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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及抗逆力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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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心理系，北京 100069;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目的 探讨住院医师的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以及抗逆力的中介作用。方法 对某儿童医院的 139 名住

院医师实施测抗逆力量表、工作自主性量表和工作倦怠量表测查，以检验住院医师的工作倦怠水平与常模之间的差异，并建立结

构方程模型，考察抗逆力在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住院医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与常模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 ＜ 0. 01) 。抗逆力在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倦怠的情绪耗竭和个人成就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P ＜ 0. 01) ，在工作自

主性和去人格化之间( P ＜ 0. 01) 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 34. 65%。结论 工作自主性通过抗逆力的中介作用对工作

倦怠产生影响。提升住院医师的抗逆力可以帮助他们减少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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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job burnout of pediatrics
residents
Liu Ying1，Wei Tongqi2*

(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y，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69，China; 2．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job burnout of pediatrics residents an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between above two variables． Methods Totally 139 pediatrics residents from a children's hospital in Beijing were
assessed by Ｒesilience Scale，Job Autonomy Scale and Marshals Burnout Inventor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ample and the norms were
detected． Mediation analysi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job burnout． Ｒesult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urnout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norm( P ＜ 0. 001) ．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emotion exhaus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performance，resilience
played a full mediator role( P ＜ 0. 01) ;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autonomy and depersonality，resilience played a partial mediator
role( P ＜ 0. 01 )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34. 65% ． Conclusion Job autonomy influenced job burnout through resilience． It is
advised to improve the pediatrics residents' resilience in order to reduce their job burnout．
【Key words】 job autonomy; job burnout; resilience; mediating effect

工作倦怠是对长期工作压力的一种反应，主要

由三个方面构成: 情绪耗竭 ( emotional exhaustion) ，

去人格化( depersonalization) 和个人成就感降低 ( di-
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情绪耗竭是工作

倦怠中最普遍的现象，它是倦怠在个体身上最明显

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在工作的压力下体验到的身心

俱疲，情绪烦躁等; 去人格化是倦怠者主动与被服务

者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表现为在筋疲力尽和气馁

时，所形成的冷漠或愤世嫉俗的态度; 在长期压力的

工作环境下产生工作倦怠的个体很可能会表现为效

能感或成就感的降低，特别是当他们感觉到疲惫时，

或是 对 给 予 他 人 服 务 漠 不 关 心 时，很 难 获 得 成

就感［1］。
工作倦怠的现象最初发现于护士群体，但对于所

有医护人员来说，工作倦怠一直都是一项严重的问

题。工作倦怠将会给医疗工作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工作倦怠可能会导致医护人员

的专业水平下降［2］，离职率提升［3］，医疗事故增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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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预后差［5］等消极影响。而且，近年来的报道［6］显

示，医护人员的工作倦怠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工作倦怠相关研究表明，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条

件对工作倦怠产生重要影响，即工作要求( 如角色压

力) 和工作资源( 如工作自主性、社会支持) ［7］。工作

自主性( job autonomy) ，作为一种工作资源，对员工的

工作倦怠有直接的影响。工作自主需要得到满足的

医生，在工作中较不容易出现工作倦怠［8］。而住院医

师，作为医疗工作者中职称较低、资历较浅的一个群

体，他们的工作自主性较低［9-10］，更容易发生工作倦

怠。但是并非所有工作自主性低的住院医师都会发

生工作倦怠，这可能与个体的抗逆力水平有关。抗逆

力是指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威胁及其他生活重

大压力的良好适应，也是个人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

的“反弹能力”［11］。抗逆力与医护人员的工作满意

度、工作家庭平衡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大量研究

显示，个 体 的 抗 逆 力 与 工 作 倦 怠 呈 显 著 的 负 相

关［12-14］，且在工作资源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中起到中介

作用［15］。工作自主性也是工作资源的一种，它是否

也与住院医师的抗逆力和工作倦怠相关，并可通过住

院医师的抗逆力而作用于其工作倦怠? 这一问题目

前尚无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住院医师的工作倦怠现

状，以及抗逆力在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关系中的中

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19 年 5 月对北京市某儿科专科医院的住院医

师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139 份，其中，男性 19
人，女性 120 人，平均年龄为( 28. 07 ± 3. 50) 岁。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研究工具

1) 工作自主性量表( Job Autonomy Scale) ［16］: 共 4
个条目，测量个体在工作中的自主程度，样题如“我在

工作中有较大自主权，不必请示我的直接领导”。采

用 Likert 五级评分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

非常同意。本研究对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进行

检验的结果为 0. 92。
2)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 ) : Maslach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 服 务 人 员 调 查

(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 Human Services Survey，

MBI － HSS) 量表［1］，该量表适用于包括医护人员在内

的服务人员群体，量表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情绪耗

竭( 9 个条目) ，去人格化( 5 个条目) 和个人成就感( 8
个条目) ，共 22 个条目。采用 Likert 七级评分。情绪

耗竭和去人格化的得分越高，表明倦怠程度越严重。
个人成就感得分越低，表明倦怠程度越严重。本研究

对该量表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进行了检验，结

果分别为 0. 91( 情绪耗竭) ，0. 83 ( 去人格化) 和 0. 87
( 个人成就感) 。

3) 抗逆力量表( Connor-Davidson Ｒesilience Scale，

CD-ＲISC) ［17］: 这是测量个体抗逆力水平的常用量表

之一。本研究采用的是 CD-ＲISC 的简版，该量表由 9
个条目组成，采用 Likert 五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个

体的抗逆力水平越高。本研究对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进行了检验，结果为 0. 95。
1. 2. 2 工作倦怠常模

本研究中用到的工作倦怠的常模有两个，一个是

Maslash 等［1］开发的美国医护人员常模 ( M 氏常模) ，

另一个为叶志弘等［18］开发的杭州地区护士群体的工

作倦怠常模( 杭州地区护士常模) 。
1. 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4. 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均数 ±标准差( x ± s) 表示，样本与常模的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使用 A-
MOS 18. 0 软件对数据进行中介作用的检验，采用 Boot-
strap 法检验抗逆力在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倦怠之间的中

介作用。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运用 Harman 单因子分析以检验共同方法

偏差。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所有变量进行因素负

荷统计。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共有 10 个，

第一个因素解释的变异量为 16. 12%，远小于临界标

准值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2 住院医师工作倦怠与常模的差异

本研究中住院医师的工作倦怠程度与 M 氏常模

和杭州地区护士常模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住院医师的情绪耗竭和去人格化得分显

著高于 M 氏常模和杭州地区护士常模，这表明住院医

师的这两方面的工作倦怠水平更高，而个人成就感维

度则显著高于两个常模。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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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住院医师工作倦怠三维度与常模比较
Tab. 1 Comparison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job burnout with two norms of pediatrics residents ( x ± s)

Job burnout
dimensions

Scores
( n = 139)

Maslach's norm

Scores t P

Domestic norm

Scores t P

EE 35． 71 ± 12． 21 22． 19 ± 9． 53＊＊ 13． 53 0． 00 23． 02 ± 10． 29＊＊ 12． 25 0． 00
DP 13． 32 ± 6． 77 7． 12 ± 5． 22＊＊ 10． 80 0． 00 6． 81 ± 5． 57＊＊ 11． 34 0． 00
DPA 39． 53 ± 9． 27 36． 54 ± 7． 34＊＊ 3． 81 0． 00 28． 55 ± 9． 34＊＊ 13． 96 0． 00
＊＊P ＜ 0. 01; EE: emotional exhaustion; DP: depersonalization; DPA: 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2. 3 工作自主性、抗逆力与工作倦怠的相关分析

表 2 显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

看出，情 绪 耗 竭 与 去 人 格 化 之 间 呈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 P ＜0. 01) ，二者与个人成就感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

( P ＜0. 01) ，抗逆力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格化均为显著的

负相关( P ＜0. 01) ，与个人成就感有显著的正相关( P ＜
0. 01) 。工作自主性与抗逆力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

( P ＜0. 01) ，而与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均无显著相关。

表 2 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Tab. 2 Correlations of measured variables

Variables x ± s
( n = 139)

r

EE DP DPA Ｒe

EE 35． 71 ± 12． 21
DP 13． 32 ± 6． 77 0． 72＊＊

DPA 39． 53 ± 9． 27 － 0． 17 － 0． 23＊＊

Ｒe 34． 55 ± 6． 66 － 0． 45＊＊ － 0． 40＊＊ 0． 64＊＊

JA 7． 45 ± 3． 12 － 0． 09 － 0． 10 0． 14 0． 25＊＊
＊＊ P ＜ 0. 01; EE: emotional exhaustion; DP: depersonalization;

DPA: 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Ｒe: resilience; JA: job au-
tonomy．

2. 4 抗逆力对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工作自主性为自变量，抗逆力为中介变量，工

作倦怠三维度为因变量建构模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

数均较为理想 ( χ2 /df = 0. 247，P ＞ 0. 05，TLI = 0. 999，

CFI = 0. 999，ＲMSEA = 0. 05，SＲMr = 0. 026) 。

图 1 工作自主性、抗逆力和工作倦怠之间的路径图
Fig. 1 Path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JA，

resilience and job burnout
＊＊P ＜ 0. 01; EE: emotional exhaustion; DP: depersonalization; DPA:
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JA: job autonomy．

基于图 1 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 Bootstrap 方

法对抗逆力在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三个维度之间

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工作自主性对情绪

耗 竭 的 影 响，直 接 效 应 为 － 0. 028，间 接 效 应 为

－ 0. 115，置信区间 95% CI 为 － 0. 242 ～ － 0. 023，不包

含零( P ＜ 0. 01 ) ; 工作自主性对去人格化的影响，直

接效应 为 － 0. 215，间 接 效 应 为 － 0. 114，置 信 区 间

95% CI 为 － 0. 243 ～ － 0. 023，不包含零 ( P ＜ 0. 01 ) ;

工作自主性对个人成就感的影响，直接效应为 0. 028，

间接 效 应 为 0. 163，置 信 区 间 95% CI 为 0. 031 ～
0. 291，不包含零( P ＜ 0. 01) ，详见表 3。

从结果可以看出，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之间的

主效应不显著，对于情绪耗竭维度，中介效应为 －
0. 115( ab1) ，总效应为 － 0. 143 ( c1' + ab1 ) ，中介效应

的比例为 80. 41% ; 对于去人格化维度，其中介效应为

－ 0. 114( ab2) ，总效应为 － 0. 329 ( c2' + ab2 ) ，中介效

应的比例为 34. 65% ; 对于个人成就感维度，中介效应

为 0. 163 ( ab1 ) ，总效应为 0. 191 ( c1' + ab3 ) ，中介效

应的比例为 85. 34%。

3 讨论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住院医师群体的工作倦怠状

况，并探究了抗逆力在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之间的

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当前住院医师的工作倦怠水平

与美国医护人员常模和杭州护士群体常模相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住院医师群体在情绪耗竭和去人格

化的得分上，均高于两常模分数。情绪耗竭指的是个

体耗尽情感及生理上的资源时所产生的无力感，而去

人格化指的是当情绪耗竭的状况超出个体自身的负

荷，为了自我保护而出现的愤世嫉俗，或脱离人际互

动等状 况，表 现 为 在 工 作 中 以 消 极 的 态 度 对 待 患

者［1］。这个结果意味着，住院医师群体已经出现了精

力的枯竭和工作态度的冷漠等非常典型的工作倦怠现

象［4］，这也和国外相关研究［19］结果一致。在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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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抗逆力对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各维度影响的中介作用
Tab. 3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between JA and the dimensions of job burnout

Job burnout
dimensions

Indirect
effect Boot SE

Boot CI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Ｒelative mediating
effect /%

EE － 0． 115 0． 345 － 0． 242 － 0． 023 80． 41
DP － 0． 114 0． 192 － 0． 243 － 0． 023 34． 65
DPA 0． 163 0． 172 0． 031 0． 291 85． 34

EE: emotional exhaustion; DP: depersonalization; DPA: 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JA: job
autonomy．

感维度的得分上，本研究中的住院医师群体得分均高

于两常模得分，这是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结果［20］。
根据个人成就感的构成，得分越高代表倦怠水平越

低，这说明住院医师在个人成就感上的倦怠水平较

低。个人成就感降低指的是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时产

生的无法胜任工作的感觉，或是对于工作成果感到不

满意所造成的缺少自我效能 感 ( self-efficacy ) 的 感

受［1］。住院医师不同于仅提供护理服务的护士群体，

尽管在工作中可以自主决定的工作内容较少，但工作

更多的是学习和培训的性质，这可能导致了在工作中

住院医师发展出自我效能感［21］。因此，住院医师虽

然在情绪和对待服务对象的态度上出现倦怠，但工作

也能给他们带来成就感。这部分抵消了情绪耗竭和

去人格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抗逆力在工作自主性与工

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之间起中介效应，抗逆力在工作自

主性对情绪耗竭和个人成就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

用，在工作自主性与去人格化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曾有研究［22］显示，工作自主性与职业倦怠的三

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在工作自主性作

为客观外在的因素，不能随主观感知进行调整的情况

下，从事自主性不强的岗位的人群似乎必然伴随着职

业倦怠。但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工作自主性对工

作倦怠的影响是通过抗逆力这一心理变量发生作用

的，而抗逆力是个人内在、可控的积极资源，其作用机

制表现为对压力应对行为、情绪状态和工作态度的影

响［23］。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工作自主性较低的住院

医师，虽然他们无法改变其工作的自主性，但可以通

过提升其抗逆力水平，激发其应对压力的能力，从而

降低工作倦怠。
本研究探索了工作自主性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结

果表明，抗逆力在这两个变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对缺乏工作自主性的住院医师群体而言，在工作倦怠

的情绪耗竭和去人格化两方面均检出工作倦怠，但这

一群体能够感知到的成就感较高。抗逆力能有效降

低住院医师的工作倦怠。这些研究结果对于住院医

师的培养乃至医护人员的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一方面，管理者可以通过有意的培养住院医师的

抗逆力水平，帮助其在工作自主性较低的环境中抵御

工作倦怠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对住院医师要加强

对工作意义的认知，对工作所获得的成就和成果给予

肯定，帮助其减轻工作倦怠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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