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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医疗护理行业的改革发展及大众健康需求的逐渐提升,护理人员的职责及角色分工不断细化完善,各专业专科护士的

发展及培养已成为护理行业进步的必然。本研究对眼科专科护士资格认证及培训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眼科专科护

士的发展及培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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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
提出,我国“十二五”期间要培养2.5万名临床专科护
士[1];《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
出,要有计划地培养一批专科护士,满足临床护理需
求[2]。眼科作为高度精细化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在
眼科医疗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对护士的专业理论及
实践技能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作为世界上
致盲和视力损伤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需要更多专业
的眼科护士为国民提供专业的眼科护理。然而,多数
眼科护士在校接受的眼科护理专业知识偏基础,缺少
专业化前沿知识及技术,对眼科护理的专业化、规范
化发展产生一定障碍[3-5]。如何组建一支专业化的眼
科专科护士队伍、满足眼科专科护理发展,是值得探
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现有眼科专科护士资格认
证及培训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旨在为我国眼科专科护
士的培养提供参考。
1 眼科专科护士及资格认证

1.1 眼科专科护士的发展 专科护士是指在某一专
科护理领域具有较高水平和专长,并经过国家认可、
获得资格认证,可持证上岗的临床专科型护理人
才[6-7]。眼科专科护士作为专科护士的一个分支,是
指对眼科专科护理知识进行系统学习,获得国家资格
认证标准的眼科专科护理人才。眼科专科护士的初
步发展雏形相关报道最初来自于英国[8-9]。英国的眼
科专科护士培养来自于学校教育及在职培训两种:英
国眼科护理管理委员会(ONB)于1986年将眼科护理
教育从通科护理教育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护理教育
的一个新专业进行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教育方式的

设定。英国医疗机构内不仅设置了不同领域的眼科
专科护士方向,也对眼科专科护士进行分级,即为V、
W、X、Y、Z

 

5个等级,随着等级的提高,护士的专业知

识、实践技能及工作范围在不断递增,Y级与Z级眼
科专科护士均可独立开展眼科门诊[9-12]。Waterman
等[9]对英国168家眼科医疗机构护理管理人员调查
显示,眼科专科护士的工作可对眼科患者的临床救治

效果产生积极影响,部分护士管理的门诊甚至比传统
医生主导的眼科门诊治疗、护理效果更加显著。可

见,眼科专科护士的角色及作用在眼科护理发展中至
关重要。此外,眼科专科护士除从事眼科临床护理工

作外,还承担一定的眼科教学、眼科科研等其他工
作[13]。但目前国内对眼科专科护士的界定尚无统一
的标准,多数文献中提到的眼科专科护士多以专科护
士概念为基础进行[14-16]。
1.2 眼科专科护士的资格认证 早在20世纪90年
代,英国就率先开始了眼科专科护士的资格认证。依

据眼科专科护士的专业能力,英国将眼科专科护士分
为5个等级,各等级眼科专科护士准入有其自身的要
求[17-19]。然而,各国针对眼科专科护士的资格认证各
有研究及规定。Kirkwood等[20]指出,澳大利亚也有

自身的眼科专科护士资格认证规定,从事急诊眼科工
作的专科护士必须经过培训取得专科护士资格方可

上岗,其工作内容主要是配合眼科医生的工作,对眼
科患者进行跟踪随访及护理,并对非急诊患者进行上

级医疗的眼科门诊预约等。同时,澳大利亚眼科专科
护士也可独立进行各种眼科常见病的术前评估及相
关检查等。此外,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眼科高级实践

专科护士均具有开具眼科处方的权力,对眼科医疗护
理的发展有重要意义[21]。总之,发达国家及地区眼
科专科护士的执业范围比国内广,但其眼科专科护士

资格认证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然而,我国关于眼
科专科护士资格认证的发展缓慢,仅存在少数眼科专

·111·护理学杂志2019年4月第34卷第8期



科护士培训基地。专科护士的资格认证体系与专科
护士的培训相辅相成,一定的教育培训背景及专科知
识是专科护士资格认证的基础,然而,目前国内专科
护士培训缺乏统一的标准,仅部分医院进行了一些探
索性的眼科专科护士培训研究[14-16]。杨玉琼等[14]报
道,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眼科于

2013年获批成立“重庆市眼科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2014年9月举办第1期重庆市眼科专科护士培训班,
面向全市招收36名学员,经培训3个月后均顺利结
业。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基于眼科专科护士资格认证
的条件进行。
2 眼科专科护士的培养模式

2.1 眼科专科护士的培训需求及培训内容 目前国
内眼科专科护士资格认证及培训体系尚未建立,眼科
护理人力紧缺导致多数眼科护士未经过统一培训便
入职[15,22]。因此,多数眼科护士存在理论知识欠缺、
实践技能较差、初入工作时适应水平下降等现象,由
此可见,对眼科专科护士的培训迫在眉睫。刘淑贤
等[22]对160名眼科护士调查显示,96.9%认为眼科
护士专科培训有必要。Ai等[23]的研究也显示,被调
查护士需要接受眼科专科护士教育培训项目,且对住
院患者的健康教育及护理仍需要丰富的眼科知识经
验,他还指出,全球眼科护士普遍缺乏可利用的护理
培训体系,但其专科知识培训需求均较强。

然而,不同文献对眼科专科护士培训内容的研究
各有差异。Kyriacos等[3]研究显示,南非西开普省虽有

30年眼科实践护士的培训历史,但尚缺乏统一的培训
标准,所有被调查对象均认为眼科实践护士需具备眼
科急诊护理技能,但仅1/3被调查者认为眼科实践护
士需掌握更复杂的眼科诊疗程序或眼科专科知识。
Czuber-Dochan等[10]研究显示,英国眼科专科护士的培
训应以眼科专科知识及临床技能为主,且接受眼科专
科课程培训的途径较少。吴燕[11]研究指出,我国眼科
护士工作分工主要以科室类型作为划分依据,门诊护
士主要工作内容是对眼科患者进行预检分诊、视力检
查等,病房护士的主要工作内容则是执行医嘱、健康教
育等,从工作内容看,这种工作均属于机械、主动性较
差的工作,无法提升眼科护士的专科性护理知识,提示
专科护士的培训应以专科知识、技能培训为主。刘淑
贤等[22]调查也显示,就培训内容而言,85.1%赞成加强
眼科临床管理方面的培训,81.48%赞成加强对眼科护
理科研与临床结合方面的培训,80.2%赞成对眼科仪
器设备的使用进行培训,提示目前国内专科护士的培
训也离不开临床管理及临床科研。李芳莲[24]则着重强
调了眼科专科知识及临床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一方面,
眼科专科护士必须系统学习眼科护理专业课程,包括
眼球的解剖与生理、眼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眼科药物
的作用及眼部护理等;另一方面,眼科专科护士也应学
习眼科专业技能和眼科常用检查技术知识,其内容包
括非接触式眼压测量、睑腺炎及睑板腺囊肿切除、泪道
冲洗、泪道探通、眼部球结膜下注射、计算机视野仪的
检测、结膜结石剔除、裂隙灯下眼球表面异物取出、眼

部缝线拆除、眼部包扎及伤口换药等。分析以上文献
显示,不同研究者对眼科专科护士培训内容的报道存
在较大差异,分析原因可能与以下几点有关:第一,多
数研究者对眼科专科护士的概念界定尚缺乏完善、科
学的理解;第二,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眼科专科护士
认证及培训体系,导致不同医疗机构对专科护士的知
识技能各有要求;第三,国内外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
在一定差异,且各医疗机构医疗水平及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从而导致各医疗机构内眼科专科护士的发展水
平存在较大差别。然而,虽不同研究者对眼科专科护
士的培训内容研究结果各有差异,但眼科专科护士的
培训仍主要以眼科专科知识、技能培训等为主,同时辅
以相关的眼科护理管理、科研及健康宣教等内容。
2.2 眼科专科护士的培训模式 目前眼科护士缺乏
系统的专科知识,专科技能和专业知识还没有达到专
科护理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建立有效的眼
科专科护士培养模式非常必要。《中国护理事业发展
规划纲要(2011-2015年)》指出,建立和发展临床专
科护理岗位,应建立“以用为本”、以岗位需求为导向
的培训模式[1]。“以用为本”、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培
训模式主要依托医院培训进行,此种培训模式属于在
职培训[25-26]。Buchan等[12]研究显示,英国眼科专科
护士培训应是一个连续性过程,除了需要接受学校眼
科专科护理教育外,在职培训也是一种辅助培训的方
式。Kyriacos等[3]研究则显示,目前非洲眼科专科护
士的培训主要依托医疗机构内的在职培训。然而,国
内眼科专科护士的培训则主要以在职培训为主,部分
医疗机构建立了眼科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但眼科专科
护士培训基地疏散且数量少,单靠此类培训远无法满
足眼科专科护理发展需求。因此,眼科专科护理要发
展,专科护士数量及质量要提高,护理教育是关键,应
加强以学校教育为主的眼科专科护士培训,丰富在读
护生眼科专业知识及实践技能[27-29]。学校教育可参
考英国的大学护理教育方式,将眼科专科教育从护理
通科教育中分离出来,对眼科护理专业教育的课程设
置、教学目标、授课方式等进行具体科学地设置,并逐
渐丰富大学教育的内容。目前护理教育主要以大专、
本科及研究生教育为主,眼科护理专科教育也可从以
上学历进行分层。此外,还有一些眼科专科护士的培
训模式,如院校联合培养模式,经过学校的理论学习
及附属医院的实践培训,联合培养专业扎实、实践能
力强的眼科专科护士;又如一些医院也会组织护士去
上级医院眼科进行专科进修,学习并掌握先进的眼科
护理知识也是专科护士培训的方法之一[30-32]。吴端
华[33]根据不同层次眼科护理人员的特点和培训需
求,制定有针对性、分步骤的培训内容,结果显示,建
立规范化的眼科理论培训体系,满足不同层次护理人
员专科理论培训的需求,对不同层次护理人员实施分
层次按需培训,有利于提高护理人员素质,促进护理
队伍的建设,为提高专科护理水平打下坚实基础,推
进眼科护理学科的持续发展。钟玉红等[34]通过建立
护士职称标准,对不同职称、不同亚专业岗位护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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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分层次培训,促进眼科护士护理
发展。

综上所述,目前针对眼科专科护士的培训模式主
要以医院在职培训为主,同时应加强学校眼科专科护
理教育,也可通过院校联合培训进行眼科专科护士的
培养。眼科专科护士的培养也应“以用为本”、以岗位
需求为导向,实施分层培训,这些均可为开展眼科专
科护理的规范化培训工作提供参考。
3 小结

目前,随着眼科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设备
的发展及使用,眼科护士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技术需达
到更高的要求才能与眼科医学的发展相契合。可见,
加强对眼科专科护士的资格认证及培养研究,建立科
学、具体、统一的眼科专科护士资格认证及培训体系,
有利于促进眼科护理学的发展及眼科护理质量的不
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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