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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关于护士群体消极职业状态的文献研
究逐渐增多。 由于临床护理工作量大、护理人力资

源短缺、工作强度高、长期上夜班、存在护患冲突等
诸多原因，护士容易出现共情疲劳、职业倦怠、离职
倾向等情况，对护理队伍的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1］。
然而，积极心理学认为，要促使个体产出积极行为，
就应该注重挖掘和提升个体自身的积极状态，以最
大限度地提高其工作效能［2］。 心理资本指个体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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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梳理与分析国内护士心理资本相关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为制定针对性措施提高护士心理资本水
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全面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建库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关于护士心理资本的相关研究，并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纳入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共现与聚类分析。结果 2010—2023 年，文献检索共获得 449
篇文献，最终纳入 381 篇文献进行分析。 国内该领域发文量随着时间呈现波动的趋势。 高频关键词为“心理资本”

“护士”“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工作投入”“相关性”“离职意愿”等，较新的突变词为“中介效应”等。 护士心理资本
的研究热点及前沿为心理资本现状与影响因素、 心理资本对工作的影响。 结论 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的研究起步较
晚。 由于心理资本对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应加强心理资本现状与影响因素以及对工作影响的研究，相关学者应进一
步加强不同地域、机构和团队间的合作，实现护士心理资本的跨区域、跨团队研究，从而提高护士心理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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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hotspots,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domestic nurs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nurs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papers on nurs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CNKI
database (till March 31, 2023) and the CiteSpace software were used to co -occur and cluster the authors, institutions,
keywords,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Results From 2010 to 2023, a total of 449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and 381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analysis.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field has shown a
trend of fluctuation over time. The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were “psychological capital”, “nurse”,“occupational
burnout”,“influencing factors”,“work engagement”,“correlation”,“turnover intention”, etc., and the newer burst words
were “mediating effect”, etc.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we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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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to realize cross -regional and cross -team research on nurs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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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与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具
有可开发、可培养和具有理论基础等特点，是护士保
持工作积极性、 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积极心理资源［3］。
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个体心理健康具
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它可以调节个体行为，并能够
对个体的职业生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心理
资本在护士人群中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且较为分
散，多数研究是对护士心理资本的现状调查和对结
果变量的实证研究。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护士心理资本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剖析国内护士心理资本的研究现状、热点、趋势及
目前的薄弱点， 呈现护士心理资本研究的脉络，为
今后干预、提高护士心理资本提供重要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在高
级检索中以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 主题为“护士”or

“护理” and“心理资本”，来源为中文文献，时间为
建库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文献纳入标准： 关于护
士心理资本的研究。 文献排除标准：会议论文、新闻
报道、报纸等。 通过检索共获得 449 篇文献，通过对
文献题目、摘要与正文内容的人工筛选，剔除与主
题不符等文献后，最终纳入 381 篇文献进行分析。
1.2 方法

CiteSpace 作为文档可视化分析软件，可用于研
究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前沿、文献作者、关键词和
机构等信息之间存在的发展与联系。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对纳入文献的关键词、作者、发文机构等
进行分析。 作者、发文机构的共现图谱能显示出该
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与机构，以及其间的协作网络
和强度。 在作者、发文机构的分析图中，节点的数量
越大，代表作者与研究单位的出版物数量越多。 高
频的关键词能够体现出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对关键词进行共现与聚类分析有利于挖掘与整理
研究领域的热点。 在关键词的分析图中，节点的大
小代表出现的频率，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强
度，线条的粗细代表着节点之间关联的强弱，且线
条的颜色与节点对应。 采用中心性来发现与衡量文
献的重要性。

本次研究设置的部分参数：（1） 时区分割（time
slicing， 选第一篇文献出现的年份的首月， 即 2010
年 1 月—2023 年 3 月， 时间跨度切片选 1 年）；（2）
阈值 Top N 选择（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频次出现排
前 N 位）：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频次出现排列前 50

位；（3） Top N%（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频次出现排
列前 N%）选择：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频次出现排列
前 10%。

2 结果
2.1 护士心理资本的文献数量及年度分布

发文数量可以直观显示出国内护士心理资本
相关研究的趋势。 本研究所纳入统计的 2010—2023
年为全年发文量，2023 年发文数量的统计时间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共纳入 381 篇文献进行分析，发
文量最高在 2022 年， 为 63 篇。 我国对护士心理资
本的关注开始于 2010 年，学者骆宏［4］首先将心理资
本问卷在护士群体中进行应用并进行信效度分析。
2015 年以前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年发文量均在 20
篇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学者对护士心理资
本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研究逐渐深入，发文
量 随 着 时 间 呈 现 波 动 的 趋 势 ，2011—2016 年 、
2017—2019 年、2020—2022 年 3 个阶段呈现上升的
趋势。 见图 1。

年份

发
文

量
/篇

图 1 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发文量年度分布

2.2 护士心理资本研究作者分析
CiteSpace 分析结果显示，共形成 363 个节点与

402 条连线，密度为 0.006 1（即作者之间的合作网
络密度为 0.006 1）的图谱，见图 2。 发文量较多的研
究者（含非第一作者）如下：余兰仙（5 篇）、张琦（4
篇）、商临萍（4 篇）、任贇虹（4 篇）、岳丽（4 篇）、程
璐（4 篇）。
2.3 护士心理资本研究发文机构分析

CiteSpace 分析结果显示，共形成 286 个节点与
170 条连线，密度为 0.004 2 的图谱。 仅有 6 所机构
发文量 ≥ 4 篇，其中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安徽
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各 6 篇，山西省肿瘤医院、南华
大学护理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
学教研室、成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各 4 篇。 可见
我国对心理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 文献数量有限，

769·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23 年 12 月 第 41 卷第 6 期 Occup Health & Emerg Rescue， Dec. 2023 Vol.41 No.6

www.oher.com.cn

且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内部合作为主，因此机构发文
量较少。 本次所纳入文献共涉及 286 个机构，机构
之间共存在 170 条连线，机构间的合作网络密度为
0.004 2，机构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弱，且主要以内部
合作为主。
2.4 护士心理资本研究关键词分析
2.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分析结果显示：排名前 3 位的关键词分
别为“心理资本”“护士”“职业倦怠”；中心性排名前
3 位的分别为“心理资本”“护士”“职业倦怠”。 中心
性能够体现出关键词的重要性， 且中心性越强，说
明围绕该词的研究越多。 见表 1。

表 1 护士心理资本研究相关文献的关键词排序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中心性 关键词

1 354 心理资本 1 1.30 心理资本

2 179 护士 2 0.44 护士

3 62 职业倦怠 3 0.06 职业倦怠

4 39 影响因素 4 0.05 影响因素

5 37 工作投入 5 0.05 中介效应

6 30 相关性 6 0.04 职业生涯

7 23 离职意愿 7 0.03 工作投入

8 22 中介效应 8 0.03 儿科护士

9 19 工作压力 9 0.03 心理干预

10 17 工作倦怠 10 0.02 职业认同

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3。 纳入文献共出现了
269 个关键词，且关键词间共有 952 条连线，关键词
的网络密度为 0.026 4。高频的关键词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关键词中心理
资本、护士、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工作投入、相关
性、离职意愿、中介效应等具有较高的频次，说明现
状调查、影响因素分析、相关性探讨等是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趋势。

图 3 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2.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可反映某一领域各研究主

题的组成情况。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进一步选择
聚类标签，获得期刊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结果
显示，形成 9 个聚类，共 269 个节点与 952 条连线，
聚类图谱 Q = 0.400 3 大于临界值，S = 0.766 2 >
0.5，表明本次聚类结果合理，分别是：工作压力、护
士、综述、职业倦怠、工作投入、中介效应、中介作
用、职业认同、疫情。 见图 4。 其中中介效应、中介作
用为同义词，将上述聚类进行归纳整理后，我国护
士心理资本的研究主题领域为：（1） 心理资本对护
理工作的影响研究；（2） 护士心理资本研究综述；
（3） 护士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4） 疫情背景
下护士心理资本研究。

图 4 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2.4.3 关键词突现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的研究热点

及研究趋势，通过突现词检测功能进行分析，获得
突现强度最强的 10 个关键词。 结果显示心理资本

图 2 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文献发文作者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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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效应是目前的研究前沿， 从 2019 年开始被
关注，至今已持续近 5 年。 见表 2。

表 2 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关键词突现情况

排序 关键词 出现
年份

突变
强度

突现开
始时间

突现结
束时间

2010—
2023 年

1 护士 2010 2.17 2011 2013

�� �KA �)�� 0
�� 0)���L
0)5�

�L
3010?3033�

1 �� 3010 3.17 3011 3013

3 ��5� 3011 1.34 3011 3015

3 ���� 3013 3.94 3013 3014

4 )( 3013 1.58 3013 3016

5 /6�
 3013 1.39 3013 3013

6 �� 3013 1.39 3013 3013

7 /6�� 3014 1.5 3014 3017

8 +�� 3013 3.78 3015 3016

9 C��� 3015 1.51 3015 3017

10 ���� 3016 1.38 3019 3033

2 工作绩效 2011 1.34 2011 2015

�� �KA �)�� 0
�� 0)���L
0)5�

�L
5010?5053�

1 �� 5010 5.17 5011 5013

5 ��5� 5011 1.34 5011 5015

3 ���� 5015 3.94 5015 5014

4 )( 5015 1.58 5015 5016

5 /6�
 5015 1.59 5015 5013

6 �� 5015 1.59 5015 5013

7 /6�� 5014 1.5 5014 5017

8 +�� 5015 5.78 5015 5016

9 C��� 5015 1.51 5015 5017

10 ���� 5016 1.58 5019 5053

3 工作倦怠 2012 3.94 2012 2014

�� �KA �)�� 0
�� 0)���L
0)5�

�L
4010?4043�

1 �� 4010 4.17 4011 4013

4 ��5� 4011 1.34 4011 4015

3 ���� 4014 3.94 4014 4014

4 )( 4014 1.58 4014 4016

5 /6�
 4014 1.49 4014 4013

6 �� 4014 1.49 4014 4013

7 /6�� 4014 1.5 4014 4017

8 +�� 4014 4.78 4015 4016

9 C��� 4015 1.51 4015 4017

10 ���� 4016 1.48 4019 4043

4 现状 2012 1.58 2012 2016

�� �KA �)�� 0
�� 0)���L
0)5�

�L
6010?6063�

1 �� 6010 6.17 6011 6013

6 ��5� 6011 1.34 6011 6015

3 ���� 6016 3.94 6016 6014

4 )( 6016 1.58 6016 6016

5 /6�
 6016 1.69 6016 6013

6 �� 6016 1.69 6016 6013

7 /6�� 6014 1.5 6014 6017

8 +�� 6016 6.78 6015 6016

9 C��� 6015 1.51 6015 6017

10 ���� 6016 1.68 6019 6063

5 离职倾向 2012 1.29 2012 2013

�� �KA �)�� 0
�� 0)���L
0)5�

�L
3010?3033�

1 �� 3010 3.17 3011 3013

3 ��5� 3011 1.34 3011 3015

3 ���� 3013 3.94 3013 3014

4 )( 3013 1.58 3013 3016

5 /6�
 3013 1.39 3013 3013

6 �� 3013 1.39 3013 3013

7 /6�� 3014 1.5 3014 3017

8 +�� 3013 3.78 3015 3016

9 C��� 3015 1.51 3015 3017

10 ���� 3016 1.38 3019 3033

6 分析 2012 1.29 2012 2013

�� �KA �)�� 0
�� 0)���L
0)5�

�L
3010?3033�

1 �� 3010 3.17 3011 3013

3 ��5� 3011 1.34 3011 3015

3 ���� 3013 3.94 3013 3014

4 )( 3013 1.58 3013 3016

5 /6�
 3013 1.39 3013 3013

6 �� 3013 1.39 3013 3013

7 /6�� 3014 1.5 3014 3017

8 +�� 3013 3.78 3015 3016

9 C��� 3015 1.51 3015 3017

10 ���� 3016 1.38 3019 3033

7 离职意愿 2014 1.5 2014 2017

�� �KA �)�� 0
�� 0)���L
0)5�

�L
7010?7073�

1 �� 7010 7.17 7011 7013

7 ��5� 7011 1.34 7011 7015

3 ���� 7017 3.94 7017 7014

4 )( 7017 1.58 7017 7016

5 /6�
 7017 1.79 7017 7013

6 �� 7017 1.79 7017 7013

7 /6�� 7014 1.5 7014 7017

8 +�� 7017 7.78 7015 7016

9 C��� 7015 1.51 7015 7017

10 ���� 7016 1.78 7019 7073

8 男护士 2012 2.78 2015 2016

�� �KA �)�� 0
�� 0)���L
0)5�

�L
6010?6063�

1 �� 6010 6.17 6011 6013

6 ��5� 6011 1.34 6011 6015

3 ���� 6016 3.94 6016 6014

4 )( 6016 1.58 6016 6016

5 /6�
 6016 1.69 6016 6013

6 �� 6016 1.69 6016 6013

7 /6�� 6014 1.5 6014 6017

8 +�� 6016 6.78 6015 6016

9 C��� 6015 1.51 6015 6017

10 ���� 6016 1.68 6019 6063

9 责任护士 2015 1.51 2015 2017

�� �KA �)�� 0
�� 0)���L
0)5�

�L
7010?7073�

1 �� 7010 7.17 7011 7013

7 ��5� 7011 1.34 7011 7015

3 ���� 7017 3.94 7017 7014

4 )( 7017 1.58 7017 7016

5 /6�
 7017 1.79 7017 7013

6 �� 7017 1.79 7017 7013

7 /6�� 7014 1.5 7014 7017

8 +�� 7017 7.78 7015 7016

9 C��� 7015 1.51 7015 7017

10 ���� 7016 1.78 7019 707310 中介效应 2016 1.28 2019 2023

�� �KA �)�� 0
�� 0)���L
0)5�

�L
3010?3033�

1 �� 3010 3.17 3011 3013

3 ��5� 3011 1.34 3011 3015

3 ���� 3013 3.94 3013 3014

4 )( 3013 1.58 3013 3016

5 /6�
 3013 1.39 3013 3013

6 �� 3013 1.39 3013 3013

7 /6�� 3014 1.5 3014 3017

8 +�� 3013 3.78 3015 3016

9 C��� 3015 1.51 3015 3017

10 ���� 3016 1.38 3019 3033

2.4.4 研究趋势分析
研究不同时区关键词的共现，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分析本研究的趋势。关键词时区图见图 5。结
合图 5 和心理资本发表的文献数量趋势可知，
2010—2015 年是研究的重要时间，此阶段研究的关
键词显著增多，2010 年是首篇文献发表的时间，内
容涉及心理资本问卷在护士群体中应用的信效度
分析，其与后来的研究关联最为密切，后续的研究
很多是采用了此文献介绍的问卷进行调查或研究。
2010 年护士、心理资本作为主要的研究热点内容首
次出现，此后，影响因素、职业倦怠、离职意愿、中介
效应等成为主要的研究热点内容。

图 5 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关键词时区图

3 讨论
3.1 护士心理资本研究现状

本次护士心理资本文献的可视化分析结果显
示，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最早始于 2010 年，有学
者将心理资本问卷的中文修订版在护士群体中进

行应用，并分析了问卷的信效度，为我国护士心理
资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过 10 余年的
发展，我国对护士心理资本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
研究文献数量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就研究类型来
看，目前研究以调查类为主，干预类等研究较少。 研
究作者和发文机构目前分布较散，且以大学院校为
主，表明国内大量的医院可能还没有发挥充分的优
势与作用，不同地域、机构和团队间合作及联系的
紧密性欠缺，跨研究机构和领域的研究较少，还尚
未形成群体化和规模化的研究态势。
3.2 国内护士心理资本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

从研究热点与前沿来看，研究内容从护士心理
资本的现状、影响因素等逐渐深入到心理资本对护
理工作的影响。
3.2.1 心理资本现状、影响因素与中介作用

提取的重点关键词“影响因素”“相关性”，关键
词聚类“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关键词突现“现状”

“分析”等等，表明国内已广泛开展护士心理资本现
状、影响因素和中介作用等基于一定规模的人群调
查研究。 从目前对护士心理资本的调查结果来看，
我国护士的心理资本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 护士心
理资本主要受工龄、职务、学历、医院等级、工作科
室、职业生涯课程、工作年限、职称、应对方式等因
素影响［5］。探索护士心理资本水平的现状、主要影响
因素与中介作用， 并针对护士群体制定干预措施，
对提升其心理资本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3.2.2 心理资本对护理工作的影响

进一步阅读文献，可知护士的心理资本和工作
绩效为正相关，积极的心理状态能预测护士工作绩
效［6］，对个体产生正向作用。通过提升护士心理资本
水平对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

“职业倦怠”在关键词出现频次中排名第 3，中
心性排名也是第 3， 表明职业倦怠在护士心理资本
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相关研究［7］表明，护士存在较高
水平的职业倦怠，职业倦怠是护士群体中常见的一
种职业危害。 出现职业倦怠不仅会对护士的生活幸
福感与职业体验造成影响，同时还是导致患者发生
安全事件的危险因素［8］。 由于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
情况以及护理工作的特殊性，一方面可扰乱医疗环
境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对护理工作者的心理健
康造成了不良影响，使得出现职业倦怠的医务人员
的数量与比例正在逐渐增加［9］， 如何预防与减轻护
士群体的职业倦怠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内
容。 由于心理资本对员工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有
研究［10］对护士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进行了问卷调

771·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23 年 12 月 第 41 卷第 6 期 Occup Health & Emerg Rescue， Dec. 2023 Vol.41 No.6

www.oher.com.cn

查，并探讨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心理资本与职
业倦怠为负相关，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护士，其职
业倦怠感越低。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护
士职业倦怠的评估，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切实提高护
士心理资本水平，以降低其职业倦怠感。

工作投入主要指个人在工作中所产生的积极
的工作状态，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活力、奉献和
专注［11］。 研究发现，工作投入能影响员工的工作绩
效、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向等方面，在实际的工作中
具有积极意义。 而心理资本和工作投入为正相关［12］。
多项研究都说明心理资本对于提升护士工作投入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关于心理资本和员工工作关系的相关
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重视，由于护理工作压力
大等因素，护理人员出现较高的离职倾向，而离职行
为可对医疗服务质量造成不良影响［13］。 相关研究［14］

显示，心理资本与护士离职倾向与离职意愿密切相
关，心理资本越高，其离职倾向与离职意愿越低，并
且可以做出较高的组织贡献。 提示护理管理者可根
据护士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心理资
本水平，从而降低离职倾向与离职意愿［15］。
3.3 文献分析对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的启示
3.3.1 加强多学科团队合作

关于护士心理资本的研究属于多学科、多领域
的研究问题。 由我国护士心理资本研究文献作者与
机构共现图谱可见，研究作者与研究机构分布较为
分散，说明目前国内学者与机构的合作仍不够。 不
同地域、机构和团队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实现
护士心理资本的跨区域、跨团队研究，更好地促进
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3.3.2 提升护士心理资本水平

目前国内对护士心理资本的相关研究多集中
在现状调查，较少涉及干预类研究。 国内关于护士
心理资本的干预研究仍在探索阶段，国内学者［16］通
过团体辅导且联合巴林特小组活动提升了护士心
理资本与职业认同感，对于改善其心理危机具有重
要意义。 此外，相关学者采用基于心理资本理论的
心理干预［17］、正念减压［18］等方法有效提高了护士心
理资本水平， 减少护士出现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
对稳定护理队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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