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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临床护理人员安全行为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医务人员患者安全行为量表对420名护士进行调

查。结果
 

护士安全依从性行为均分为(5.69±0.36)分,安全参与性行为均分(5.44±0.61)分。回归分析显示,职称、从事本

专业时间、学历是安全依从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从事本专业时间、学历是安全参与性行为的影响因素(P<0.05,P<0.01)。结

论
 

安全依从性行为得分高于安全参与性行为得分。护理管理者应着重提高护士安全参与性行为,尤其是不良事件上报和患者

安全相关学习培训的参与度。亦要根据护士的职称、从事本专业时间和学历等情况分别培养和使用,以提高其安全行为,保证

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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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level
 

of
 

patient
 

safety
 

behaviors
 

among
 

clinical
 

nursing
 

staff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Methods
 

A
 

total
 

of
 

420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Patient
 

Safety
 

Behavior
 

Scale
 

in
 

Medical
 

Staff.
 

Results
 

The
 

score
 

of
 

safety
 

compliance
 

behavior
 

was
 

5.69±0.36,
 

and
 

that
 

of
 

safety
 

involvement
 

behavior
 

was
 

5.44±0.6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rofessional
 

title,
 

work
 

length
 

and
 

education
 

level
 

were
 

predictors
 

of
 

safety
 

compliance
 

behavior;
 

and
 

work
 

length
 

and
 

education
 

level
 

were
 

predictors
 

of
 

safety
 

involvement
 

behavior
 

(P<0.05,P<0.01).
  

Conclusion
 

Nurses'
 

safety
 

compliance
 

behavior
 

was
 

better
 

than
 

safety
 

involvement
 

behavior.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nurses'
 

safety
 

in-
volvement

 

behavior,
 

especially
 

on
 

the
 

involvement
 

of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and
 

patient
 

safety
 

related
 

education.
 

It
 

is
 

also
 

neces-
sary

 

to
 

cultivate
 

and
 

use
 

nurses
 

by
 

considering
 

their
 

professional
 

title,
 

work
 

length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us
 

to
 

enhance
 

their
 

safety
 

behaviors
 

and
 

guarantee
 

patient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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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患者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卫生组织

及众多国家医务界的高度关注,成为医院管理领域

最重视的议题之一。医务人员的安全行为是患者安

全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改变医护人员不安

全行为的前提是了解其安全行为的现状[1]。然而,
安全行为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单一安全行为,如用药

安全[2],很少有研究系统、全面地评价护理人员安全

行为[3]。因此,本研究使用医务人员患者安全行为

量表对我院护理人员患者安全相关行为现状进行调

查,旨在了解并具体分析护理人员安全行为优势和

劣势项目,为规范护理人员安全行为、保障患者安全

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2017年10~12月安

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部分在岗护理人员进行调

查。纳入标准:在该院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的注册护

士,自愿参与本课题研究,排除重复参与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包
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文化程度、院内工作年限、专
业工作年限、科室等信息。②医务人员患者安全行为

量 表 (Patient
 

Safety
 

Behavior
 

Scale
 

in
 

Medical
 

Staff)[3]:分为安全参与性行为和安全依从性行为2
个子量表。安全依从性行为包括7个维度(23个条

目),分别为手术/侵入性操作、标准预防、用药安全、
危急重症管理、有效沟通、查对制度、预防并发症。安

全参与性行为包括3个维度(8个条目),分别为患者

参与、学习和培训、不良事件报告。采用自评法评价

过去3个月的安全行为,条目应答选项为安全行为发

生的频率(从不=1分、极少数=2分、偶尔=3分、有
时=4分、经常=5分、总是=6分)。分数越高,表示

安全行为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0.89。
1.2.2 调查方法 向被调查护士详细讲解调查目

的、保密原则、填写注意事项,量表发放后当场收回。
共发放量表425份,回收有效量表420份,有效回收

率为98.82%。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

据,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t
检验或方差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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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wise法),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共纳入420名研

究对象,男18人,女402人;年龄20~岁84人,26~
岁250人,36~岁50人,46~55岁36人。

 

2.2 安全行为量表得分情况 ①各维度得分情况。
安全依从性行为子量表总均分为(5.69±0.36)分,其
中标准预防维度(5.83±0.34)分,查对制度维度

(5.72±0.45)分,有效沟通维度(5.72±0.46)分,用
药安 全 维 度(5.70±0.52)分,预 防 并 发 症 维 度

(5.67±0.48)分,危急重症管理维度(5.61±0.61)
分,手术/侵入性操作维度(5.57±0.54)分。安全参

与性行为子量表总均分(5.44±0.61)分,其中患者参

与维度(5.48±0.83)分,学习和培训维度(5.44±
0.72)分,不良事件报告维度(5.41±0.72)分。②得

分最高和最低的5个条目见表1。
表1 护士安全行为量表得分最高和最低的5个条目

条 目    所属维度   均分(x±s)

 最高

 4.遵循相关引流管道处置/护理的标准流程 标准预防 5.90±0.37
 6.对医疗废物及锐器会正确分类后丢弃 标准预防 5.88±0.34
 5.对感染性或传染性疾病会做好合理防护 标准预防 5.87±0.37
 1.遵循手术及侵入性操作的相关操作流程 手术/侵入性操作 5.87±0.38
 8.对高危药品的使用/管理符合相关规范 用药安全 5.84±0.39
 最低

 28.当我想到可以促进患者安全的建议时,我会向领导提出 学习和培训 5.47±0.86
 24.我能充分评估和预防患者的心肌缺血风险 预防并发症 5.44±0.96
 27.医院若举办相关学术活动,我总是自愿参与 学习和培训 5.33±0.91
 31.上报同事危及患者安全行为 不良事件报告 4.91±0.79
 3.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 手术/侵入性操作 4.88±0.74

2.3 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安全依从性

行为和安全参与性行为为因变量,以一般人口学资料

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以单因素分

析中有意义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结果显示职称

(赋值方法:护士=1,护师=2,主管护师=3,副主任

护师=4)、从事本专业时间(<1年=1,1~年=2,6~
年=3,11~年=4,16~年=5,>20年=6)、学历(大
专=1,本科=2,硕士及以上=3)进入安全依从性行

为回归方程,从事本专业时间、最高学历进入安全参

与性行为回归方程,见表3和表4。
 

3 讨论

3.1 护理人员安全行为现状

3.1.1 安全依从性行为高于安全参与性行为 安全

参与性行为指不会直接影响患者安全,但有助于发展

支持患者安全的行为;安全依从性行为指对制度、流
程的遵守以维持患者安全。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人

员安全依从性行为高于安全参与性行为,与 Agnew
等[4]研究结果一致。任洪艳等[5]对重庆市1

 

448名护

士安全行为调查结果也显示其依从性行为优于参与

性行为。说明护理人员更倾向于采取遵守医疗护理

相关流程制度等依从性行为来保障患者安全。近年

来,安全参与性行为的重要性已引起各大医院管理者

的重视,非惩罚式不良事件上报、患者安全相关知识

培训、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研究项目都有开展,但现有

研究表明其效果还有待持续改进。吴清等[6]研究表

明临床护士对患者安全文化管理持有正确的认知,但
部分媒体错误引导造成公众对医方的不信任、不具备

医学背景知识的患者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患者个体能

力差异较大等是影响护士安全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也
是患者安全管理现存的困难。未来的研究可着重分

析护理人员安全参与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可控方面和

不可控方面,针对可控因素进行质量改进。医院管理

者应将安全培训项目细化,通过侧重于干预安全参与

性行为来提高护理人员安全行为,因为护理是一门注

重临床实践的学科,因此可借鉴行动学习法等理论进

行培训,以进一步提高护士的知识、技能及法律意识,
促进医院安全文化的构建。
3.1.2 优势和劣势安全行为项目分析 本研究通过

对医务人员患者安全行为量表各条目得分进行排序,
得出护理人员优势安全行为项目得分前5位条目均

属于安全依从性行为,其中3个条目属于标准预防维

度;劣势安全行为项目(得分后5位条目)为向领导提

促进患者安全建议、评估和预防患者的心肌缺血风

险、自愿参与相关学术活动、上报同事危及患者安全

行为、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范。说明护理人员认为自

己对标准预防措施执行较规范,对不良事件上报和患

者安全相关学习培训参与度尚缺乏。Reis等[7]认为

不良事件的发生代表着医院管理或组织系统出现了

问题,而非惩罚制度有利于护理人员报告各类安全隐

患和意外事件。笔者所在医院致力于提升患者安全

的系列研究[8],自“护理标准化管理提升项目”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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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全月”活动措施实施后,护士对患者安全不良事

件上报持有积极的认知,但本研究结果提示其上报行

为不足。因此,护士对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作用与安

全行为的路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本
研究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加强对护理人员不良事件上

报行为和患者安全相关学习培训参与行为的管理,可
通过提高学习积极性来促进护理人员患者安全行为

的提高和优化。
表2 安全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分,x±s

项目 人数
安全依从性

行为
t/F

安全参与性

行为
t/F

年龄(岁)

 20~ 84 5.53±0.54 5.064** 5.31±0.69 8.784**

 26~ 250 5.70±0.31 5.41±0.64
 36~ 50 5.81±0.19 5.68±0.34
 46~55 36 5.81±0.22 5.61±0.37
性别

 男 18 5.59±0.57-1.106 5.41±0.59-0.214
 女 402 5.69±0.35 5.44±0.61
婚姻状态

 已婚 289 5.67±0.34 0.271 5.41±0.62-0.667
 单身 131 5.69±0.39 5.47±0.61
学历

 大专 107 5.39±0.5929.352** 4.91±0.8540.952**

 本科 308 5.77±0.24 5.60±0.42
 硕士及以上 5 5.98±0.03 6.00±0.00
受雇类型

 正式编制 64 5.72±0.31 2.890* 5.53±0.51 2.131
 人事代理 141 5.71±0.27 5.52±0.57
 内部聘用 215 5.58±0.37 5.37±0.72
职称

 护士 97 5.40±0.5926.635** 5.02±0.8623.164**

 护师 180 5.72±0.31 5.46±0.56
 主管护师 128 5.80±0.21 5.66±0.35
 副主任护师 15 5.93±0.08 5.74±0.33
工作科室

 内科 77 5.72±0.31 1.731 5.55±0.57 1.874
 外科 70 5.65±0.29 5.35±0.53
 妇产科 47 5.65±0.51 5.31±0.72
 儿科 34 5.61±0.33 5.44±0.64
 急诊 72 5.73±0.36 5.55±0.51
 ICU 92 5.67±0.42 5.28±0.93
 手术室 28 5.69±0.36 5.44±0.61
从事本专业时间(年)
 1~ 33 5.05±0.7228.900** 4.66±0.7921.526**

 1~ 115 5.63±0.39 5.31±0.67
 6~ 162 5.71±0.26 5.44±0.51
 11~ 47 5.80±0.22 5.65±0.35
 16~ 20 5.85±0.24 5.84±0.24
 >20 43 5.92±0.11 5.91±0.12

  注:*P<0.05,**P<0.01。

表3 安全依从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n=420)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4.654 0.103 - 45.389 0.000
学历 0.242 0.040 0.280 6.042 0.000
从事本专业时间 0.078 0.015 0.262 5.162 0.000
职称 0.056 0.026 0.113 2.115 0.035

  注:R2=0.259,调整R2=0.251,F=48.576,P=0.000。

表4 安全参与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n=420)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3.537 0.159 - 22.197 0.000
学历 0.505 0.062 0.365 8.118 0.000
从事本专业时间 0.128 0.023 0.269 5.468 0.000

  注:R2=0.312,调整R2=0.303,F=60.319,P=0.000。

3.2 护理人员安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3.2.1 职称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职称越高,其安

全依从性行为越高。与马琳琳[9]研究结果一致。职

称越高的护士,其护理工作年限相对越长,对不良事

件风险感知的意识越强[10],处理突发情况的经验越丰

富,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促进其持有安全行为。职

称较高的护士是科室的中坚力量,能用扎实的理论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应对科室的不安全隐患。因此,护理

管理者要加强护理人才梯队建设,在制定患者安全管

理方案时要深入了解一线高职称护士的观点和想法,
将高职称护士纳入到患者安全管理队伍中,为他们表

达意见创造机会和平台,并加强对低职称护士的教育

培训,切实提高临床护理人员的安全行为。
3.2.2 从事本专业时间 本研究结果显示,从事本

专业时间越长,护士的安全参与性行为和安全依从性

行为越高。田敏等[11]研究表明,护理人员安全行为与

其从事护理工作的时间呈正相关。Ammouri
 

等[12]对

414名注册护士的患者安全文化认知进行调查发现,
护理人员工作年限越长,患者安全文化认知度越高。
随着护龄的增长,护理人员所积累的工作经验越多,
安全意识越高,更容易发现医疗系统中存在的患者安

全方面的隐患,并及时高效地解决。护理管理者应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他们为改良操作流程

和患者安全管理路径献言献策;同时加强对工龄较低

护士的监督管理,防止其发生不安全行为。
3.2.3 学历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学历越高,其
安全参与性行为和安全依从性行为越高。本研究调

查的是护士的最高学历,包括通过继续教育取得的最

终学历。Alquwez等[13]指出,护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是患者安全感知的重要预测因素。护士通过职前和

职后教育,接受了患者安全相关的理论学习,对患者

安全认知水平较高,深化了患者安全文化理念,有利

于促进其采取正确安全行为。提示护理管理者应认

识到护士的学历对患者安全的影响,加强各科室专科

护理人才培养,重视低学历护士的学习职业生涯规

划,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护士安全文化认知的提高与安

全行为的提升。
综上所述,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护士安全依从性

行为高于安全参与性行为,对标准预防措施执行较规

范,对不良事件上报和患者安全相关学习培训参与度

尚缺乏;职称、从事本专业时间和学历是影响护士安

全行为的因素。本研究仅从护士人口学资料角度分

析其安全行为影响因素,未来的研究可扩充研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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