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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状态调查及干预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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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医院青年药师的职业生活状态和职业相关压力因素，促进青年药师健康发展。方法　采用问卷调

查法。设计并通过问卷星 APP 发布问卷，获取回答者有关人口统计学特征，职业压力和压力处理对策的信息，对问卷数据进

行统计处理。结果　在 289 份有效问卷中，近 6 成青年药师认为有较高职业压力（178 人，61.59%）。分层分析发现，性别、受

教育程度、工作医院等级、工作岗位对于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程度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不同年龄组对于青年药师职业压力

程度有显著性差异，在 31～35 岁这一年龄段的职业压力高于其他年龄段。不同职称组对于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程度也有显著

性差异，职称越高，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程度得分越高。结论　青年药师在医院工作时有超过半数感到职业压力过大，应通过

多种干预对策释放缓解职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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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ccupational life status and occupational related stress factors of young hospital
pharmacists,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ng pharmacists. Methods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and released
on-line through Wenjuan Star APP.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stress management data were
obtained.  Data  were  processed  with  SPSS. Results　About  sixty  percent  of  289  questionnaire  respondents  complained  of
occupational  stress  (178  respondents).  Gender,  education  level,  hospital  grade,  and  job  position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occupational stress difference. However, different age group showed different occupational stress. Pharmacist at the age of 31-35
complained  more  stress  than  the  other  age  group.  Pharmacist  with  high  title  complained  more  stress  than  the  lower  titles.
Conclusion　More  than  half  of  young  pharmacists  suffer  from  the  high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various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lieve th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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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医院青年药师在工作和生活中存

在不同程度的冲突，不规律的工作安排和沉重的工

作也带来不小压力[1]，而过度的心理压力将对药师

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影响药师工作质量[2]。当前

国家力推医保支付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诊断相关分

组（DRG）控费，大多数青年药师面临转型期的工作

模式的重大改变，他们将不再简单地从事药品调

剂，而是从窗口走出药房，走进病房，走近患者。然

而，青年药师对自我的专业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能

否适应角色转型，心存疑虑，职业压力空前增加。

本课题组之前的调查研究发现[3]，随着药学本科教

育的逐渐普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药学毕业生在医

院药师队伍中所占比例显著提高，但与之相伴的是

青年药师职业满意度不高。这可能与周而复始的

药品调剂工作所带来的职业倦怠和社会认同较低

等因素有关。而新情况新形势下社会对执业需求

 
 
［基金项目］   上海医院药学科研项目（2017-YY-02-17）；上海市临

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项目（2018-2020）

［作者简介］   吴佳豪，Email：wujheh@qq.com

［通信作者］   徐　峰，教授，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临

床药学与社会心理药理学，Email：xuf@smu.edu.cn
 

 药学实践杂志　2021 年 5 月 25 日　第 39 卷　第 3 期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Vol. 39，No. 3，May 25，2021 283   

https://doi.org/10.12206/j.issn.1006-0111.202012007
https://doi.org/10.12206/j.issn.1006-0111.202012007
mailto:wujheh@qq.com
mailto:xuf@smu.edu.cn


的提高，势必给青年药师形成更大压力，使其感到

前所未有的职业挑战，导致职业倦怠显现，创新能

力和自我成就感弱化[4]。青年药师从业时间不长，

作为这一职业人群的新生代，若长时间处于压力

中，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研究聚焦于

青年药师，通过问卷调查青年药师在医改新形势下

的职业压力现状，对导致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的因素

进行统计分析，探讨相应干预对策，以帮助其缓解

职业压力，旨在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和工作绩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目标人群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从

业的 35 岁以下青年药师。纳入标准：①各级医疗机

构在岗药师；②年龄小于 35 岁；③自愿参与问卷调查。 

1.2    调查方法

参考课题组之前的工作[3] 和相关文献[4-6]，设计

问卷并通过问卷星 APP 制作，在各级医疗机构药

剂科微信群发布。问卷通过 Cronbach 信度分析，

信度系数值为 0.80（>0.7)，表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

良好。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不采集可识别的信

息，问卷经过网络发放。为避免重复提交问卷，每

个微信账号只允许提交一次。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7 月至 9 月。 

1.3    调查内容

问卷分为 4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填写者的基本

信息。第二部分以五级 Likert 量表提出 12 个与职

业相关压力问题，对其工作的各个要素（工作量、工

作时间、薪资、工作与家庭关系、与同事及领导关

系、自身身体状况等）进行评分，分别计 1～5 分，对

每个项目的得分数相加获得压力总分。压力得分

从最低 12 分到最高 60 分不等。总分越高，表示青

年药师职业压力越大。第三部分涉及自身职业发

展及对今后工作的未来期望。第四部分为填写者

对职业压力处理方式的选择，除了预设选项，还留

有一道开放式问题，填写者可自由陈述其对减缓职

业压力的看法。 

1.4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使用方差

分析来检验组间的显著性差异 (P<0.01)。 

2    结果
 

2.1    基本信息

共回收 289 份有效调查问卷。人口统计学

信息（表 1）包含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信息和执业

信息。 

2.2    职业压力产生原因分析

调查显示：有许多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因素导致

青年药师，尤其是三级医院青年药师的满意度降

低。心理压力和职业倦怠问题是影响青年药师工

作积极性、服务质量和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5]。通

过对量表赋值统计，以 24 分及以下认为无过多职

业压力，24～36 分认为有一定职业压力，36 分以上

认为有较高职业压力，其中认为无过多职业压力

者 18 人（6.23%），认为有一定职业压力者 93 人

（32.18%），认为有较高职业压力者 178 人（61.59%）。

有超过半数的青年药师认为有较高的职业压力（图 1）。
通过方差分析，可得知性别、受教育程度、医

院级别、工作岗位对于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程度无显

著性差异。

年龄段对于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程度呈现出显

著性差异（表 2）。青年药师的年龄段对于其职业压

力程度呈现出极显著性差异 (P<0.01)，在 31～
35 岁这一年龄段的职业压力高于其他年龄段，且

职业压力程度得分随着年龄段的增长而变高。

职称对于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程度呈现出显著

 

表 1    人口统计学信息 
项目 频数（%）

性别 男 70（24.22）

女 219（75.78）

年龄 小于25 32（11.07）

26～30 104（35.99）

31～35 153（52.94）

受教育程度 专科以下 1（0.35）

大学专科 39（13.49）

大学本科 196（67.82）

硕士及以上 53（18.34）

医院级别 一级 42（14.53）

二级 44（15.22）

三级 203（70.24）

职称 药士 40（13.84）

药师 173（59.86）

主管药师 71（24.57）

副主任药师 5（1.73）

主任药师 0（0）

工作岗位 调剂 190（65.74）

临床药学 55（19.03）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 28（9.69）

其他 1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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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表 3）。青年药师的职称对于其职业压力程

度呈现出极显著性差异 (P<0.01)，职称越高，青年

药师职业压力程度得分越高。中高级职称的晋升

是青年药师的一大压力来源，对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须撰写论文、做课题，以期得到职称的晋升，这

对于许多青年药师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x̄± s表 3    不同职称的青年药师压力评分结果 ( ) 
组别 评分（分）

药士(n=40) 29.88±10.72

药师(n=173) 35.07±10.74

主管药师(n=71) 36.59±9.27

副主任药师(n=5) 39.80±8.35*

*P<0.01，与药士组比较。
 
  

2.3    对职业规划、职业前途和重新择业可能的看法

通过 3 个问题调查分析青年药师对所从事职

业的看法（表 4）。在 289 名回答者中，只有 65.05%
的青年药师对自身工作有长期职业规划。

以年龄段看，在 25～30 岁这一年龄段，有

70.19% 的青年药师对前途感到困扰或担心。以职

称看，高级职称药师更多对前途感到困扰或担心。

如果能重新选择职业，在 31～35 岁的年龄段

中，52.29% 的青年药师不会再选择药师职业。对

于药师、主管药师、副主任药师，同样超过半数（分

别为 60.12%、56.34%、60%）的青年药师不会再选

择药师职业。超过一半的青年药师不愿意重新选

择，提示药师这一职业对于青年来说并不是一项令

人满意的工作。 

3    对策与讨论

本研究问卷调查表明，在医院工作的青年药师

有超过半数感到职业压力过大。青年调剂药师面

对调剂工作的巨大工作量可能无法做到以最好的

态度面对每一个患者，而患者可能对药师服务期望

过高，很容易发生冲突，加上青年药师对人际关系

压力的心理承受力弱，处理医患矛盾的经验不足，

对被投诉后受到批评、处罚，往往感到压力过大。

即使是青年临床药师，他们自感与医生相比社会地

位较低，职业期望无法得到满足；长期的疲劳和压

力会影响临床药学工作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6]。如

何帮助青年药师改善心理情绪，调节职业压力，以

能够促使他们用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到药学服务

工作中去，成为当前医院药剂科管理者应当积极重

视的问题。基于本文的调查，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

的干预对策。 

3.1    提高薪资待遇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近 9 成青年药师希望提高

薪资待遇。近年来，药事服务费、临床药学服务收

费等一直是业界呼吁的热点议题，迄今尚未解决。

随着临床药学工作的深入开展，药师在控制医疗费

用方面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临床药师的工作难度

大，但薪酬水平有时不如传统调剂药学岗位，这一

现状亟待改变。国家和医院有关部门应在绩效方

面，对药师工作给予肯定，合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

多得[7]，更好地激励青年药师参与药学服务工作。 

3.2    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在我们的调查中半数青年药师愿意希望通过

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释放自身压力。体育锻炼是常

见的减压方式之一，调查表明[8]，一定程度的体育锻

 

x̄± s表 2    不同年龄段的青年药师压力评分结果 ( ) 
组别 评分（分）

<25岁(n=32) 28.28±10.71

26~30岁(n=104) 34.56±9.23

31~35岁(n=153) 36.34±10.86*

*P<0.01，与<25岁组比较。

 

表 4    青年药师对药师职业相关问题的看法 
提问 选项 频数（%）

您目前是否有对药师工
作的长期职业规划？

是 188（65.05）

否 101（34.95）

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前
途的？

一片光明，信心十足   62（21.45）

感到困扰或担心 177（61.25）

没考虑过   50（17.3）  

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
会，您还会选择药师作
为职业吗？

会 126（43.6）  

不会 16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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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年药师职业压力状态评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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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可以有效降低工作压力，每周参加 1～2 次的运

动可以促进心理健康，减缓压力程度。青年药师平

时工作处于高压力、高疲劳状态，只有选择结合自

身职业特点，科学的体育活动，才能达到强健身心，

释放压力的作用。 

3.3    组织团建

有 4 成多青年药师希望科室经常组织团建活

动，与同事们一同参加户外活动或比赛，除了能增

强员工之间的感情和沟通外，也能释放工作压力，

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情与乐观的态度。青年药师们

更希望活动形式新颖、多样，切合当代青年药师的

实际情况。 

3.4    学习培训

有近 5 成的青年药师希望能增加外出学习培

训机会。青年人志向远大、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

进入职业环境时间不长，需要榜样的引领和激励，

树立良好的职业规范和正确的价值观念，激发工作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和培训，可让他们感

受到关注和重视，坚定职业发展的信心。

本次调查显示，在 289 位青年药师中，有超过

半数在医院工作时感到职业压力过大。职业压力

是在所难免的，通过多方面不同对策的干预，帮助

青年药师提高压力调节能力，如此，青年药师的压

力能够得到缓解。本文未收集青年药师的薪酬待

遇和个人生活空间数据，这些也是影响青年药师职

业压力感受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由于本次调查

采用的是自愿方式，一些不愿表露态度的药师不参

与，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偏倚。拟在今后的研究中深

入予以探讨，以获得更加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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