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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汉化英文版继发性创伤应激量表(secondarytraumaticstressscale,STSS)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方法　遵循

Brislin模型汉化STSS并进行文化调适.使用中文版STSS对济南市３所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检验

该量表的信效度.结果　中文版STSS共１７个条目,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共提取３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７０．０１％;总量表

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１４,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９３~０．９４４,重测信度为０．８２４,Guttman折半信度为０．９３６.

结论　中文版STSS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测量我国护理人员继发性创伤应激水平的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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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traumaticstress,

STS)是指由于帮助或想要帮助一个遭受创伤或痛

苦的人而自然产生的后续行为和情绪[１],具体包括

逃避行为、过度觉醒以及认知和情绪上的消极改

变[２].研究[３]显示,有１３％的护理人员会出现STS
症状,在急诊护理人员中STS的发生率高达６４％.

STS作为一种继发性创伤性压力,会随着时间推移

产生累积效应,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和控制,可导

致护理人员出现专业判断力降低、缺勤率增加等问

题[４],并 可 能 进 一 步 影 响 护 理 质 量 和 患 者 满 意

度[５Ｇ６].目前,我国缺乏直接测量STS的评估工具,
不利于预防及干预措施的制定及开展.继发性创伤

应激量表(secondarytraumaticstressscale,STSS)
是评价STS水平的特异性评估工具,已被翻译成多

种语言版本[７Ｇ９],在国外得到广泛应用[６,１０].STSS
的引入可帮助快速识别护理人员的精神状态,为及

时准确地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本研究旨

在汉化STSS,并在急诊科护理人员中检验其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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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期为我国临床和研究工作中STS水平的量化

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量表介绍　STSS由 Bride等[１]于２００４年编

制,用于评估为创伤受害者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所

经历的侵入、回避和觉醒症状的情况.最初被应用

于社会服务人员 STS水平的测量[１１],后被国外学

者[１２Ｇ１４]应用于护理人员、助产士学生、精神卫生工作

者等专业人员STS水平的测量.该量表包括侵入、
回避和觉醒３个维度,共计１７个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由被试者根据自身过去７d的经

历选择题项出现的频次,从１分“从来没有”到５分

“非常频繁”,总分为１７~８５分,得分越高表示症状

出现的频率越高.根据总分确定STS水平:＜２８分

为很少或没有STS,２８~３７分为轻度STS,３８~４３
分为中度STS,４４~４８分为重度STS,≥４９分为极

重度 STS[１１].该量表的总 Cronbach’sα系数为

０９３,各维度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３~０．８５[２].

１．２　量表的汉化及文化调适

１．２．１　量表的汉化　取得原作者授权后,严格按照

Brislin翻译模式[１５]对 STSS进行汉化.(１)直译:
邀请２名母语为汉语且具有良好双语背景的翻译者

对原量表进行翻译,包括１名护理专业硕士和１名

心理学博士,研究者与２名翻译人员共同审校翻译

结果,若出现歧义共同协商处理,经讨论后合并形成

STSS中文版１;(２)回译:由２名母语为英语且未接

触过原量表的护理学专家分别对STSS中文版１进

行回译,研究者与２名回译人员共同审校两回译版

量表并将其与原量表进行对比分析,经讨论、协商和

修改后形成STSS中文版２.

１．２．２　文化调试　邀请来自护理管理、精神护理及

心理学领域的６名专家(正高级职称１名、副高级职

称２名、中级职称３名,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组成

专家小组对STSS中文版２的句子结构、条目内容、
语言表达及文化适用性进行评价.内容相关性评价

采用Likert４级评分法(１＝不相关、２＝弱相关、３＝
较强相关、４＝非常相关).根据专家意见对部分条

目进行修订:将条目４“我睡不着”修改为“我难以入

睡”和条目１０“当我无意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和患者

的工作”修改为“一旦闲下来,我就会想到与患者相

关的工作”,使其表达更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将条目

１３“我做了一些关于我和患者间工作的噩梦”修改为

“我会做噩梦”,使其表述更加简洁;将条目１７“我注

意到记忆里关于患者的谈话出现空白”修改为“我试

图把患者描述的创伤经历从记忆中抹去”,使其更易

于理解.形成预试中文版STSS.

１．２．３　预调查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济南市某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３０名急诊科护理人员进行现场面对

面调查.纳入标准:(１)在院护士;(２)工作年限≥１
年;(３)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１)在院实习或进修;(２)调研期间不在院(病事

假、外出学习等).测量过程中记录受试者能否准确

理解每个条目的概念、填表的感受以及填表所需时

间等.预调查结束后研究者结合急诊科护理人员的

反馈情况和专家组的建议,对预试中文版STSS的

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将条目３“我似乎重温了患者所

经历的创伤”修改为“我似乎亲身体验了患者所经历

的创伤”;条目１５“我很容易生气”修改为“我变得易

怒”.形成最终版的中文版STSS.

１．３　中文版STSS的信效度检验

１．３．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２２年１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

取济南市３所三级甲等医院的急诊科护理人员为研

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纳入和排除标准同预调查.
中文版STSS共１７个条目,根据量表条目数的５~
１０倍和２０％的脱落率确定量表信效度检验所需的

样本量为１０６~２１３例[１６].本研究共回收问卷２２６
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１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２５％.
间隔２周后,随机选取３０名受试者重新发放问卷,
以评估重测信度.

１．３．２　资料收集　采取电子问卷的方式,使用自制

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婚姻

状况、文化程度、职称、聘用关系、家庭人均月收入

等)和中文版STSS进行资料收集,问卷由研究者录

入问卷星后通过网络发放,被试者可通过手机、电脑

等电子设备线上填写.所有题目均设置为必填项,
以保证问卷填写的完整性;设置为同一微信号仅能

填写１次,以避免重复填写.收回问卷后进行人工

排查,剔除作答时间小于１００s或问卷所有选项均

相同或为规律性选项的问卷.本研究共回收问卷

２２６份,其中作答时间小于１００s问卷２份,所有选

项相同问卷６份,规律性选项问卷２份,有效问卷

２１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２５％.

１．３．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５．０软件对资料进

行整理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

行描述;项目分析采用答案分布法、相关系数法及临

界比值法;效度评价采用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信度

评价采用Cronbach’sα系数、Guttman折半信度和

重测信度.以P＜０．０５或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２１３名急诊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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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３所医院分别纳入７８、７３、６２名,其中男９３名

(４３．６６％)、女１２０名(５６．３４％),一般资料见表１.

表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N＝２１３)

项　　目 人数 构成比(％)

年龄(岁)

　＜２５ ３６ １６．９０
　２５~３４ １４８ ６９．４８
　３５~４５ ２９ １３．６２
工作年限(t/a)

　＜５ １１３ ５３．０５
　５~９ ６８ ３１．９３
　１０~１５ １７ ７．９８
　＞１５ １５ ７．０４
婚姻状况

　单身 ９２ ４３．１９
　已婚 １１９ ５５．８７
　离异或丧偶 ２ ０．９４
学历

　专科及以下 １４ ６．５７
　本科 １９３ ９０．６１
　研究生 ６ ２．８２
聘用关系

　合同制 １９４ ９１．０８
　备案制 １９ ８．９２
职称

　护士 ４７ ２２．０６
　护师 １２０ ５６．３４
　主管护师 ４４ ２０．６６
　副主任护师 ２ ０．９４

２．２　项目分析　将量表的总分按降序排列,前２７％
为高分组,后２７％为低分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

析两组在各条目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各条目的决断

值(criticalvalue,CR)为５．３１６~１７．４１９,各条目的高

低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表明各条

目鉴别度良好;答案分布分析结果显示,各条目答案

选项的选择率均＜８０％,说明各条目区分度较好;相
关系数分析显示,各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

数为０．４０７~０．７７２(P＜０．００１),均＞０．４,说明各条

目与总量表同质性高.项目分析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效度分析

２．３．１　 内 容 效 度 　 专家评定结果显示,中文版

STSS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temＧlevelcontent
validityindex,IＧCVI)为０．８３~１．００,量表水平的内

容效度指数(scaleＧlevelcontentvalidityindex,SＧ
CVI)为０．８８,量表水平的平均内容效度指数(scaleＧ
levelcontentvalidityindex/ave,SＧCVI/Ave)为

０９８.

２．３．２　结构效度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评

定,该量表适合性检验(kaiserＧmeyerＧolkin,KMO)
的值为０．８３４,Bartlett’s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性检验

水平(χ２＝２９８０．１２４,P＜０．００１),表明该量表适合做

探索性因子分析[１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

差正交旋转法,设置特征值＞１,对公因子进行提取.
结果共提取３个公因子,且各条目在相应公因子上

的载荷值均＞０．４０,故无条目被删除,累计方差贡献

率为７０．０１％(＞５０％).分析确定该量表为三维结

构,这与原量表维度吻合,条目内容及因子载荷矩阵

见表３.

表２　STSS的项目分析结果(n＝２１３)

条　　　目
决断值法

t P

题总相关系数

r P

１．工作时,我面对患者会感到情绪麻木 ８．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５９６ ＜０．００１
２．一想到与患者有关的工作,我就会心跳加速 ７．４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５５５ ＜０．００１
３．我似乎亲身体验了患者所经历的创伤 ５．３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４０７ ＜０．００１
４．我难以入睡 １１．８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６９８ ＜０．００１
５．我对未来感到悲观和沮丧 １１．１９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７ ＜０．００１
６．一想起与患者有关的工作,我就心烦意乱 ８．７７９ ＜０．００１ ０．６５１ ＜０．００１
７．我变得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 １０．１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６８０ ＜０．００１
８．我变得容易受到惊吓 １５．８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７６４ ＜０．００１
９．我没有以前那么活跃 １３．２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６９７ ＜０．００１
１０．一旦闲下来,我就会想到与患者相关的工作 ５．３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１
１１．我难以集中注意力 １６．４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３８ ＜０．００１
１２．我尽量避开与患者相关的人、地方或事物 １０．５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６８５ ＜０．００１
１３．我会做噩梦 ６．０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４９９ ＜０．００１
１４．我希望避免和患者打交道 １０．７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６ ＜０．００１
１５．我变得易怒 １７．４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７５２ ＜０．００１
１６．我总觉得将有不好的事发生 １４．６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７２ ＜０．００１
１７．我试图把患者描述的创伤经历从记忆中抹去 １１．６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６６０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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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文版STSS各条目因子载荷(n＝２１３)

维度和条目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侵入

　１０．一旦闲下来,我就会想到与患者相关的工作 ０．７７９ － －
　６．一想起与患者有关的工作,我就心烦意乱 ０．７３２ － －
　３．我似乎亲身体验了患者所经历的创伤 ０．７１１ － －
　２．一想到与患者有关的工作,我就会心跳加速 ０．６５８ － －
　１３．我会做噩梦 ０．６０７ － －
回避

　１７．我试图把患者描述的创伤经历从记忆中抹去 － － ０．８７８
　１２．我尽量避开与患者相关的人、地方或事物 － － ０．８５２
　５．我对未来感到悲观和沮丧 － － ０．８４９
　１４．我希望避免和患者打交道 － － ０．８０９
　７．我变得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 － － ０．７８５
　９．我没有以前那么活跃 － － ０．７８１
　１．工作时,我面对患者会感到情绪麻木 － － ０．７３１
觉醒

　１１．我难以集中注意力 － ０．８９１ －
　１５．我变得易怒 － ０．８８３ －
　１６．我总觉得将有不好的事发生 － ０．８６４ －
　４．我难以入睡 － ０．８３９ －
　８．我变得容易受到惊吓 － ０．８３０ －
特征值 １．８０５ ４．１４７ １０．３５４
累计贡献率(％) １６．６６７ ４１．０２８ ７０．００８

２．４　信度分析　中文版STSS总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为０．９１４,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９３~
０９４４;总量表的 Guttman折半信度为０．９３６,各维

度的折半信度为０．７２９~０．９０４;重测信度为０．８２４.

３　讨论

３．１　中文版STSS的信效度评价　信度是指量表所

测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通常用 Cronbach’sα和

重测信度等指标表示[１８].中文版 STSS 总 CronＧ
bach’sα系数＞０．８０,各维度 Cronbach’sα系数均

＞０．６０,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可信程度高.总

量表的 Guttman折半信度为＞０．８０,重测信度＞
０７０,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效度是指评

估工具能够准确测量目标对象的程度[１８].本研究中

中文版STSS的IＧCVI和SＧCVI均＞０．８０,SＧCVI/Ave
＞０．９０,表明该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内容效度,可较好的

评估STS的内涵.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了３
个公因子,各条目的因子载荷均＞０．４０,未出现双载荷

现象,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７０．０１％＞５０％,表明中文版

STSS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与原量表结构一致[１].

３．２　中文版STSS的实用性和局限性　本研究严格

按照Brislin翻译模式对STSS进行了直译和回译,
护理管理、精神护理及心理学领域专家对部分条目

进行修订,预调查后结合急诊科护理人员的反馈情

况和专家组建议对条目语言表达进行调整,使其既

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又通俗易懂,最终形成中文版

STSS.中文版STSS条目数量适中、表达清晰且易

于理解,完成时间为３~５min,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和

实用性.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１)因缺乏评估

金标准,本次研究未进行效标效度检验,可能无法涵

盖我国护理人员遭受STS时所有行为和心理变化

特点,尚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补充.(２)由于研究

时间、条件受限,本研究中调查范围仅局限在３所三

级甲等医院且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而各地域经济

水平、医疗环境的不同都会影响到医护人员STS水

平,因此样本仅代表部分人群.

３．３　中文版STSS的应用前景及意义　随着生物Ｇ
心理Ｇ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关注临床医务工作者精神状态

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１９].护理人员每天面临

着各种职业暴露、人际压力、自杀事件、言语或身体

暴力,患STS的风险远高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２０].
作为STS的易感人群,其不适当的心理压力不仅影

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护理服务的质量,因
此,选择适当可靠的评估工具,及早发现相关症状尤

为重要.目前国内尚缺乏直接测量护理人员 STS
水平的工具,不利于了解我国护理人员 STS的现

状,也不利于相应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和积极应对

机制的开展.中文版STSS不仅可用于个人STS水

平的评估,还可指导护理管理者及时了解护理人员

STS水平现状,早期识别出STS水平较高的护士群

体,针对该群体开展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引导其正

确缓解负性情绪和释放工作压力,提高护理人员创

伤应对能力.

３．４　中文版STSS的使用说明　中文版STSS是自

评量表,为更准确地评估护理人员自身STS水平,
量表使用过程需要注意:由于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

文化压力和耻辱感,被试者常以社会期望的方式回

答心理健康相关问题,因此在应用时,被试者应尽可

能独立填写问卷,避免受到家属及其他医护人员的

影响;STSS仅为测量近一周内护理人员STS症状

出现频率的工具,不能够代替临床诊断,使用时应注

意区分.
【参考文献】

[１]BRIDEBE,ROBINSON M M,YEGIDISB,etal．Development

andvalidationofthesecondarytraumaticstressscale[J]．ResSoc

WorkPract,２００４,１４(１):２７Ｇ３５．
[２]BENUTOLT,YANG Y,AHRENDT A,etal．Thesecondary

traumaticstressscale:confirmatoryfactoranalyseswithanaＧ

tionalsampleofvictimadvocates[J]．JInterpersViolence,２０２１,

３６(５Ｇ６):２５７２Ｇ２５９１．
[３]RATROUTHF,HAMDANＧMANSOURA M．SecondarytrauＧ

maticstressamongemergencynurses:prevalence,predictors,and

consequences[J/OL]．[２０１９Ｇ０７Ｇ２１]．https://onlinelibrary．wiley．

com/doi/１０．１１１１/ijn．１２７６７．DOI:１０．１１１１/ijn．１２７６７．

(下转第７４页)

５３
军事护理

MilNurs
　Mar２０２３,４０(３)



[４] BAGHDADIN A,ALIEMSM,ALSAYEDSK．TherelationＧ

shipbetweennurses’jobcraftingbehavioursandtheirworkenＧ

gagement[J]．JNursManag,２０２１,２９(２):２１４Ｇ２１９．
[５]丁慧玲,杨宝成,王扬帆．重症监护室护士职业紧张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８,３５(１８):４３Ｇ４５．
[６] LETONAＧIBANEZ O,MARTINEZＧRODRIGUE S,ORTIZＧ

MARQUESN,etal．Jobcraftingandworkengagement:themeＧ

diatingroleof work meaning[J]．IntJ Environ ResPublic

Health,２０２１,１８(１０):５３８３．
[７]祝诗晓．提升护士工作投入的组织投资策略[D]．杭州:浙江大学,

２０１９．
[８]张轶文,甘怡群．中文版 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UWES)的信效

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３(３):２６８Ｇ２７０．
[９]李博,张倩倩,李锋,等．４２５名急诊科护士工作投入现状及影响

因素分析[J]．护理学报,２０２１,２８(２３):６２Ｇ６６．
[１０]杨文杰,李健．工作场所中社会心理因素的测量———两种职业紧

张检测模式的应用[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２００４,２２(６):

４２２Ｇ４２６．
[１１]熊红星,张璟,叶宝娟,等．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

径的模型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２,２０(５):７５７Ｇ７６９．
[１２]徐云杰．社会调查设计与数据分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７８Ｇ８３．
[１３]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与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

展,２０１４,２２(５):７３１Ｇ７４５．
[１４]吴祎君,谭利娜,杨佳佳,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儿科护士转岗

倾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２８

(２):１８４Ｇ１８８．
[１５]付桂枝,张晓秀,余枝秀,等．临床护士转岗消毒供应中心工作后

心理体验的质性研究[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７,３４(７):２２Ｇ２４．
[１６]CHANGLY,YU H H,CHAO YC．Therelationshipbetween

nursingworkload,qualityofcare,andnursingpaymentinintenＧ

sivecareunits[J]．JNursRes,２０１９,２７(１):１Ｇ９．
[１７]KOLBER M R,TONJ,THOMASB,etal．PEERsystematicreＧ

viewof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managementofchroniclow

backpaininprimarycare[J]．CanFamPhysician,２０２１,６７(１):

e２０Ｇe３０．
[１８]JARDENRJ,SANDHAM M,SIEGERTRJ,etal．Conceptual

modelforintensivecarenurseworkwellＧbeing:aqualitativesecＧ

ondaryanalysis[J]．NursCritCare,２０２０,２５(２):７４Ｇ８３．
[１９]BAKKERAB,DEMEROUTIE．JobdemandsＧresourcestheory:

takingstockandlookingforward[J]．JOccupHealthPsychol,

２０１７,２２(３):２７３Ｇ２８５．
[２０]WANQ Q,LIZY,ZHOU WJ,etal．EffectsofworkenvironＧ

mentandjobcharacteristicsontheturnoverintentionofexperiＧ

encednurses:themediatingroleofworkengagement[J]．JAdv

Nurs,２０１８,７４(６):１３３２Ｇ１３４１．
[２１]金曼,王佳琳,云洁,等．护士心理资本、工作投入与组织公民行为

现状及其相关性[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３９(２):１Ｇ４．
[２２]梁馨之．ICU护士隐性缺勤与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的相关性研究

[D]．青岛:青岛大学,２０１８．
(本文编辑:陈晓英)


(上接第３５页)
[４]WOLFLA,DELAOA M,PERHATSC,etal．Traumaticstress

inemergencynurses:doesyourworkenvironmentfeellikeawar

zone? [J/OL]．[２０２０Ｇ０８Ｇ１１]．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Ｇ

ence/article/abs/pii/S１７５５５９９X２０３００６７７? via％３Dihub．DOI:１０．

１０１６/j．ienj．２０２０．１００８９５．
[５]程纯,郭惠芳,邱园新．儿科护士同情心疲乏现状及其对儿科护

理质量的影响[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７,３４(１７):３５Ｇ３８．
[６]BAYRIBINGOLF,DEMIRGOZBALM,AYGUNM,etal．SecＧ

ondarytraumaticstressamongmidwiferystudents[J]．Perspect

PsychiatrCare,２０２１,５７(３):１１９５Ｇ１２０１．
[７]KITANOM,SHOJIK,NAKAITAI,etal．ValidityandreliabiliＧ

tyofthesecondarytraumaticstressscaleＧJapaneseversion[J]．

NeuropsychopharmacolRep,２０２１,４１(４):４７６Ｇ４８４．
[８]JACOBSI,CHARMILLOTM,MARTINSOELCHC,etal．VaＧ

lidity,reliability,andfactorstructureofthesecondarytraumatic

stressscaleＧFrench Version[J/OL]．[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１０]．https://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６４７４２５８/．DOI:１０．

３３８９/fpsyt．２０１９．００１９１．
[９]ILHANB,KÜPELIÍ．Secondarytraumaticstress,anxiety,and

depressionamongemergencyhealthcareworkersinthemiddle

ofthe COVIDＧ１９ outbreak:acrossＧsectionalstudy[J/OL]．
[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１０]．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

PMC８６４１４３１/．DOI:１０．１０１６/j．ajem．２０２１．１１．０５１．
[１０]BARLEYCORND．Awarenessofsecondarytraumaticstressin

emergencynursing[J]．EmergNurse,２０１９,２７(５):１９Ｇ２２．
[１１]BRIDEBE．PrevalenceofsecondarytraumaticstressamongsoＧ

cialworkers[J]．SocWork,２００７,５２(１):６３Ｇ７０．

[１２]MORRISONLE,JOYJP．SecondarytraumaticstressintheeＧ

mergencydepartment[J]．JAdvNurs,２０１６,７２(１１):２８９４Ｇ２９０６．
[１３]KELLOGG M B,KNIGHT M,DOWLINGJS,etal．Secondary

traumaticstressinpediatricnurses[J/OL]．[２０１８Ｇ０９Ｇ２４]．htＧ

tps://www．pediatricnursing．org/article/S０８８２Ｇ５９６３(１８)３０１１０Ｇ

６/fulltext．DOI:１０．１０１６/j．pedn．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６．
[１４]BECKCT．Middlerangetheoryoftraumaticchildbirth:theeverＧ

wideningrippleeffect[J/OL]．[２０１５Ｇ０３Ｇ１８]．https://www．ncbi．

nlm．nih．gov/pmc/articles/PMC５３４２６３３/．DOI:１０．１１７７/２３３３

３９３６１５５７５３１３．
[１５]BRISLIN R W．BackＧtranslationforcrossＧculturalresearch[J]．

JCrossCultPsychol,１９７０,１(３):１８５Ｇ２１６．
[１６]李雯,魏丽丽,张艳,等．产妇出院指导质量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

检验[J]．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２１,５６(２):３１５Ｇ３２０．
[１７]周黎雪,姜云霞,周云平,等．支持不当评估量表的汉化及其信效

度检验[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３９(３):１Ｇ４．
[１８]陈丽霞,李红．住院患儿跌倒风险评估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

[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９,３６(１２):５Ｇ７．
[１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EB/OL]．[２０２３Ｇ０２Ｇ０２]．http://www．gov．

cn/zhengce/２０１６Ｇ１０/２５/content_５１２４１７４．htm．
[２０]HAIKJ,BROWNS,LIRAN A,etal．Burnoutandcompassion

fatigue:prevalenceandassociationsamongIsraeliburnclinicians
[J/OL]．[２０１７Ｇ０６Ｇ１５]．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Ｇ

ticles/PMC５４７８２７４/．DOI:１０．２１４７/NDT．S１３３１８１．
(本文编辑:沈园园)

４７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３年３月,４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