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和

方法较单一。可从多角度，采用质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等方法，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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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foc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perceived profes-
sional benefits of nurses in China by applying bibliometrics metho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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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search. Metho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CNKI), VIP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database (VIP), Wanfang Medical network database were used as data sources 
to search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perceived professional benefits of Chinese nurse. The publication 
region, journal, year, high-frequency keywords, fund support and research methods were ana-
lyzed. Results: 146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The volume of published papers was relatively in-
creased. Most of the studies are cross-sectional questionnaire study. The number of articles main-
ly distributed in Shandong, Zhejiang, Tianjin, Henan, and Hubei.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erceived professional benefits of nurses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are relatively simpl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prospective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used for exploring in multiple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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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护理工作由于繁重、压力大、风险大，以及来自社会的曲解、医护待遇的不均等等因素，导致护士

的离职和流失。此外，护士在职业环境中的慢性压力状态，会产生焦虑、抑郁、自我成就感低等心理问

题，从而也导致头痛、睡眠障碍、疲倦等躯体症状。这些心身问题不仅直接影响护士自身的健康，也会

间接影响到护理质量。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护士在职业中的积极情感。Dibert [1]于
1995 年首次提出了“职业获益感”，陈祥丽[2]首先在我国提出“护士职业获益感”的概念，之后胡菁[3]
将其定义为“护士在从业过程中感知到职业带给自身的收获和益处”。已有研究证实：职业获益感在帮

助护理工作者应对压力和逆境、增进身心健康、调动工作积极性和增强团体合作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为了解我国护士职业获益感的研究情况，本文通过对现有的文献进行分析，探讨现况和存在问题，

以期对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参考和借鉴。 

2. 资料和方法  

2.1. 文献来源及检索方式 

以万方医学网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为数据来源，以“获益感”

“职业获益感”为主题词或关键词检索建库至 2019 年 12 月国内期刊发表的包括论著、综述、实验性文

章和类实验中文文章。排除与护理群体研究无关的文献、以及会议摘要、新闻报道、短讯、征文通知和

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等，经阅读标题和摘要、剔除重复等步骤，对题录内容进行初筛，对不确定是否符

合标准的题录通过阅读全文评价，最终纳入文献 146 篇。 

2.2. 文献分析方法  

对于所检索出的文献，提取并分析了以下信息：发表地区、期刊分布、发文年度分布、基金支持及

研究机构、高频关键词与研究方法。使用 Noteexpress 导入文献，Excel 2016 进行描述性分析。用频数和

百分比表示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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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文献发表时间 

2011 年发表首篇文献。2011~2015 年期间总发文量 21 篇(占 14.4%)，每年发文不超过 10 篇。2016
年发文 18 篇(12.3%)，2017 年 39 篇(26.7%)，2018 年 28 篇(19.2%)，2019 年 40 篇(27.4%)。见图 1。 
 

 
Figure 1. Statistics of literature on perceived professional benefits of nurses from 2011~2019 (N = 146) 
图 1. 2011~2019 年我国研究护士职业获益感的文献情况(N = 146) 

3.2. 期刊分布情况 

146 篇文章发表于 59 种期刊上，其中有 13 种期刊载文 4 篇及以上。其中《中华现代护理杂志》载

文 13 篇，《中国实用护理杂志》载文 11 篇，《护理学杂志》和《护理研究》各 10 篇。分布情况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six journals by published articles 
表 1. 文献量前六名的期刊分布 

序号    期刊名称 文献篇数 载文率/% 

1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13 8.9 

2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11 7.5 

3 护理学杂志 10 6.8 

3 护理研究 10 6.8 

4 护理管理杂志 9 6.2 

5 全科护理 5 3.4 

5 职业与健康 5 3.4 

5 中国护理管理 5 3.4 

6 天津护理 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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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4 2.7 

6 护理学报 4 2.7 

6 中医药管理杂志 4 2.7 

6 齐鲁护理杂志 4 2.7 

3.3. 发布地区情况 

发文数量排名前六的省份或地区有，山东 19 篇，浙江 14 篇，天津为 13 篇，河南 12 篇，湖北 11 篇，

上海 10 篇。具体分布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by provinces 
表 2. 发文量省份分布情况 

地区  篇数 地区  篇数 地区  篇数 

山东 19 吉林 7 贵州 2 

浙江 14 北京 5 四川 2 

天津 13 新疆 5 河北 1 

河南 12 湖南 4 内蒙古 1 

湖北 11 黑龙江 3 陕西 1 

上海 10 山西 3 云南 1 

江苏 9 安徽 2 重庆 1 

广东 8 甘肃 2   

辽宁 8 广西 2   

3.4. 基金支持及研究机构 

有基金支持的文献有 50 篇(34.2%)，其中省级或地区基金资助最多，为 27 篇(54.0%)，其它依次为：

院校级的 12 篇(24.0%)、市级 6 篇(12.0%)、国家级 5 篇(10.0%)。从文章第一作者所属机构来看，医院发

文最多，为 100 篇(68.5%)，学校 46 篇(31.5%)表明医院是职业获益感相关研究的主要机构。其中湖北省

孝感市中心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发文相对较多(各 4 篇)。 

3.5. 研究方法及高频关键词 

146 篇文献中，综述有 15 篇(10.3%)，论著 131 篇(89.7%)。论著主要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以临床

护士为研究对象的有 120 篇，以护生为对象的 11 篇。以“职业获益感量表”作为研究工具的有 123 篇

(94.9%)，改良量表或检验其信效度的有 2 篇(1.5%)，质性研究 6 篇(4.5%)。高频关键词共引证 216 个关

键词，总频次为 552 次，平均每篇文章引证关键词 2.56 个。详见表 3。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hot keywords 
表 3. 热点关键词分布情况 

排序 关键词 词频 排序 关键词 词频 

1 职业获益感 120 7 护士职业获益感 5 

2 护士 76 7 留职意愿 5 

3 影响因素 13 7 相关性分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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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性 11 7 积极心理学 5 

5 职业倦怠 8 7 组织支持感 5 

6 职业认同 7 7 职业认同感 5 

6 离职意愿 7 7 中介效应 5 

7 工作投入 5    

4. 讨论 

4.1. 我国护理人员职业获益感研究现状  

我国护士职业获益感的相关研究近三年增长最快。采用横断面研究居多，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影响

因素和相关因素的探讨是目前的研究热点。通过对护士职业获益感与职业倦怠[4]、留职意愿[5]、职业认

同[6]、创新行为[7]等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护士职业获益感越高，职业倦怠就越低，职业认同感也能得到

提升，并有利于激发护士创新行为。结果表明：提升护士职业获益感，能有效降低护理人才流失率，并

且对提高护士心身健康和医院护理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发文机构来看，医院是职业获益感相关研究的主要机构。对各地各级医院护士的研究结果为完善

职业获益感理论提供了基础和临床依据。从文献产出地域分布结果看，发文量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中地

区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或地区，西北和西南地区发文量较少。在 146 篇期刊文献中，获得基金资助的只

有 50 篇(34.2%)，护理科研的获基金资助的比例不高。研究资金的不足会影响护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尽管如此，护理科研人员还需不断加强科研申请意识和提高能力，为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探索更多高

品质的科研做准备。 

4.2.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当前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设计和内容单一，纵向前瞻性研究及质性研究较少，研究深度尚未

达到理论体系水平。质性研究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系统的一种探索性方法，它通过对事物现象的总结归纳，

提炼出事物本质含义。今后应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护士职业获益感的内涵和相关因素，进一步丰

富该领域的研究结果。 
研究表明认知干预可以提高护士的职业获益感认知水平，缓解职业倦怠，改善护士的应对方式[8]。

表明正向职业认知干预可以引导护士的个体行为及职业满意程度。但当前我国职业获益感干预性研究仍

然较少，且干预多以专家授课、培训教育的方式进行。干预方式缺乏创新性和个性化，且干预后效果评

价均为短期的认知评价，缺少行为改变的客观评价[9]。建议今后可加强对干预方法和方式的探索，为护

理管理者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5. 结语 

获益感作为一种内源性激励因素，对个体职业有着积极的促进和影响作用。研究者应从心理特征角

度研究分析和发掘重要的护士职业获益感相关预测因子。护理管理者要关心护士身心健康，要注重学习

型组织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护理工作环境，探索可行的、高效的职业获益感干预方法。未来的研究在深

度和广度上仍需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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