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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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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作倦怠是指服务于助人行业的从业者因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中持续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包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

及低成就感在内的综合症状。本文就工作倦怠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进行探讨，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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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了“工

作倦怠”(job burnout)这一概念，并应用于心理健康领域，

指从事助人行业的工作者由于无法应付外界超出个人能

量和资源的要求而产生的生理、心理、情绪情感的耗竭

状态[1]。此后，Maslach等人对工作倦怠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仅局限于服务与教育职业领域。20世纪

90年代，有关工作倦怠的研究扩展到了医疗、计算机技术、

军队等领域。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有关工作倦怠的研

究开始从事后干预向积极预防转变。

1 工作倦怠的定义与测量

1.1  定义　Maslach(2001)的定义被广泛引用[2]，她认为

工作倦怠包括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玩世不恭

(cynicism)及低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三个

维度。情绪衰竭指个体感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处于极度疲

劳状态，对工作没有热情，缺乏活力；玩世不恭指个体刻

意在自己与工作及相关人员之间保持距离，对工作采取冷

漠、忽视的态度，对工作对象采取否定、麻木不仁的态度；

低成就感指个体倾向于消极地评价自己工作的意义与价值，

认为自己工作能力低且对组织和社会没什么贡献。积极心

理学兴起后，研究者将研究的重点从“倦怠”这一消极概念

转向其积极对立面“工作投入(job engagement)”，Maslach和

Leiter将工作倦怠重新定义为对个体工作投入的销蚀，也就

是使重要的、有意义的和有挑战性的工作变得不愉快、无

成就感和没有意义的过程。

1.2  测量　目前 有影响的是Maslach(1986)的工作倦怠

量表(maslach bournout inventory， MBI)[3]，它包含22个项

目，构成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分量表，分

别用来测量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随着工作倦怠研究领域

的进一步拓宽，研究者对MBI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两个修

订版：MBI-HSS(MBI-human services survey)和MBI-ES(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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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ors survey)，分别适用于护士和教师群体。一些研究

显示，当把MBI量表的两个修订版本用于非专业助人行业

时，去人性化与情绪衰竭两个维度的重叠性很大。因此，

Maslach等人对MBI再次进行修订，形成了MBI第三个版本

MBI-GS(MBI-genernal survey)，该量表适用于所有群体，包

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低成就感三个分量表。我国学者

对这一量表进行了修订，并适用于企业员工、大学生等人

群，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4]。

2 工作倦怠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

2.1  影响因素　在工作倦怠的影响因素方面，Maslach等

认为个体特点、工作特点、职业特点、组织层面等因素影

响工作倦怠。个体特点除人口学变量外，还包括人格、自

我意识及个体认知。我国学者许清鹏、张建新等[5]通过对

中职学生的研究，考察了学生学习倦怠与人格特征的关

系。在自我意识方面，许多研究发现低自尊者容易倦怠。

随着社会认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产生工作

倦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个体认知，其中包括控制感与社

会比较。Buunk[6]等研究表明，向上比较比向下比较导致更

积极的情感，但 近一项对教师工作倦怠的研究表明，当

个体在对比比较时采用向上比较或同化比较时比采用向下

比较更容易产生工作倦怠，而当个体在进行同化比较时采

用向上比较则不易产生工作倦怠。因此社会比较与工作倦

怠的关系可能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当个体对比较情境有较

高的控制时，向上比较才能产生更积极的情感体验，这时

会发生向上同化比较，如我会和他一样成功；如果个体对

比较情境缺乏较高的控制，向上比较也可能产生消极的情

感，如我比他差，也就是当个体缺乏较高的控制感时，会

发生向上对比比较，如我不如他。可见，控制感与社会比

较之间存在关系，并影响着社会比较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Michinov[7]通过对法国海关官员和警官调查的研究发现社会

比较与控制感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控制感在社会比较对情

绪衰竭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在工作因素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显示，工作超负荷

会导致个体产生工作倦怠，特别是对情感耗竭、非人性化

这两个维度的影响 为显著[8]。

  在职业特征方面，Bortheridge 和 Grandey[9]的研究表明，

从事以人为工作对象、并且在工作中又要控制自己情感的

个体，如从事医疗、教育等职业的个体，常体验到更为严

重的工作倦怠。

  组织因素包括组织支持、组织公平、组织变革等，随

着组织支持感的提出和研究的兴起，研究者们发现组织支

持感对于员工在工作环境中有许多积极的影响，如对工作

态度、工作投入、工作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作用。Haque 和

Nargis[10]在一项以教师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高度的组织支

持和帮助对于缓解教师的工作倦怠非常有效，教师在具有

支持性的环境中工作，产生工作倦怠的现象比较少。李超

平、时勘[4]的研究表明，组织公平对工作倦怠具有较强的

预测作用，进一步优势分析表明，在预测情绪衰竭时，分

配公平相对来说更重要，而在预测玩世不恭时，程序公平

相对来说更重要。

2.2  影响结果　工作倦怠一经产生，就会给个体、家庭、

组织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影响个体的身心健

康、人际关系、工作态度及工作绩效。如工作倦怠高的个

体，常表现为疲乏、失眠、头痛、胃肠功能紊乱等身体

问题，以及自尊水平下降、抑郁、焦虑、无助感等心理

问题[11]。刘晓明等[12]研究了中小学教师工作倦怠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发现工作倦怠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

不同的工作倦怠维度对心理健康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李岩等[13]以监狱警察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倦怠的降低与

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表现

为，工作倦怠高的个体会减少与同事及工作对象的交往，

易急躁，导致工作中人际关系的恶化，同时还会体验到更

多的工作家庭冲突，减少与家人和朋友的交往，导致自我

封闭与孤立。对工作态度与工作绩效的影响表现为，工作

倦怠高的个体工作满意度低，有较强的离职意向，缺勤率

高，工作绩效差；同时还会出现滥用药物、酗酒、大量吸烟

等不良行为。蒋奖等[14]研究了银行职员的工作倦怠与身心

健康、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发现在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中，

情感衰竭、玩世不恭得分越低，身心健康状况越好；情感衰

竭、玩世不恭得分越低，工作满意度越高。Singh， Goolsby

和Rhoads[15] 提出，工作倦怠可能降低员工投入到工作中的

精力、丧失对工作的兴趣并降低员工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自

信心，因此可能降低员工的工作绩效。

3 未来研究展望

  未来应进一步研究个体认知因素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因为在影响工作倦怠的各种因素中，个体因素是 容易干

预和控制的，可以通过调整个体的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构对

工作倦怠进行干预。进一步从整合的角度考察各个影响因

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工作倦怠的共同作用，同时分析工作

倦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如工作绩效、工作家庭冲突等，

从而为更系统地对工作倦怠进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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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icrocapsule technology in medic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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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囊技术包裹移植物可以有效地克服宿主的免疫排斥反应，使移植物得以在宿主体内长期存活并发挥效应，从而在

细胞及组织移植中得到广泛应用。笔者通过查阅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对微囊技术的原理、材料、生物相容性及免疫隔离作

用等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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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囊技术是指将各种物质包裹于具有生物活性的半透

膜中，形成直径为1~1 000μm的微囊。1964年Chang[1]首

次提出了“人工细胞”的概念，即用生物半透膜包裹细胞，

该膜在允许小分子营养物、代谢产物通过的同时，阻止大

分子免疫球蛋白、抗体的通过。随着微囊技术研究的不断

深入，细胞及组织移植在免疫隔离作用下取得了可喜的效

果，几乎摆脱了免疫抑制剂的困扰。现就微胶囊技术的原

理、材料、制备方法、免疫隔离以及微囊化细胞移植技术

的应用作以下综述。

1 微囊制备材料及其生物相容性

1.1  微囊技术的制备材料　海藻酸钠-聚赖氨酸-海藻酸

钠(APA)是目前制作微囊技术 为成熟及应用 为广泛的

材料。海藻酸钠是从天然褐藻中提取的水溶性聚醛酸盐，

是一种聚阴离子聚合物，免疫原性低，生物相容性好，可

降解，其主要成分是甘露糖醛酸(M)和古洛糖醛酸(G)[2]。聚

赖氨酸(poly-I-lysine，PII)作为聚阳离子的化合物，在化学

稳定性和成膜性方面都很好。然而聚赖氨酸为工业合成材

料，由于纯度及制作工艺方面的原因在体内易引起炎性反

应，而且海藻酸盐与聚赖氨酸之间形成的化学结合不稳定，

易引起囊周纤维化反应，从而限制其在临床上的应用。

  有研究者采用壳聚糖代替聚赖氨酸，壳聚糖在组织中

分布广泛，是细胞膜有机组成成分之一，具有优异的生物

相容性。而且其具有原料易得及价格便宜等方面的优点，

使之倍受众多研究者的关注[3]。

1.2  微囊的生物相容性　海藻酸作为微囊的主要组成部

分，其中M与G的不同比例影响着微囊的生物相容性、机

械强度等性质。富含G的海藻酸盐制备的APA微囊减少了

机体对于微囊本身的应答反应。Kulseng Bard等[4]分别采用

富含G或M的空微囊植入到小鼠体内，而且在小鼠体内注

射牛血清白蛋白用于评价藻酸盐的抗原情况。结果显示富

含M的微囊周围产生抗体反应，而富含G的微囊没有任何

免疫反应。富含G的微囊表面多孔，可以长时间保持完整，

在交联时能保持物质形态完整。相反，富含M的海藻酸松

软、孔少容易碎裂。而且富含G的海藻酸在与钙离子反应

时膨胀，微囊化的细胞有足够的空间生长。相反，采用在

富含M制备的微囊可以阻碍细胞的正常增殖。

2 APA微囊的制备过程

  微胶囊的制备采用聚电解质络合原理，即用带相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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