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医学·

·374·

航空军医2018 年第 46 卷第 13 期 2018,Vol.46,No.13

我国医学领域正念训练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方  萍   王  燕   李  岩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手术室  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目的　本研究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医学领域正念训练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方法　计算机检索各数据库，由 2 名研究

人员独立筛选检索出的文献，第三人评判有争议的文献，整理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307 篇，从 2009 年至 2017 年，文献数

量呈递增趋势；第一作者地域分布广泛；其中 138 篇文献收录于统计源期刊；文献类型以实验性研究为主；81 篇获得基金资助。结论　我国

医学领域正念训练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发文量呈递增趋势，研究方向不断扩展，但文献质量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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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 (mindfulness)，源于传统佛教，指有意识的去关注当前的

体验（身体感觉、情感状态、思维和想象），以一种非批判的方式去

培养稳定的、非反应性的意识 [1]。正念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注意力，通

过持续不断的关照和觉察自己的感受、思想和情绪，从而增加真正活

在当下的时间和每一刻不带评判地保持着觉知的能力，学会更好的关

爱自己 [2]。 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医学领域有关正念

训练的研究进行分析，以了解其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正念训练在

我国医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我国医学领域公开发表过的有关正念训练的研究，包

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硕士毕业论文等。排除标准：①与主题“正

念训练”无关的文献；②重复发表的文献；③无法获取原文。

1.2 文献来源与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VIP）

和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医学领

域”and“正念”为主题或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出1072篇文献。

由 2 名研究人员分别对文献进行独立筛选，有争议的文献，由第三人

进行评判，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307 篇。

1.3 数据分析

应用 Excel2007 进行描述统计。

2 结果

2.1 文献年度变化

共检索出 1072 篇文献，最终有效文献 307 篇。自 2009 年第一篇

正念训练研究文献发表以来，相关文献发表量呈递增趋势，平均每年

发表 34 篇。

2.2 文献第一作者地区分布

有效文献分别来自我国的 28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地域分布

具有广泛性。

2.3 期刊分布

统计源期刊收录 138 篇，占 57.02%，中华类期刊收录 21 篇，占

8.68%。总体看，大多收录于统计源期刊，但核心期刊收录量较少。

2.4 文献类型

实验性研究较多，共计 167 篇（54.40%），类实验研究 39 篇

（12.70%），理论探讨类文献 50 篇（16.29%）。

2.5 基金资助

81篇文献（26.38%）获得基金资助。其中，国家级22篇，省级41篇，

市级 7篇，校内基金资助 8篇，医院内部基金资助 3篇。

3 讨论

3.1 正念训练在我国医学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09-2017 年，我国医学领域正念训练的发文数量逐年递增，特

别是从 2013 年起，发文量急速剧增。总体上，随着正念训练在我国

医学领域的不断推广，其研究方向也不断扩展。但正念训练相关研究

地区分布不均衡，正念在医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初现雏形：通过对第一

作者所在地的地区分布情况分析，可以了解到我国医学领域正念训练

在各地区的研究情况。其中75篇（24.43%）文献的第一作者位于北京，

说明北京地区开展正念训练相关研究的单位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可能

与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医学较为发达，各类干预方法的引进和运用较

为广泛有关。

3.2 正念训练在我国医学领域的研究文献质量有待提高

统计源期刊的发文量为138篇（57.02%），但中华类文献仅21篇，

说明研究总体水平一般，文献质量有待提高。文献的基金资助情况间

接反映了该研究方法在某一领域中的发展情况。本研究中，81 篇文献

获得基金资助，其中国家级基金 22 篇，省级基金 41 篇，表明正念训

练在我国医学领域的研究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可能这也是影响正念

训练在我国医学领域研究质量水平的因素之一。

3.3 正念训练在我国医学领域的研究方向不断扩展

自 1979 年 Kabat-Zinn 提出正念减压疗法以来，正念训练在国外

的研究中从焦虑、抑郁情绪治疗 [3] 到临床各个方面，如失眠 [4]、生

活质量 [5]、疼痛接纳程度 [6] 和主观幸福感 [7] 等。我国有关正念训练

的研究发展较晚，2009 年发表了 3 篇文献，记录了正念训练治疗抑郁

症的一份案例报告和心理治疗的效果，最初的研究均延续了国外的研

究方向，主要运用于心理治疗，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等情绪状态。

随着正念训练的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各个方向对其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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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护理人员高离职率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叶  敏   汪红秀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广州  510120）

摘要：目的　分析 ICU 护士高离职率原因，并对之原因进行分析及对策探讨，从中汲取经验从而稳定护理队伍。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

式对我院 ICU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计 41 名离职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护士一般情况调查及离职意愿量表及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ICU 护士离职原因多数是工作压力大、工作负荷重，薪资水平偏低，夜班频密，在高强度的工作中缺乏自我的心理调节，个人提升空间小。结
论　提示管理者应设法消除引起护士工作压力的压力源，帮助护士减轻工作压力，提高 ICU 护理人员薪资水平、减轻工作强度，梯队式给予相

应晋升空间，达到稳定护理队伍目的。

关键词：重症监护室　护士　离职　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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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ICU）是应用现代医学理论、利用高科技现代化医

疗设备，对危重病患者进行集中强化治疗的特殊场所,存在病情危重、

变化快、抢救多等特殊性，因此对于 ICU 护理人员要求极高，需具备

极强的慎独精神、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等，超高的专业

要求导致 ICU 护士工作压力极大，同时薪资水平、福利待遇、个人提

升等诸多因素，导致 ICU 护理人员成为人才流失率最高科室，本文针

对我院ICU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共计41名离职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原因，探讨对策，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采取一般资料问卷以及离职意愿量表的调查方式，选取我院重症

监护室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离职 41 名护士资料，所有参

与调查对象均满足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ICU 工作半年

以上并且自愿参与本研究等条件。

1.2 调查方法

（1）调查问卷一般内容包括：护士年龄、婚姻状况、月夜班数、

工作年限、职称、聘用情况、学历、个人平均月收入等。（2）离职

意愿量表 Michael 和 Spector 于 1982 年编制离职意愿量表 [1], 共计 6

个条目，分值为1～ 4分，回答“经常”计4分，“偶尔”计3分，“甚

少”计2分，“从不”计1分。量表总分为各条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

离职意愿越强。根据 6 个条目之间的相关性，条目 1 和条目 6 构成离

职意愿Ⅰ，表示辞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条目 2 和条目 3 构成离职意

愿Ⅱ，表示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条目 4 和条目 5 构成离职意愿Ⅲ，

表示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

1.3. 观察指标

分析 41 名 ICU 护士的离职原因以及基本资料。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12.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χ±s 表

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ICU 护士离职意愿现状：得分最高的是离职意愿Ⅰ（辞去目前工

作的可能性），其次是离职意愿Ⅱ（寻找其他工作的动机）和离职意

愿Ⅲ（获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3 讨论

ICU 护士在护理危重患者的同时，不但要忍受封闭的环境，应接

不暇各种高精尖仪器的使用学习，单位的各种检查及晋升考核，还得

面对对于家人无法照顾的愧疚，极易形成职业疲匮感和厌怠情绪，更

重要的是现有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度较低，使护理人员

觉得付出与回报不平衡，因而一旦外界有合适的机会，便会选择离开，

有报道社会支持是护士应对压力的重要方式 [2-3]，综上所述，提出以

下建议：1. 管理者应该努力提高护士工作绩效，提高护士公众形象以

消除工作疲溃感引起的负面影响 [4]。2. 制定合理、公平的晋升、深

造等机会，指导护士进行职业规划。3. 深化人性化管理理念。在保证

患者安全的基础上，减少班次倒换的频率；4. 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及

时发现员工不良情绪并予以心理干预，5. 合理配置护理人力资源，减

少护理工作量。护理队伍的不稳定会影响到护理质量和病人安全，需

引起护理管理工作者的重视，采取针对性的、可行性的方案解决 ICU

护士高离职率，稳定护理队伍。

表 1：ICU 护士离职意愿现状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理论

最高分

实际得分

（分，χ±s）

指标值

（%）

离职意愿Ⅰ 156 3 8 10 4.97.15±0.87 67.29

离职意愿Ⅱ 156 3 8 10 4.22±1.17 57.31

离职意愿Ⅲ 156 3 10 10 4.08±1.29 51.03

离职总 156 9 21 30 13.56±2.16 53.43

T 1.105 4.936 2.410 3.127 9.207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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