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应用血液净化护理信息系统有利于提高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表1显示,应用系统后血液净化

中心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应用前(P<
0.01),表明基于临床实践开发应用血液净化护理信

息系统有利于提高血透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因为信息化系统为患者提供了更为便捷、顺畅的透析

流程管理。患者上机前扫描二维码自动录入信息快

捷方便,安全度高[9],使透析前准备井然有序。无需

医生填写纸质版记录单,也节约了翻找既往纸质病历

的时间,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同

时,由于系统为患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数据统计,使
患者及家属得到针对性、持续性、专业性的护理指导,
并且护士能够根据健康宣教系统的目录为患者提供

便捷有效的宣教信息。对于患者最为关注的血管通

路问题,可以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全程管理[10],促进

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做到“把护士还给患者”,提高

了患者的满意度。另外,系统间的对接使每名治疗护

士均可以清晰看到患者费用情况,在上机完成的第一

时间进行治疗计费,同时告知患者费用信息,减少了

因计费而造成的医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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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临床实践开发并应用血液净化护理

信息系统,结果发现有利于提高血液净化护理文件书

写合格率及护士工作效率,并最终提高患者对护理工

作的满意度。血液净化信息系统的使用优势明显但

也存在不足,如何应用此系统进行血液净化中心全方

位的护理质量管理,在系统中如何完善门诊药品管理

及感染控制管理是下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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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ICU护士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与实践。方法
 

通过方便抽样选取210名ICU护士为研究对象,调

查其器官捐献知识、态度及实践现状。结果
 

ICU护士捐献知识得分为(8.29±1.55)分,捐献态度为(3.62±1.05)分。献血经历、
护理过脑死亡患者,捐献知识和年龄是器官捐献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

 

01)。只有18.10%的ICU护士劝导过脑死亡患

者家属进行器官捐献。结论
 

ICU护士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认知呈中上水平,态度不太乐观,实践缺乏。应对ICU护士进行器

官捐献知识培训,促进其态度及实践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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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发展,肾、肝、心、肺等重要

器官终末期衰竭的证据越来越多,器官移植的需求正

迅速增加[1]。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和延长生命的最

佳选择[2]。中国每年约有30万器官衰竭患者,但仅

有约1万患者有机会进行器官移植[3]。器官捐献者

短缺一直是困扰全球移植专业人员的问题[4]。目前

自愿器官捐献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获取渠道,三级

甲等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是危重症患者的治疗中心,是
脑死亡患者的集中所在,也是潜在器官捐献者的集中

所在。研究表明,我国医疗单位
 

ICU每年潜在的器

官捐赠者达
 

15.4
 

万人,约50%集中在三级甲等医

院[5]。能否及时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ICU医务人员对器官捐赠献的认识和态度情

况[6-7]。目前针对医学生、医护人员[8-9]人群对器官捐

献的知识、态度及意愿已有报道。ICU护士因其临床

岗位的特殊性,在及时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及提高器

官捐献率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研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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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护士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与实践

现状并分析影响捐献态度的主要因素,旨在促进器官

移植与捐献事业的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2~3月,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综合ICU、急诊ICU、CCU、神经

ICU、心外ICU、呼吸ICU的210名护士进行问卷调

查。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知情同意并自愿参

与者。排除离职、休假、轮转、转岗者。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

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月收

入、所属关系、工作年限、职称、学历、婚姻状况、家族有

无从医人员,有无献血经历、和自己的家人谈过器官捐

献、护理过脑死亡患者。②器官捐献量表,采用史丽珠

等[10]编制的量表中器官捐献知识及捐献态度2个部

分。捐献知识部分由10个判断题构成,答对得1分,
答错不得分,总分10分,得分越高对器官捐赠知识掌

握越好。捐献态度部分包括阻碍器官捐献原因、认同

器官捐献价值和不认同器官捐献价值3个维度,共22
题,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

意”依次赋1~7分,1~6题为正向题;7~22题为负向

题。本研究统计分析时,将正向题进行反向计分,故得

分越低态度越正向。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本次调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8。③
通过条目“关于脑死亡患者的器官捐献,您是否采取相

关行动或劝导过其家属?”来评定ICU护士对脑死亡患

者器官捐献的实践行为。
1.2.2 调查方法 由研究者发放量表并讲解本研究

的目的、意义及填写注意事项,并当场回收。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210份,有效回收率

为95.45%。
1.2.3 质量控制 正式发放问卷前,邀请10名ICU
护士进行预测试。问卷收集后,由2名研究者对数据

进行筛查,删除答案呈明显规律性或逻辑混乱的异常

问卷。
1.2.4 统计学方法 运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

库,对数据进行双人录入与核对;采用SPSS22.0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应用t检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特征

的ICU护士器官捐献知识、态度间的差异。采用多重

线性回归分析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主要影响因

素。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ICU 护士一般资料 210名ICU 护士中,女
182人,男28人;综合ICU

 

125人,急诊ICU
 

5人,
CCU

 

21人,神经ICU
 

20人,心外ICU
 

25人,呼吸

ICU
 

14人;汉族207人;无宗教信仰199人;未婚60
人,已婚无子女40人,已婚有子女110人;月收入<
6

 

000元53人,6
 

000~8
 

000元88人,>8
 

000元69

人;有正式编制11人,非正式编制199人。
2.2 捐献知识与捐献态度评分 ICU护士的器官捐

献知识得分为(8.29±1.55)分。捐献态度得分为

(3.62±1.05)分。不同背景护士捐献知识或捐献态度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1。
表1 不同背景护士捐献知识与捐献态度评分比较

分,x±s

项目 人数
知识

评分 t/F
态度

评分 t/F
年龄(岁)
 18~ 111 8.22±1.65 0.250 3.72±1.093.178*

 30~ 64 8.34±1.45 3.35±1.09
 35~50 35 8.40±1.40 3.80±0.77
工作年限

 <5 106 8.12±1.65 1.192 3.80±1.075.500**

 5~10 63 8.46±1.42 3.26±1.02
 >10 41 8.44±1.43 3.68±0.95
职称

 护士 62 8.06±1.32 5.610** 3.56±0.990.195
 护师 118 8.19±1.56 3.63±1.08
 主管护师及以上 30 9.13±1.70 3.69±1.13
护理过脑死亡患者

 无 70 7.27±1.65 6.844** 4.25±1.006.752**

 有 140 8.79±1.21 3.30±0.93
家族从医人员

 无
 

123 7.79±1.56 6.216** 3.80±0.952.879**

 有 87 8.99±1.23 3.37±1.15
献血经历

 无 107 7.72±1.63 5.841** 4.24±0.8310.819**

 有 103 8.87±1.21 2.98±0.86
与家人谈过器官捐献

 无 135 8.00±1.55 3.695** 3.82±0.843.456**

 有 75 8.80±1.42 3.25±1.28

  注:*P<0.05,**P<0.01。

2.3 捐献实践 关于脑死亡患者的器官捐献,只有

38人(18.10%)采取相关行动或劝导过其家属。
2.4 捐献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捐献态度得分为

因变量
 

,以捐献态度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

量及捐献知识得分为自变量,以α入=0.05、α出=0.10
为标准,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入选的变

量均
 

Tol>0.
 

1、方差膨胀因子(VIF)<10,表明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
表2 器官捐献态度的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n=210)

项目 β SE β' t P
常数项 5.698 0.296 - 19.233 0.000
献血经历 -0.993 0.113 -0.473 -8.827 0.000
护理过脑死亡患者 -0.456 0.125 -0.205 -3.650 0.000
捐献知识 -0.142 0.040 -0.209 -3.563 0.000
年龄

  

 30~35 -0.373 0.113 -0.163 -3.299 0.000

  注:R2=0.499,调整R2=0.489,F=51.067,P=0.000。献血经

历及护理过脑死亡患者赋值,无=0,有=1;捐献知识为原始值;年龄

以<30岁为对照。

3 讨论

3.1 ICU护士器官捐献认知现状 目前器官捐献率

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群众相关认知不足[11]。ICU护

士对捐献的认知对脑死亡患者家属可起到重要的引

导作用。本研究发现,ICU 护士器官捐献知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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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1.55)分,器官捐献知识的掌握程度呈中上水

平,略高于焦怡琳等[12]针对北京医院护士捐献知识

得分(7.10±1.65),这可能与近年来护士对器官捐献

的整体认识提高有关,也可能由于ICU护士群体经

常接触死亡,对此引发更多思考,器官捐献知识水平

得以加强,但仍有提升空间。其中,主管护师及以上

职称、家族有从医人员、有献血经历、和自己的亲人谈

论过器官捐献的ICU护士器官捐献知识得分较高,
这可能与ICU护士工作经验,学习经历及生活环境

等有关。护理过脑死亡患者的ICU护士捐献知识得

分较高,考虑与其能够准确理解脑死亡的定义与诊断

标准有关。提高ICU护士对脑死亡的认知,是处理

器官捐献问题的关键措施[13]。
3.2 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现状 本研究发现,ICU
护士器官捐献态度得分为(3.62±1.05)分,基本持正向

态度,但并不乐观;这与Xie等[4]对中国器官移植护士

关于器官捐献态度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该研究指出

护士的消极态度对器官捐献产生负面影响。回归分析

显示,年龄和态度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年龄30~35岁

的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较积极,这与Hoseini等[1]对

伊朗ICU护士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相关管理者进行

器官捐献培训时,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护士设置个性

化的培训内容。有献血经历的ICU护士比无献血经历

者捐献态度积极,可能与有献血经历者的奉献精神有

关,这与董鹤等[14]对重庆市ICU护士器官捐献态度的

研究结果一致。护理过脑死亡患者的ICU护士捐献态

度积极可能因其在职业生涯中历经患者死亡,对器官

捐献方面有更多的思考。捐献知识得分高的ICU护士

捐献态度更积极,这与多项研究结果相吻合[14-15]。提

示管理者应注重ICU护士的器官捐献知识教育,可通

过相关知识讲座、观看宣传片等形式,引导其树立正确

的认知和正向的态度。
3.3 积极引导ICU护士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的实

践 ICU护士与脑死亡患者接触最密切,是在脑死亡

患者群体中产生意见的重要群体,是提高器官捐献率

的关键因素,他们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的行为在改

善整个社会行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

果显示,仅18.10%ICU护士采取过劝导家属进行器官

捐献的实践。Zahmatkeshan等[15]研究指出,在器官捐

献过程中需进一步完善公共教育,实施激励政策。但

我国医院ICU护士的器官捐献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状

态[5]。管理者应提供ICU护士关于脑死亡患者器官捐

献方面的充足资源,减少相关阻碍因素。临床管理者

应积极引导ICU护士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的行为,
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可持续发展。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ICU护士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

献认知呈中上水平,态度不太乐观,实践缺乏。本研

究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的实践

部分采用单条目评测,研究地区及样本量局限,未来

可进行多区域大样本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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