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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检索2001年1月~2021年8月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关于心理倦怠研究的核心期刊文献，统计

该主题在各个年度的发文量，将所选取样本数据导入CiteSpace中，对样本文献作者以及关键词进行知识

图谱的可视化分析。经过分析后可得：该领域的发文量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先波动性增长后趋于平稳的趋

势；领域相关的研究者与相关机构合作较少；研究热点包括工作倦怠、护士、教师、情绪衰竭、心理资

本等。结果表明，我国职业倦怠领域相关研究正在更深一步发展，对于员工心理状态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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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earching the core journals on psychological burnout research in CNKI database from January 
2001 to August 2021,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on this topic in each year was counted. The 
selected sample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CiteSpace, and the author and keywords of th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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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were visualized for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After analy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field shows a trend of fluctuation growth first and then 
tends to be stable over time. There is less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related institu-
tions.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job burnout, nurses, teachers, emotional exhaustion, psychologi-
cal capital,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job burnout in China is 
further developing, which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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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 Freudenberger 首次提出了职业倦怠(burnout)一词[1]，之后美

国学者 Maslach 认为职业倦怠是指在职业环境中对长期的情绪紧张源和人际关系紧张源的应激反应而表

现的一系列心理与生理综合症，同时 Maslach 以及 Jackson 从随后的研究中可以分析出，职业倦怠主要是

从事教师等行业的工作者，因为承担着巨大的提供优质服务的社会期望，他们要投入更多精力来达到工

作要求，久而久之容易出现身心俱疲的情况。Maslach 以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 EE)、去人格化

(depersonalization, DP)和个人成就感下降(personal accomplishment, PA)三个维度来描述职业倦怠，开发出

第一个使倦怠研究标准化的测量方法[2]。前两个维度得分越高，个人成就感维度得分越低，则表示该被

测试者的职业倦怠的程度越严重。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众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频率高强度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等各项压力也越来越大。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把“工作倦怠”(Burnout Syndrome)
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th revision)，于 2022 年 1
月正式生效。世界卫生组织将“工作倦怠”定义为一种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管理而产生的

一种综合症。虽然不算是医学状况(Medical Condition)，但如果不加以重视，职业倦怠症可能会发展为冠

心病、高血压、胃肠道疾病、深度抑郁和酗酒等症状。同时 2020 年以来新冠病毒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

损害，对人们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由于社会隔离政策、未来的不

确定性、绩效压力以及远程办公的困难等因素而变得非常脆弱，造成形成职业倦怠的可能性更大。目前

来说，以往研究较多从某一特定群体对职业倦怠进行研究，较少做系统的综述型研究。所以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近二十年我国在职业倦怠方面的核心学术期刊进行全面梳理和可视化分析，以发现职

业倦怠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为今后的研究做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笔者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通过“高级检索”功能，设置检索条件：主题为“工

作倦怠”或“职业倦怠”且为核心期刊；发表时间为 2001-01-01 至 2021-08-01。同时为了使样本数据更

加准确，剔除报纸等非学术型文献以及与主题完全不相关的文献，最后共筛选出 2621 篇文献作为本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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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样本。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一款基于引文分析理论，使用网络算法将大量的文献数据转化为科学知识图谱的软件，

能够使复杂的知识网络更加清晰并能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以及新动态[3]。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来对

所选样本进行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 2001 年 1 月~2021 年 8 月，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关键词、作者等分析

内容为节点，绘制知识图谱，以探索职业倦怠相关领域研究热点与发展前沿。 

3. 结果 

3.1. 发文量时间变化趋势 

在职业倦态研究领域文献发表数量和变化趋势可以衡量该领域在某段时间研究热度和发展态势。在

2001~2021 年，职业倦怠相关核心文献发文数量整体呈上升波动至平稳趋势。从图 1 来看，在职业倦怠

领域在 2012 年发文数量最多，为 195 篇。说明职业研究已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其中，2006
年以前是平稳波动期，文献数量全部在 100 篇以内说明这一时期学者较缺乏对职业倦怠的研究的关注；

在 2006 年以后，文献数量波动增长，并在 2009 年~2015 达到研究的热点期，虽然在之后的几年(2017~2021)
略有下滑，但总体核心期刊的职业倦怠相关的年发文量在 140 篇左右。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s of burnout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图 1. 2000~2020 年我国职业倦怠研究年度发文量 

3.2. 研究者分析 

将主界面中的时间分区设为 1，选择节点类型为“Author”，生成图谱，将标签阈值设置为 2，最终

得到研究者网络图谱(如图 2)。根据分析得到的图谱可知，发文量在 6 篇以上的作者包括李永鑫(28 篇)、
李乃文(13 篇)、刘继文(12 篇)、刘广天(9 篇)、骆宏(8 篇)、李富业(8 篇)、刘晓明(8 篇)、伍新春(7 篇)、
牛莉霞(7 篇)；其中也有很多的学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如牛莉霞和李乃文，李永新和侯祎和李艺敏等,
但没有出现较为紧密的学术合作。另外由于相关的研究机构过于分散，无法进行分析。 

3.3. 研究主题分析 

在 CiteSpace 主界面设置节点类型为“Keyword”，得到如图 3 的职业倦怠领域关键词共线视图。关

键词作为词频分析最主要的统计要素，其出现的频次能够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4]。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上 2001~2021 年职业倦怠领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718 个节点以及 2558 条连

线。通过比较 LSI、LLR 与 MI 三种算法下的聚类，最终采用聚类标签更加合理的 LLR 算法，采用该算

法共得到 10 个聚类，Modularity Q (Q 值) = 0.40761 > 0.3，Mean Silhouette (S 值) = 0.7446 > 0.5，说明聚

类图谱结构良好。如图 3 所说明职业倦怠的研究热点有工作倦态、工作倦怠感、护士、情绪衰竭、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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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职业倦怠心理、工作满意度、横断面研究。由表 1 排名前 10 位的高频关键词为职业倦怠、工

作倦怠、护士、教师、影响因素、工作满意度、社会支持、心理健康、工作压力和教师职业倦怠。 
 

 
Figure 2. Burnout researcher network atlas 
图 2. 职业倦怠研究者网络图谱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burnout field 
图 3. 职业倦怠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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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their centrality 
表 1. 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统计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1 职业倦怠 0.96 1249 

2 工作倦怠 0.42 439 

3 护士 0.10 183 

4 教师 0.17 149 

5 影响因素 0.06 134 

6 工作满意度 0.05 94 

7 社会支持 0.04 91 

8 心理健康 0.05 86 

9 工作压力 0.03 82 

10 教师职业倦怠 0.12 73 

4. 分析 

4.1. 研究职业倦怠群体 

4.1.1. 教师群体 
从高频关键词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是职业倦怠研究中的热门群体，在 CNKI 上进行搜索，发现

最早讨论职业倦怠的是教师群体[5]。Maslach，Schaufeli 和 Leiter 认为，持续性的压力和难以被满足的个

人需求会导致教师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低，会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6]。教师和别的职业有所不同，需

要对学生展示教学性的一面，在工作时间段需要保持良好生理和心理状态，另外在带动学生学习的过程

中要保持较高的教学活力，不能将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代入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从而造成自身压力的积

累；并且教师要同时将进行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也需要维持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平衡。另外对于高

校来说辅导员是属于比较特殊一类的教师存在，相关研究通过构建复杂网络发现辅导员队伍已成为教师

人群中职业倦怠研究的热点对象[7]。姜凤云等人的研究认为教师出现职业倦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高压力

和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主观意愿等不到发挥、薪酬福利问题以及社会认识等方面[8]。 

4.1.2. 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也是容易出现职业倦怠的一类人群。医务人员的前期成本很高，医学生通常投入的时间成

本为 5~7 年，并且医院对于医务人员的各方面要求也更高，另外医务人员的职业环境也存在者高风险性。

作为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不仅要与同事打交道，更多的是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进行交流。近几年的医患

关系的紧张更易给医务人员造成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造成职业倦怠的出现。对于整个医疗行业来说，

由于岗位的特殊性护士群体的职业倦怠总是比较高，而护士群体又是一个需求性很大的群体，工作倦怠

感的产生会增加护士的离职意愿，可能会造成护理人员的短缺以及护理人员的工作懈怠。 
美国医学网站 Medscape 展开了一项对于从不同专科的一万二千名医务工作者的调查，发现与新冠疫

情前相比，受访医生的职业倦怠程度更高。与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心理状态相比，护士整体的职业倦怠

水平都要高于疫情之前[9]，这主要是因为护士的工作负担、工作满意度以及个人因素[10]。在疫情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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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往往承担着更加高强度高负荷的高风险环境的工作任务，心理上的压力进一步积累。护理工作

作为医务工作中的一线高风险工作，工作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使护士容易处于精神压力过大的状态。除

了研究护士职业倦怠的相关因素，也有一些研究对如何缓解职业倦怠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法[11]。 

4.2. 研究聚类分析 

在职业倦怠评价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常与情绪衰竭共现的关键词有去人性化、人格解体和个人

成就感等，以上的一些词语出现在关于测量包括职业倦怠在内的情绪衰竭类量表中。 
工作中的情绪衰竭也就是本文中所研究的职业倦怠。在研究中，我们通常使用量表来量化职业倦怠

这一概念。以 Maslach 的职业倦怠模型为基础，我国学者也根据问卷所需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和测试，

例如教师的职业倦怠量表(EBI) [12]，在 MBI 的基础上。进行了每个维度的题目删减，采用 7 点里克特量

表进行测试，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这一量表包含了 MBI 的 3 个核心维度(情绪衰竭、去人格化、个人

成就感)，总体上由 21 道题目组成，也说明了 MBI 虽然具有广泛适用性，但他其中的一些题目并不完全

适合中国的国情。 
另外在职业倦怠评价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常与心理健康共现的关键词有心理资本以及情绪劳动

等。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程度加剧，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导致心理压力的增加。

如果不能得到好的心理调节，可能会长时间处于心理压力过大的状态中。职业倦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

段时间的持续性压力过大导致的。首先，职业倦怠体现在情绪的耗尽状态，这种情绪的耗尽让人会渐渐

对上班充满抵抗情绪，还可能让人参与工作就会感到身体不适。其次，它让人变得暴躁易怒，开始打击

跟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最后，职业倦怠可能使人对自我的评价降到最低点，从而产生对生活以及自己

的无力感。在陷入职业倦怠之后，如何有效的自我调节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13]。 
情绪劳动往往表现在日常工作当中，例如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时一定不能带有自己的情绪，银行员

工必须表现出礼貌和耐心，护士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态度和细心谨慎等。要求情绪劳动

的职业，往往相比其他职业来说有更大的几率出现职业倦怠的情况。1983 年情绪劳动(EmotionalLabor)
一次首次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美国社会学家 Hochschild 在她的著作《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做过一项关于情绪劳动的研究，她对美国空乘人员与乘客的交往过程进行了研究分

析，这是情绪劳动研究的开端[14]。从这项研究之后，情绪劳动的研究对象从最开始的传统服务行业，如

空乘人员、服务员等进行了扩展，如今的研究热点大多在于教师、医护人员、银行职员等，越来越多存

在情绪劳动的职业被发现，而这些职业往往也是容易出现职业倦怠的职业。情绪劳动对个体或组织产生

的影响既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如何有效管理员工的情绪劳动以及避免产生职业倦怠对组织人

力资源管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 

5. 结论 

本文希望借助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近二十年内我国职业倦怠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了

可视化分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及实践提供铺垫与参考。综合上文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从年度

发文量来看，职业倦怠的年度发文数量呈现上升波动趋于平稳趋势，证明现在的企业十分重视员工各方

面的心理状态并且想要研究与之相关的因素，从而达到减轻员工压力以及缓解职业倦怠的目的。从高频

关键词和聚类来看，研究热点可归纳为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相关性以及影响因素等，同时在研究职业倦

怠时，也要紧密结合时事，与所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也息息相关。另外不同的职业所产生的职业倦怠

原因是不同的，学者应该针对每种行业职业倦怠的产生原因。印象因素及缓解方法；从研究机构和作者

来看，由于研究机构比较分散所以文章中并没有列出图片，从作者的图中可以看出已经与小范围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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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出现，说明作者和机构之间还可以进行更频繁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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