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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护工是指在医疗机构中为患者提供陪护和日常生活护理工作的人员,由于工作时间较长、工作

环境较为嘈杂、需要随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和照护需求而无法保证睡眠,影响身心健康。为此,对21名护工

开展了问卷调查,了解其生活工作特点和睡眠状况。调查显示,护工人群以女性为主,总体年龄偏大、文

化程度较低、工作时间长,男性护工吸烟比例高；护工总体睡眠状况较好,但较高的夜班频率一定程度影

响睡眠,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以更好地促进护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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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re workers refer to those who provide nursing escort and daily caring work for patients in 

local hospitals. They generally work long hours with frequent night shifts.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hese 

care workers is relatively noisy. They usually need to observ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provide nursing work 

at any time and even at night, which might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ir sleep. The lack of quality sleep might do 

harm to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or this reason, I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characteristics and sleep among 21 care workers in a local hospital in Shangha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are workers were female, elders, low-educated and worked for long time. Male care workers 

had higher proportion of smoking. The quality of sleep was relatively good but was affected by frequent night 

shifts, underscoring needs of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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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护工是指在医疗机构中为患者提供陪护和日常生活护理工

作的人员,主要职责为协助护士完成非技术性照顾患者工作。护

工的服务对象是病人,其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病人康复、医院护

理质量和社会形象等[1]。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健

康需求扩大,护理业务量增多,而护士数量不足,加之家属难以

顾及,导致患者生活护理或陪护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逐渐

形成了一支在医院里为患者提供生活护理和陪护的护工群体,

而且,随着需求增多和发展,护工群体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职业

和工种。既往调查发现,护工群体多为农村到城市的外来务工人

员,女性占多数,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也缺乏一定的护理方

面的岗前培训[1-2]。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超大型城市,集聚了全国

优质医疗资源,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诊治,在各

大医院里活跃着一支庞大的护工群体。他们多数从事“为患者

更换衣服”、“协助患者大小便”、“协助患者翻身和床上擦浴”、

“喂食”等生活护理,但部分护工同时承担了“推拿按摩”、“换

床边瓶”、“拔针”、“测血压”、“计尿量”等超越了其本身服务

范围的医护工作,因此,护工一般工作时间长[3-5],工作生活环

境较为嘈杂,而且由于需要随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和照护需求,

因此,即使夜晚也无法保证睡眠,身心健康难免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3-5]。为此,我想通过此次小样本调查研究,了解上海医院

里护工的工作特点和身体心理的健康状况,更好地帮助他们工

作和生活。 

1 方法 

1.1调查对象 

在征求同意和自愿参加的情况下,以表格形式调查21名上

海某三级甲等医院的护工人员。 

1.2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 

自行设计的健康调查问卷(见附件),了解护工人员以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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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情况：(1)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2)最

近一个月是否经常吸烟(指每天至少吸一支烟)和喝酒频率(包

含各种酒类如啤酒、黄酒、白酒等)；(3)从事护工工作的工龄、

作息时间和上夜班情况(指跨越深夜12点的工作)；(4)采用詹金

斯(Jenkins)睡眠量表中的4个问题评估睡眠状况,4个问题中至

少有一个问题回答为“大多数时候”或“总是”即定义为失眠；

(5)常见慢性病病史。 

1.3调查方式 

在医院里利用午饭休息时间发放问卷给护工人员自填,调

查人员负责答疑并确认护工人员回答问题没有遗漏。 

1.4数据分析 

对调查内容进行整理和汇总统计,描述护工人员一般情况、

职业工作现状、睡眠质量、常见慢性病病史,评估其失眠和常见

慢性病病史及其与年龄、性别、生活和从业行为的关系。 

2 结果 

2.1护工人员一般状况 

参与调查的护工人员的一般状况与工作情况见表1。参与

调查的21名护工中,年龄最小56岁,最大60岁,平均58岁；大多

数是女性,占71.4%；只有1人为丧偶,其他人都是已婚。护工

总体文化程度低,文盲或小学占38.1%,只有3人有高中或中专

学历。 

2.2护工人员生活习惯 

21名护工中,4名(19%)在最近一个月里经常抽烟,其中3人

均为男性护工,占男性护工的一半；2名护工在最近一个月里每

天喝酒或经常喝,都是男性护工；4人包括1名男性护工和3名女

性护工会偶尔喝酒,而15人包括3名男性护工和12名女性护工

(71.4%)都不喝酒,占大多数。 

2.3护工人员职业行为 

如表1所示,大多数护工(76.2%)从事护理工作的工龄在五

年以上,另有1名男性护工从事本工作不满三年,其余4名从事护

工工作的时间在三年以上但不满五年,均为女性护工。6名护工

平均每周工作4-5天,大多数(71.5%)平均每周从事护工工作的

时间为6-7天。参与调查的护工人员在工作日里平均每天工作时

间为10小时,最短8小时,最长达14小时；每天工作8小时的占

38.1%。 

受调查的护工中,10名在最近一个月每天或几乎每天以及

经常上夜班,接近一半,占47.6%。 

3 护工人员睡眠质量 

护工人员睡眠质量总体良好,详细调查结果见表2。参与

调查的21名人员中,仅2名即9.5%的人报告“大多数时候睡得

不好或不安宁”；除了1名(4.8%)“入睡困难”外,绝大多数人

都很少或从来没有入睡困难的状况；3名(14.3%)“醒得很早,

无法再入睡”；另有4名(19%)报告“夜里醒来好几次,醒了后

很难再睡着”。 

4 讨论 

通过调查发现,医院护工以女性为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

低,总体符合我们平时的认知。男性护工有一半是吸烟的,并且

只有男性护工在最近一个月里每天喝酒或经常喝酒,因此,男性

不良生活习惯较女性多；护工的这些特点与其他地区的调查结

果基本一致[1-3]。此外,护工每周工作天数以及每日工作的时间

都较长,也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4-5]。 

表1  护工人员一般状况、生活习惯和职业行为 

特征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6 28.6

女 15 71.4

婚姻

丧偶 1 4.8

已婚 20 95.2

学历

文盲或小学 8 38.1

初中 10 47.6

高中或中专 3 14.3

最近一个月是否经常吸烟

是 4 19.0

否 17 81.0

最近一个月的喝酒频率

每天或几乎每天喝 1 4.8

经常喝 1 4.8

偶尔喝 4 19.0

没喝 15 71.4

从事医院护工工作多久

一年以上,但不满三年 1 4.8

三年以上,但不满五年 4 19.0

五年及以上 16 76.2

平均每周工作天数

4-5 天 6 28.5

6-7 天 15 71.5

工作日里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8小时 8 38.1

9-14 小时 13 61.9

最近一个月上夜班的频率

每天或几乎每天 2 9.5

经常 8 38.1

偶尔 3 14.3

没有 8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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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护工人员过去一个月内睡眠状况 

睡眠状况 从来没有过 很少 大多数时候 总是

睡得不好或不安宁 9(42.9%) 10(47.6%) 2(9.5%) 0

入睡困难 9(42.9%) 11(52.4%) 1(4.8%) 0

醒得很早无法再入睡 9(42.9%) 9(42.9%) 2(9.5%) 1(4.8%)

夜里醒来好几次,醒

了后很难再睡着

7(33.3%) 10(47.6%) 4(19.0%) 0

 

护工人员由于工作时间长、需要随时照顾病人特别是有些

病情重的患者需要日夜照护,因此,容易出现焦虑[6-8]。有的研究

报道护工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9],或出现入睡

困难和很容易感到疲倦的情况[10],这可能与护工全天工作时间

长、病区空间比较单调、频繁值夜班有关；加之看到的都是患

者或医疗抢救等,容易影响到情绪。但有意思的是,我这次调查

到的护工总体睡眠质量较好,这可能与这些护工总体工作年限

较长、可能已经比较好地适应护工的工作性质有关。尽管如此,

调查显示护工总体工作时间长、夜班频率较多、以及部分人员

睡眠质量不高等情况都提示有必要适当调整护工人员的作息时

间,医院可以适当开设一些让护工人员得到身心放松的环境场

所,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加强对护工人员的关心,促

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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