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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医学发展的需要，临

床工作中的男护士数量逐年增多，社

会对护士这一职业中固有性别角色的

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很多医疗机构

愿意招聘男性进入护理职业。

“男护士在医院里正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重症监护

IC U 、手术室、急诊科、精神科等科

室。”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男护士

李尊柱说。

《2021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

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我国注册护

士总人数为 4445047 人，其中男性占

2.6% ；至 2020 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

数增至 4708717 人，其中男性占比增

至 2.9%。

不过，与女护士相比，男护士普遍

存在职业认同感低、心理压力较大等

问题，部分医院的男护士离职率在

48.8% ~83.3%。

世界各国的男护士情况虽然同样

不容乐观，但仍然优于我国男护士占

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注册护士

中男护士占比已达 9.6%。日本男护士

大约有 7 万人左右，约占护士整体的

6.8%。

男性身份是把“双刃剑”

相对于女护士，男护士缜密的逻

辑思维和较强的抗压能力，使他们在

特殊事件处理以及医疗应急救援中具

备明显优势。另外，男护士的灾害护理

准备度水平显著高于女护士，对职业

暴露风险、时间风险与组织因素风险

感知较为敏感，能够从容处理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

公开报道显示：在 2020 年新冠肺

炎患者的救治中，男护士占援鄂护理

人员总数的 14% ，且多工作于重症隔

离病房，凭借过硬的专科技术及性别

优势成为抗疫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基于上述优势，IC U 、急诊、手术室等

护理单元对于男护士有较大的需

求。”李尊柱说道。

不过，男护士在护理工作中也有

一定劣势。女性在现代护理发展过程

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护理工作要求

护士具备细心、耐心、责任心以及同理

心，这些多为女性的特质。

有着 16 年护龄的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的徐勇军是一名精神科男护士，

多年的精神科护理工作让他在这方面

有了自己的感悟。他强调，精神科是特

殊的科室，精神科病人是特殊的患者，

时常有伤人、毁物、冲动等行为，作为

护士应该大胆地面对他们，细心地观

察病人的病情、动态，为患者提供更好

的诊疗和护理。

同时，他也提到，在与患者、家属

打交道时，护士要通过良好的沟通技

巧得到患者和家属的信任，从而缩短

彼此的距离，拉近医患的关系，为他们

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其实，像徐勇军这样在护理工作

中具备细心、责任心等特质的男性并

不在少数。而在现实中，公众对护理工

作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固有观念及偏

见，这必然会影响到男性对护理专业

的认可度。

另外，男护士职业发展与规划制

度的缺失，也导致男护士的职业发展

定位模糊。李尊柱指出，男护士在临床

工作中承担着大量护理、教学及管理

工作，其工作量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而

薪资、福利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男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职业获益感降低。

在医疗机构硬件设施方面，大部分

病房未设置男护士值班室及更衣室，也

影响男护士的职业幸福感。此外，在个

人婚恋问题上，有调查数据显示，87%的

男护士因职业原因感受到组建家庭的压

力。这些现实因素都导致我国男护士离

职意愿较高。

全方面改善我国男护士现状

那么，如何提升男护士职业稳定

性、改善我国男护士现状呢？对此，北

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北京协和医

学院护理学院副院长吴欣娟提出了以

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挥男护士性别优势，促进

职业发展。护理管理者应根据男护士

的性别特点及工作需求，调整其工作

内容，充分发挥男护士的优势。同时，

男护士也应主动挖掘自我潜能，主动

与管理者沟通，创造适合自我发展的

工作环境。

第二，加大男护士形象宣传力度。

通过纪录片、网络自媒体等途径向公

众展示男护士的工作日常、专业内涵

以及优秀事迹等，让公众更全面、客

观、深入地了解到男性从事护理工作

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需要，使

男护士的职业形象得到认可和接纳，

减少男性从事护理工作的束缚，提高

职业认同感。

第三，加强男护士职业规划教

育，促进身份认同。男护士在校教育

阶段是形成职业认同的关键时期，护

理教育者应给予男护士正确的专业

教育和引导，树立从业信心。同时，学

校应该为男护士提供更多的临床实

践机会，根据其性别特点安排相应的

临床科室，及早接触临床护理工作，

适时调整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在课

程设置方面，根据男性的特点调整教

学方案，制定适合男护士学习的教学

策略。

第四，改善男护士负性工作体验。

医院应加强对男护士的培训，提高其

综合能力，提升男护士的职业价值感。

同时，根据工作能力调整薪酬，构建激

励机制，并通过提高家庭对男护士的

支持度来增强男护士的职业认同感。

医院可以通过专科护士培养和临床教

学培养等为男护士提供合理的发展路

径，也可以根据男护士的自身特点和

科室需要开展技能培训、科研训练，提

升护理管理能力，使男护士的发展更

加个性化和多样化。

第五，发挥男护士特长，增加职业

成就感。例如，灾害救援应急队伍增加

男护士比例，灾情发生后能够迅速抽

调以男护士为主的多学科、多层次护

理人才。

此外，医院可以要求男护士有计

划、有目标地进行呼吸科、创伤外科、

感染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等科室的

轮转，掌握各专科护理知识和技能，提

高救治工作效率。同时男护士也需要

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

护理管理者应采用多种培训方

案，培养男护士理论结合实际、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提高男护士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

值得高兴的是，当前我国男护士

群体日益壮大，人数占比不断增加，在

急危重症、精神科、手术室等专科领域

逐渐显露锋芒，同时公众对男护士的

认可度和需求度逐渐提高，也愿意接

受男护士的护理。

2014 年中华护理学会男护士工作

委员会成立，致力于为男护士搭建发展

平台，对树立男护士群体形象、提升男护

士的影响力和归属感有极大的促进作

用。目前，5.6%的男护士在各级专业委

员会任职；在各级护理学术团体开展的

专科护士培养与认证中，21.2% 的男护

士取得了专科护士资格认证。

“因此，男护士要抓住历史机遇，

规划职业发展道路，不断培养专业思

维和视角，勇担护理工作的重任。”吴

欣娟对此充满期待。

护士队伍中不可忽视的“他”
因丁思月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