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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级综合性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遭受
工作场所暴力的现况分析
楚海涛a,卫晓静a,李黎明b

河南省人民医院 a. 重症监护室 b. 护理部，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 ：

［背景］　医院工作场所暴力严重影响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而我国重症监护室（ICU）护士工
作场所暴力的发生现况尚未可知。

［目的］　调查河南省三级综合性医院 ICU 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现状并探索其影响因
素，为改善护士职业环境提供有效参考。

［方法］　2019 年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从河南省 18 个地级市中随机选取 29 家三级综合性医院的
ICU 护士作为研究对象，以医院工作场所暴力问卷为主要调查工具，采用电子问卷调查 ICU

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现状及特征。采用 χ2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
对可能引起 ICU 护士发生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本次研究共回收问卷 1 937 份，有效问卷 1 88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21%。河南省三级
综合性医院 ICU 护士的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为 44.1%（830/1 883），其中语言攻击、威胁、
躯体攻击、性骚扰发生率分别为 43.7%（823/1 883）、27.4%（516/1 883）、20.7%（390/1 883）、
4.6%（86/1 883）。ICU 护士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工龄、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组间
医院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遭受过与未遭受过医院工作场所暴
力的护士的认知和态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63±0.92）分 vs（6.85±0.95）分］（P < 0.001）。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CU 护士对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认知及态度可能是暴力事件发生
的影响因素（OR=0.786，95% CI ：0.711~0.868，P < 0.001）。

［结论］　近一半 ICU 护士遭受过医院工作场所暴力事件，以语言暴力为主。ICU 护士对医院工
作场所暴力的认知及态度可能是遭受暴力事件的保护因素。护理管理部门应加强对 ICU 护
士相关知识的培训，从而减少暴力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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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n workplace violence among intensive care unit nurses in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in Henan Province   CHU Haitaoa, WEI Xiaojinga, LI Limingb (a.Intensive Care Unit 
b.Nursing Department, He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Zhengzhou, Henan 450003,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aff.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for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nurses.

[Objective]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reported by nurses working in ICU of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in 
Henan Province,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workplace environment.

[Methods] A multi-stag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randomly select ICU nurses from 29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in 1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in 2019. The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suffered by ICU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n online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Questionnaire.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chi-
square test, and multipl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may lead to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towards ICU nurses. 

[Results] A total of 1 937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with 1 883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the 
valid recovery rate was 97.21%. The prevalence rate of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was 44.1% 
(830/1 883), and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verbal abuse, threats, physical assaults, and sexual 
harassment were 43.7% (823/1 883), 27.4% (516/1 883), 20.7% (390/1 883), and 4.6% (86/1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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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rate of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among ICU nurses of different 
gender, age, education background, job title, length of service, marital status, or being only child or not groups (P > 0.05), but the scores 
of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were different between those who had experienced and those who 
had not [(6.63±0.92) vs (6.85±0.95)] (P < 0.001).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CU nurse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occurrence (OR=0.786, 95% CI: 0.711~0.868, P < 0.001). 

[Conclusion] Almost half of the selected ICU nurses suffer from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mainly verbal abuse. Nurse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are possibly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violence events. Therefore, managers should 
strengthen training on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ICU nurses to prevent workplace violence.  

Keywords: intensive care unit; nurse; workplace violence; nursing management; perception; attitude

医院工作场所暴力（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HWPV）是指医院工作人员在其工作场所受到辱骂、威
胁或袭击，从而对其安全、健康或幸福造成的明确或
潜在的挑战，包括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两方面［1］。在
我国，患者或其家属殴打、杀害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
时有报道，HWPV 已成为新的职业伤害［2］。此类暴力
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阻碍了和谐医患
关系的建设和医务人员职业环境的优化，同时也极
大影响了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有研究表明，暴力伤
医事件不仅造成医务人员瘀伤、出血、死亡等身体伤
害，还会使其产生恐惧、焦虑、抑郁、生活满意度降
低等问题［3-4］。护士是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因此成为
HWPV 的高危受害人群，其遭受 HWPV 的危险性比其
他职业的平均水平高 4 倍［5］。近年来护士遭受 HWPV

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急诊［6］、儿科［7］、精神科［8］等护士群体。由于重症监
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治疗和环境的特殊性，
ICU 患者谵妄发生率较高，易出现攻击性行为，增加
了 ICU 护士 HWPV 的暴露风险［9-10］。同时有研究显示
ICU 患者病情危重，家属多焦虑、烦躁，而医护人员因
为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等原因，语言沟通较少，质
量较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ICU 护士 HWPV 的发
生风险［11］。因此本研究以河南省三级综合性医院 ICU

护士为调查对象，分析其遭受 HWPV 的现状及影响因
素，旨在为护理管理者制定预防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河南省卫健委官方网站
上获取 2019 年河南省 18 个地级市三级综合性医院名
单，按照 50% 的抽样比例，使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相
应数量的医院，最终从 57 家三级综合性医院中抽取
29 家，并对其 ICU 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 ：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且在 ICU 工作满一年
的在岗护士。排除标准 ：新生儿科、儿科、精神科的
ICU 护士 ；外院进修、规范化培训的护士 ；因各种事
由不在岗满一年者。所有参与本次调查的护士均知情
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本研究已获河南省人民医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无编号）。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
别、工作年限、职称、职务等人口学资料。（2）医院工
作场所暴力问卷。选用由南方医科大学陈祖辉［12］设
计的工作场所暴力调查问卷，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和信度，已在国内广泛应用。为减少调查对象的主观
偏倚，本问卷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删去 “ 所在医院
预防工作场所暴力的措施和态度 ” 相关条目。修订后
问卷共包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对过去 1 年中暴力事
件发生频数的描述，包括语言攻击、威胁、身体攻击、
性骚扰四类暴力事件 ；第二部分为对过去一年遭受
的印象最深刻的暴力事件的描述，共 10 个条目 ；第
三部分为护士对工作场所暴力的认知和态度，共 9 个
条目，包含 8 个闭合性问题，回答 “ 是 ” 得 1 分，“ 否 ”

得 0 分，其中条目 2 与条目 3 采用反向计分法，总得分
0~8 分，得分越高，表明护士对 HWPV 的认知和态度
越好 ；第 9 个问题 ：预防或减少 HWPV 发生的措施，
为多选题。
1.2.2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电子问卷收集资
料，通过研究团队、所选医院护理部主任 /ICU 护士长、
ICU 护士，逐级发放问卷链接。问卷不显示个人姓名
及医院名称，所有题目均设置为必答题目。在规定时
间内共收回问卷 1 937 份，剔除 54 份有明显逻辑错误
的问卷（经逻辑运算后有 5 人参加工作时年龄≤16 岁 ；
在医院工作场所暴力问卷中回答未经历语言攻击、威
胁、躯体攻击、性骚扰，而对陷阱问题 “ 在过去一年的
工作中是否经历过语言攻击、威胁、躯体攻击、性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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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 回答 “ 是 ” 者 49 人），最终有效问卷 1 883 份，有效
回收率为 97.21%。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进行数据处理及分析，非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P25，P75）描述，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百分比描述 ；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参与调查的护士共 1 883 名，年龄为 28（26，31）
岁，工龄为 5（3，9）年，其他一般资料详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n=1 883）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study subjects (n=1 883)

个人特征 人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223 11.8

女 1 660 88.2

年龄 / 岁
≤ 25 479 25.5

26~30 921 48.9

31~35 339 18.0 

>35 144 7.6

最高学历

大专 384 20.4

本科及以上 1 499 79.6

职称

护士 434 23.0

护师 960 51.0

主管护师及以上 489 26.0

工龄 / 年
1~3 656 34.8

4~5 300 15.9

6~10 666 35.4

>10 261 13.9

婚姻状况

已婚 1 105 58.7

未婚 778 41.3

是否独生

是 260 13.8

否 1 623 86.2

2.2   ICU 护士 HWPV 发生现状及特征分析
河南省三级综合性医院 ICU 护士 HWPV 发生率为

44.1%（830/1 883），其中 36.3%（684/1 883）的护士遭
受过 2 次及以上的 HWPV ；语言攻击、威胁、身体攻
击、性 骚 扰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43.7%（823/1 883）、27.4%

（516/1 883）、20.7%（390/1 883）、4.6%（86/1 883），各
类暴力事件发生频次详见表 2。

表2   ICU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情况［频次（构成比/%）］
Table 2   ICU nurses’ sufferings from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frequency (proportion/%)]

暴力事件类型 无 1 次 · 年 -1 2~3 次 · 年 -1 >3 次 · 年 -1

语言攻击 1 060（56.3%） 382（20.3%） 249（13.2%） 192（10.2%）
威胁 1 367（72.6%） 274（14.6%） 144（7.6%） 98（5.2%）
身体攻击 1 493（79.3%） 204（10.8%） 117（6.2%） 69（3.7%）
性骚扰 1 797（95.4%） 53（2.8%） 24（1.3%） 9（0.5%）

分 析 ICU 护 士 遭 遇 的 830 起 HWPV 事 件，其 中
501 起（60.4%）发生在白班，734 起（88.4%）发生时护
士单独在场。分析主要施暴者的一般特征，659 起事
件（79.4%）主要施暴者为男性 ；常见施暴者身份主
要为患者或其家属，例数分别为 441（53.1%）和 353

（42.5%）；542 起（65.3%）HWPV 事件的主要施暴者为
中年人。见表 3。

表 3   ICU 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特征（n=830）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ICU nurses’ sufferings from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n=830)

事件特征 分组 例数 构成比 /%

发生时间 白班 501 60.4

夜班 289 34.8

下班后 13 1.6

交班时 27 3.3

发生时是否单独在场 是 734 88.4

否 96 11.6

施暴者性别 男 659 79.4

女 171 20.6

施暴者身份 患者 441 53.1

家属 353 42.5

职工 22 2.7

其他 14 1.7

施暴者年龄段 少年 5 0.6

青年 100 12.0

中年 542 65.3

老年 183 22.0

2.3   ICU 护士对 HWPV 的认知及态度
参与调查的护士对 HWPV 认知及态度的平均得

分为（6.75±0.94）分，其中遭受过 HWPV 的护士得分
为（6.63±0.92）分，未 遭 受 过 HWPV 的 护 士 得 分 为

（6.85±0.95）分，两组护士对 HWPV 认知及态度的得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2.4   HWPV 发生率与 ICU 护士个人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根据被调查护士的不同个人特征进行分组，采用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 2021, 38(1) 73

www.jeom.org

卡方检验对比分析不同组间 HWPV 发生率的差异，结
果显示，ICU 护士不同个人特征组间 HWPV 发生率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4）。

表 4   不同个人特征的 ICU 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情况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ICU nurses’ sufferings from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grouped b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个人特征 遭受 HWPV 人数
（构成比 /%）

未遭受 HWPV 人数
（构成比 /%） χ2 P

性别 3.331 0.068

男 111（49.8%） 112（50.2%）

女 719（43.3%） 941（56.7%）

年龄 / 岁 2.613 0.455

≤ 25 198（41.3%） 281（58.7%）
26~30 409（44.4%） 512（55.6%）
31~35 154（45.4%） 185（54.6%）
>35 69（47.9%） 75（52.1%）

最高学历 0.141 0.707

大专 166（43.2%） 218（56.8%）

本科及以上 664（44.3%） 835（55.7%）

职称 1.008 0.604

护士 189（43.5%） 245（56.5%）

护师 416（43.3%） 544（56.7%）

主管护师及以上 225（46.0%） 264（54.0%）

工龄 / 年 3.450 0.327

1~3 273（41.6%） 383（58.4%）
4~5 129（43.0%） 171（57.0%）
6~10 306（45.9%） 360（54.1%）
>10 122（46.7%） 139（53.3%）

婚姻状况 0.228 0.633

已婚 482（43.6%） 623（56.4%）

未婚 348（44.7%） 430（55.3%）

是否独生 0.209 0.648

是 118（45.4%） 142（54.6%）

否 712（43.9%） 911（56.1%）

2.5   ICU 护士遭受 HWPV 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 是 否 遭 受 HWPV 为 应 变 量（0= 未 遭 受，1= 遭

受），为控制其他混杂因素，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最高学历、职称、工龄、是否独生子、对 HWPV 的认
知及态度得分为协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
归分析，最终护士对 HWPV 的认知及态度进入模型，
见表 5。

表 5   ICU 护士遭受医院工作场所暴力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ICU nurses’ sufferings

from hospital workplace violence

变量 b SE Wald χ2 P OR
OR 的 95% CI

下限 上限

常量 2.827 0.714 15.674 <0.001 16.893 — —

认知与态度得分 -0.241 0.051 22.484 <0.001 0.786 0.711 0.868

3   讨论
HWPV 是护士职业环境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已

成为全球卫生保健系统普遍存在的公共问题。国际
护士会指出，护士可能受到的暴力比医院其他医务
人员多 3 倍［13］。美国约三分之一的护士曾遭受身体
攻击，而一半以上的护士遭受过非身体攻击［14］。在
我国，护士 HWPV 发生率在 58%~65% 不等［10，15-18］，其
中语言暴力占比最高（65.5%）［19］。本研究结果显示，
ICU 护士 HWPV 发生率为 44.1%，远低于其他研究报
道 的 急 诊 科、儿 科、精 神 科 护 士（74.48%、82.80%、
93.60%）［6，8］。本 研 究 中 身 体 攻 击 发 生 率 远 远 高
于 其 他 研 究 结 果 报 道 的 护 士 躯 体 攻 击 发 生 率 为

（6.2%~13.4%）［15，20］，可能与 ICU 患者谵妄发生率较高
有关。本研究显示 ICU 护士的个人特征并不是 HWPV

发生率的关键因素，与唐晓群等［21］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虽然 ICU 护士总体 HWPV 发生率低于其他专科的
护士，但躯体攻击的发生率较高，提示医院管理者应
通过专项培训，提高 ICU 护理人员对 HWPV 事件的认
知和态度，提升其应对 HWPV 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保护好自身安全。

本次调查发现，ICU 护士遭受 HWPV 多发生在白
班时段（60.4%），其次为夜班时段（34.8%），这与国内
研究相一致［22］。由于护理操作多白天执行，所以护士
与患者接触机会多，增加了暴力事件的发生。88.4% 的
HWPV 发生时护士单独在场，提示 ICU 护士在为 HWPV

高风险患者执行护理操作时，要提高警惕，应在其他
同事的陪同下共同完成。国内有研究发现 HWPV 的主
要实施者为家属，其次为患者［22］，而在精神科 ICU 超
过 90% 的 HWPV 主要施暴者为患者本人［23］。本研究
中 HWPV 的实施者主要为患者（53.1%），其次为家属

（42.5%）。这可能与 ICU 护士工作环境相对密闭有一定
关系，与其他科室相比减少了与患者家属接触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患者家属实施 HWPV 的机会。
HWPV 已成为社会问题，因此可从政府层面加强对公
众的引导，倡导尊重医护工作者，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发展。医疗机构也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救治水平、
加强人文护理、畅通医患沟通渠道、建立 HWPV 预防
措施及应急预案等，多角度、全方位降低 HWPV 的发
生率，将受害者的伤害降到最低。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护士对 HWPV 具有较
好的认知和态度（平均得分为 6.75 分）。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护士对 HWPV 的认知及态度是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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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遭受HWPV的预测因子，即护士对HWPV认知与态
度得分越高，其遭受HWPV的可能性越小。在 ICU护
士预防或减少工作场所暴力的有效措施中，首要措
施是 “进行针对培训，加强暴力应对能力 ”。Perkins

等［24］认为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是降低医院工作场所
暴力的关键手段，因此医护人员应接受培训，加强对
HWPV的认知，制定应对策略，以识别暴力事件风险，
并控制事态发展。因此，从医院层面可开展HWPV相
关培训课程，增强护士对HWPV的认识，掌握预防的
相关技能，从而达到降低HWPV的目的。
国内外已针对HWPV展开相关研究，但多集中在

急诊或精神科，尚未关注到 ICU护士这一群体。本研
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河南省三级综合性医院 ICU护士
HWPV发生率及影响因素，与其他科室相比，ICU护士
所遭受的HWPV有其独特性，近一半均遭受过HWPV，
但其发生率与个人因素无关，而且 ICU护士对HWPV

的认知和态度是保护性因素，护理管理部门应加强对
ICU护士相关知识的培训，从而减少暴力事件发生。但
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仅以护士为调查对象，
建议后期的研究可对患者或家属展开调查，从护、患
双方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HWPV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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