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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100名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优势运用视角下压力知觉对职业

幸福感的影响。运用SPSS 19.0软件处理和分析有效数据，得出以下结论：（1）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有显

著负向影响；（2）优势运用在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

相应的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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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医务人员通常比普通人

群和其他职业群体承受更高的压力，其压力知觉可由超负荷工作、时间压力、角色冲突和工作—报酬不

平衡等各种问题引起。这些知觉到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处于心理压力高风险中，导致职业幸福感

发生变化。在 2022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郭燕红介绍了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核酸检测能力，表示全国共有 8437 个医疗卫生机构能够开展核酸检测，

单管检测能力达到每天 1255 万人份，可见，病毒核酸检测人员的工作量巨大。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已

基本进入常态化阶段，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更加注重安全防护、工作质量、检测能力及检测时效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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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病毒核酸检测一线人员的心理卫生状况关注不足。因此，本文以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为研究对象，

探讨压力知觉对医务人员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及边界条件，有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幸福感，进而对提

高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指出，如果善于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品格优势，将会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体的幸福体验［1］。

这表明，优势运用在品格优势的效用发挥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优势运用是个体所感知到的对自身整体优

势的运用情况［2］。了解自身优势的个体运用优势的机会和可能性更大，而运用优势得到的正向反馈结

果反过来加深了个体对其品格优势的认识和思考，这也就形成了良性循环［3］。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

体总是努力获取、保有和维护所珍惜的资源。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不仅不易受到资源损失的攻击，而且

更有能力获得资源，由此揭示了资源增值螺旋效应［4］。优势也是一种资源。医务人员识别并运用自身

优势这一重要资源，可以减缓自身资源的损耗，增加资源增值。因此，我们认为，在压力知觉对职业幸

福感的影响过程中，尽管医务人员知觉的压力很大，但他们在运用优势时更易获取资源产生资源增值，

从而削弱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基于此，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优势运用视角研究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影响的边界条件，有

助于医院如何更好地识别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的压力知觉，创设优势运用的机会和平台，差异化引导

不同个体进行优势运用，从而削弱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负向影响。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压力知觉与职业幸福感

何爱萍等（2014）用综合幸福问卷及工作压力源量表对 470 名在职护士进行调查，得出在职护士工

作压力源和综合幸福呈负相关关系［5］。张群等（2019）探讨分析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职业压力（OS），

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得出医务人员职业压力（OS）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6］。刘洋

和李蓉琼（2019）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对 153 名规范化培训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分析压力源和规范化培训护士主观幸福感［7］。易海等（2022）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常态化防控期间精神科应急隔离病房（简称隔离病房）医务人员压力和职业幸福感，得出医务人员压力

和职业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8］。韩江英等（2022）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探讨职业承诺和职业获益感在护

士工作压力和总体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指出护士工作压力负向影响总体幸福感［9］。据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有负向影响。

2.2  优势运用的调节作用

霍尼（Horney，1951）和罗杰斯（Rogers，1963）指出，优势运用是人们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倾向，

能够引导个体实现自己的潜能［10，11］，表明个体所感知到的对自身整体优势的运用情况［10］。已有研究

指出，越了解自身品格优势的个体运用优势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大，并通过优势运用得到的正向反馈结

果反过来又加深了个体对自身品格优势的认识和思考［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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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通过三个月和六个月随访发现，更强的力量使用与更强的自尊、活力、积极的影响和更低

的感知压力有关［10］，因此，那些更善于利用自己优势的人会发展出更强的幸福感［10］。此外，当我们

利用自己的优势时，自我感觉良好，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潜力［11］，做擅长的事情。根据资源保

存理论［4］，个体可以识别自身的优势，通过优势运用做自己擅长的事，从而补偿所受威胁或失去的资源，

从而削弱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优势运用在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优势运用越强，压力知觉对

职业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越弱。

基于以上的理论和逻辑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理论模型：

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压力知觉。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由科恩（Cohen，1988）编制［14］。该量

表用于测量受试者在最近一个月感知到的压力程度，采用压力知觉量表来测量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

感知到的压力程度，共 10 个条目。正向条目直接计分，逆向条目反向计分。采取 Likert 5 点记分（“1”

表示从不，“2”表示偶尔，“3”表示有时，“4”表示常常，“5”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表示个体

知觉的压力越大。

优势运用。采用戈文吉和林利（Govindji and Linley，2007）编制的优势运用量表（strengths use 

scale，SUS）［15］。该量表旨在测量个体的优势运用情况，为单维量表，共 14 个条目，采取 Likert 7 点

记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优势运用情况越好。

职业幸福感。采用胡东梅等（2011）编制的医务工作者职业幸福感量表［16］。该量表包括五个维度：

身心健康、价值／能力、社会支持、经济收入及工作环境，对应的条目依次是６、６、５、３、４个，

共有 24 个条目。正向条目直接计分，逆向条目反向计分。采取 Likert 5 点记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

“5”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符合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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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收集与样本情况

本文通过研究涉及的理论知识和研究目的，选取具有较高效度和信度的成熟量表，设计研究需要的

问题，并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正式问卷。正式问卷共包括 4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压力知觉，共 10

个题项；第二部分为优势运用，共 14 个题项；第三部分为职业幸福感，共 24 个题项；第四部分为基本

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有无子女、所在医院级别、职称、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聘用方式、

夜班情况、周平均工作时间、月收入等 13 个题项。

本文通过线上结合的形式发放问卷来收集相关数据，具体途径是研究者把正式问卷的网络链接发给

被调查者，填写完问卷后直接提交即可，网站自动收录问卷结果。

本文共回收 100 份有效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调查样本中，性别方面，男生占 4%，

女生占 96%。年龄方面，30 岁以下占 31%，30 ～ 39 岁占 49%，40 以上占 20%。婚姻状况方面，未婚

占 18%，已婚占 72%，离异占 10%。有无子女方面，无占 24%，一胎占 49%，二胎及以上占 27%。所

在医院级别方面，一级占 79%，二级占 12%，三级占 9%。职称方面，护士占 9%，护师占 35%，主管

护师占 25%，副主任护师及以上占 3%，住院医师占 2%，主治医师占 3%，副主任医师占 1%，药剂人

员占 4%，其他占 18%。文化程度方面，大专占 27%，本科占 70%，硕士及以上占 3%。工作年限方面，

“≤ 2 年”占 5%，“3 ～ 5 年”占 17%，“6 ～ 10 年”占 17%，“11 ～ 15 年”占 41%，“≥ 16 年”

占 20%。聘用方式方面，在编占 83%，协议 / 合同占 17%。夜班情况方面，不上夜班占 78%，1 次 / 月

占 4%，2 ～ 3 次 / 月占 10%，1 次 / 周占 4%，每周几次占 4。周平均工作时间方面，小于 40h 占 21%，

40 ～ 49h 占 66%，50 ～ 59h 占 8%，大于 60h 占 5%。月收入（元）方面，“≤ 2000”占 3%，“2001 ～ 4000”

占 35%，“4001 ～ 5000”占 18%，“5001 ～ 6000”占 24%，“≥ 6001”占 20%。

4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压力知觉、优势运用、职业幸福感测量量表在本文

中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70、0.98、0.86、均大于等于 0.70，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在实证分析之前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借助 SPSS 25.0 采用未

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 9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76.383%，其中第一个因子

解释了 31.057%，低于 50% 的判断标准，可见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压力知觉与职业幸福感显著负相关

（r=-0.420，p<0.01）；压力知觉与优势运用显著负相关（r=-0.435，p<0.01）；优势运用与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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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相关（r=0.310，p<0.01）。上述结果对假设 H1 进行了初步验证。接下来，我们采用层次回归分

析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Variable Mean SD 1 2 3
1. 压力知觉 1.81 0.537 -
2. 优势运用 5.06 1.213 -0.435** 1
3. 职业幸福感 3.35 0.565 -0.420** 0.310** 1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双尾）显著。

4.4  回归分析

4.4.1  主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有无子女、所在医院级别、职称、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聘用方式、

夜班情况、周平均工作时间、月收入等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将压力知觉引入以职业幸福感为

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有显著

的负向作用（M2：β =-0.350，p<0.001），假设 H1 得到验证。这说明压力知觉能够显著地降低其

职业幸福感。

4.4.2  调节效应检验

在控制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压力知觉、优势运用以及交互项（压力知觉 * 优势运用）

依次引入以职业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分别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交互

项对职业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3，β =-0.231，p<0.01），假设 2 得到验证。这说明优势运用对压

力知觉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即优势运用越强，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负向关系

越弱。

表 2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职业幸福感

M1 M2 M3
性别 0.067 0.077 0.091
年龄 0.511** 0.479** 0.547**

婚姻状况 -0.016 0.019 -0.008
有无子女 0.077 0.107 0.198

所在医院级别 0.277** 0.227** 0.199**

职称 -0.178 -0.180 -0.143
文化程度 0.023 0.028 0.005
工作年限 -0.364 -0.365 -0.434
聘用方式 0.173 0.144 0.173
夜班情况 0.283* 0.261*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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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职业幸福感

M1 M2 M3
周平均工作时间 -0.170 -0.104 -0.112

月收入 0.306* 0.206 0.243*

压力知觉 -0.350*** -0.306**

压力知觉 * 优势运用 -0.231**

拟合指标
F 2.402** 14.067*** 6.441**

R2 0.249 0.354 0.400
ΔR2 0.249 0.106 0.045

注：“***”“**”“*”分别表示在 0.001、0.01 和 0.05 的水平显著。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展开，选取职业幸福感作为因变量、优势运用作为调节变量，

从资源保存视角探讨优势运用影响下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压力知觉对职业

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2）优势运用在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5.2  管理建议

第一，缓解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的压力知觉，提升其职业幸福感。

个人层面上，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要有意识积极行动减缓个人的压力知觉。面对心理应激的时候，

也会出现各种的心理问题，要学会开展自我心理评估。首先，觉察一下自己对压力的反应是什么？认知（想

法）、情绪、行为、躯体（生理）等；其次，评估压力影响的范围和时间：个人、家庭、社会，是短期的，

还是长期的等；再次，评估自己在压力中的应对：发生了什么？对自己影响是什么？自己面临最大的问

题可能是什么？能不能应对？目前的资源和支持有什么？最后，医护人员需要对自己的专业角色做评估：

我的专业和责任是什么？我能做什么？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需要如何应对？自我评估像一个定位器，

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定位清晰了、角色明确了、职责界定了，不确定中的确定感就增强了。

此外，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可掌握一些相互支持技术，既可以帮助同伴，还可以帮助自己。

医院层面上，可以多措并举减缓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的压力知觉。在具体实施中，首先，要使用

不同的测量工具对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的心理状况进行调查，以便更好地了解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

的压力知觉和职业幸福感；其次，要尽可能创造拥有强大支持性、同理心的医院文化和积极的工作环境，

增加对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的承认和理解，提高其获得感；最后，为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提供支持，

保证行政、后勤对医务工作的服务，完善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的锻炼和休闲娱乐的设施，以及定期开

展一些团体辅导，心理健康讲座等。

第二，识别和使用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的优势。本文发现，优势运用在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

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对优势的识别和使用就变得至关重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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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面上，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可通过参加不同类型的活动或比赛，接触不同事物，利用现有

研究测试量表，了解自身优势，有针对性地将其运用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物中；另外，在与他人合作

交流过程中，可通过了解他人优势，见贤思齐，主动学习他人优秀特质或技能以提升自身优势。

医院层面上，活动举办方面需结合医院特色，鼓励医务在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勇于挑战具

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日常教育或培训方面需充分考虑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兴趣爱

好与内在潜力，并根据这些特质通过差异化教育或培训，进一步引导促进新冠病毒核酸采集人员运用自

己的优势。

5.3  不足与展望

首先，研究层次上本文从个体主观层面出发，探究个体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但未考虑外

界不同社会支持如学校、导师、家庭等跨层次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中可以引入客观社会支持，

探究不同社会支持下个体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差异。

其次，本次研究的对象局限于重庆綦江区的医院，样本专业区分度较低，研究所得的结论可能存在

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不同人群压力知觉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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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erceived Stress on the Professional Happiness: 
Take COVID-19 Nucleic Acid Collection Personnel as the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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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ook 100 COVID-19 nucleic acid collection personnel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based on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tress on professional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s use. SPSS19.0 software was used to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 data,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Perceived stres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professional happiness; (2) Strengths use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stress on professional happines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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