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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现状,为实施针对性培训、提高专科护士的科研能力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护理人员科研

能力自评量表对1
 

199名临床专科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总分为(55.57±20.47)分,各维度得分从高

到低依次为发现问题能力、文献查阅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科研实践能力、资料处理能力和科研设计能力。不同性别、学历、职称、

医院级别,是否参与专科护理门诊、疑难病例会诊和主持教学查房的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P<0.01)。结论

 

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护理管理者需重视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培养,尤其需针对性进行科

研设计和资料处理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专科护士的护理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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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护士(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CNS)是指

在某一特定护理专业领域内,具有专家型护理技术及

广博而扎实的专科知识,完成专科理论学习和临床护

理实践,并通过认证机构考核认定合格的注册护

士[1]。护理科研能力指护理人员在护理领域持续发

现一般规律和探究真理所需的能力,是探索护理理

论、护理方法、护理技术革新,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和效

率的重要手段[2]。专科护士的护理科研能力,决定其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是否能从专科角度出发,发现、分
析并解决临床护理问题,在实践中发挥护理专家的作

用[3]。本研究调查临床专科护士的护理科研能力现

状,旨在为管理者制定针对性培训计划,提高专科护

士的科研能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在湖北省二级以上

医院工作的临床专科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注册护士,通过专科护士认证,持有国家或省市级专

科护士证书;②持证上岗时间≥1年;③知情同意参

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非临床科室工作;②进修护

士。排除标准:因病假、产假、事假不在岗位时间≥1
个月。共调查专科护士1

 

199人,男45人,女1
 

154
人;三级医院787人,二级医院412人。市级专科护

士11人,省级1
 

147人,国家级41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自行编

制,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称、职务、工作年限、编制、
所在医院级别、获得专科护士证书级别、专科护理方

向,以及是否参与专科护理门诊、疑难病例查房、组织

护理教学查房等。②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调查表:采用

潘银河[4]编制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包括6
个维度、30个条目,分别为问题发现能力(3个条目)、
文献查阅能力(5个条目)、科研设计能力(5个条目)、
科研实践能力(6个条目)、资料处理能力(5个条目)、
论文写作能力(6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

法,从无法做到至完全能做到依次计0~4分,得分范

围0~120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调查者护理科研能力越

强。总分0~40分为低水平,41~80分为中等水平,
81~120分为高水平。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1,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655~0.760,对
30名专科护士2周后再调查的重测信度为0.902。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问卷

调查和资料收集,于2019年6月由研究者通过湖北

省专科护士微信工作群发放问卷链接,说明研究目

的、调查内容和填写注意事项,邀请专科护士自愿参

与调查。问卷匿名填写,同一IP地址只能提交1次,
答卷时间不少于3

 

min,问卷链接1个月内有效。共

回收问卷1
 

242份,剔除无效问卷43份,有效问卷

1
 

199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行t检验和单因

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见

表1。
表1 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n=1199)

x±s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发现问题 7.50±2.01 2.50±0.67
  文献查阅 9.74±3.13 1.89±0.63
  科研设计 7.83±3.09 1.57±0.62
  科研实践 11.09±4.22 1.85±0.70
  资料处理 8.06±3.33 1.72±0.67
  论文写作 11.35±4.69 1.89±0.78
  总分 55.57±20.47 1.8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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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特征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得分比较 见

表2。
表2 不同特征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

(x±s)
F/t P

性别 13.299 0.000
 男 45 64.09±24.46
 女 1154 55.23±20.34
年龄(岁) 0.609 0.724
 30~ 581 54.52±20.85
 35~ 363 56.90±20.23
 40~ 172 55.90±19.78
 45~55 83 56.18±20.34
护龄(年) 0.633 0.639
 5~ 198 55.17±19.82
 10~ 258 54.85±21.05
 15~ 542 56.43±19.81
 ≥20 201 57.22±20.45
学历 16.827 0.000
 大专 127 52.54±22.27
 本科 1055 55.52±19.93
 硕士 17 82.71±21.33
职称 3.098 0.026
 护师 397 54.02±20.56
 主管护师 720 55.87±20.16
 副主任护师以上 82 60.30±21.96
医院级别 33.628 0.000
 二级 412 51.00±20.49
 三级 787 57.98±20.06
职务 2.751 0.064
 护士长/科护士长 320 57.44±20.79
 带教老师 546 55.62±20.80
 无 333 53.75±19.50
编制 0.529 0.589
 正式在编 444 56.07±20.47
 合同制 705 55.43±20.61
 劳务合同制 50 53.18±18.76
专科护理方向 1.203 0.254
 麻醉护理 63 56.25±21.46
 助产 53 62.36±21.28
 糖尿病 91 53.48±20.18
 重症监护 62 56.71±17.70
 康复 21 56.05±18.45
 急诊 78 55.44±21.23
 手术室 45 57.56±21.80
 PICC 65 55.83±22.14
 精神心理 109 57.82±21.02
 静脉治疗 75 50.99±18.42
 老年护理 90 57.88±21.19
 社区护理 51 57.84±20.70
 心血管 39 55.85±18.78
 血液净化 99 51.22±20.92

 新生儿 44 54.00±19.65

 造口/伤口 153 53.80±20.00

 肿瘤 51 54.86±20.12

 其他 10 53.50±12.00
专科方向与临床工作一致 3.308 0.069
 是 961 55.93±20.59
 否 238 53.25±19.62

续表2 不同特征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

(x±s)
F/t P

参与专科护理门诊 11.844 0.000
 是 246 59.38±20.90
 否 953 54.37±20.18
参与疑难病例会诊 27.789 0.000
 是 726 57.88±20.65
 否 473 51.59±19.48
主持教学查房 53.692 0.000
 是 786 58.47±20.21
 否 413 49.57±19.56

3 讨论

3.1 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水平现状 护理科研是

严谨的、科学的、系统的研究过程,通过护理科研可以

为护理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理论、新技术,从而应用与

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及护理研究层

次[5]。专科护士是指在某一特殊或专门领域具有较

高水平和专长,取得专科护士资格证书的专家型护

士。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处于中

等偏 下 水 平,高 于 尚 少 梅 等[6]对 全 国22个 省 市

27
 

335名护士科研能力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研究对

三级医院临床护士科研能力的调查结果[7-8]。原因可

能为本组调查对象均为获得认证的专科护士,专科护

士不仅具备较高的护理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也具备

一定水平的科研能力,能够有效提升本专科的护理质

量,帮助推动学科进步,并更好地体现护理人员的自

身价值。本研究专科护士科研能力水平各维度得分

排序显示,专科护士发现问题、文献查阅、论文写作、
科研实践能力相对较强,资料处理和科研设计能力相

对较弱,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7-10]。专科护士经

过系统的理论与技能培训后,多数具备在临床护理工

作中主动思考、发现临床护理问题,积极查阅文献并

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完成护理研究并书写论文的能

力。本组研究对象的资料显示,被调查的专科护士

中,年龄35岁以上、护龄15年以上的专科护士占比

较高(均超过50%),受当时护理教育条件的限制,在
科研设计和研究资料处理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未接

受过系统的护理科研理论和方法的培训,虽然接受过

专科护士的职业培训,但更多聚焦于专科护理知识和

技能,在如何将临床问题转化为研究问题,如何正确

进行研究设计以及资料的统计分析等方面仍然存在

不足[11]。
3.2 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水平的影响因素

3.2.1 性别、学历、职称和医院级别 本研究结果显

示,不同性别、学历、职称和医院级别的专科护士科研

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
0.01)。男性、硕士学历、副主任护师以上职称和三级

医院的专科护士,其科研能力相对较强。护理大专和

本科教育均以护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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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则更注重于对护生评判性思维及科研能力等综

合性素质的培养,通过对护理研究生文献查阅、科研

设计、科研实践、资料分析与处理、论文撰写等各方面

的系统培养,使之成为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

适应现代护理发展的需求[12-13]。相较于二级医院,三
级医院更重视护理研究和创新,鼓励专科护士通过各

种途径学习科研知识,提供支持性的护理科研环境,
不断激发其护理科研兴趣,使其护理科研能力得到持

续提升[14]。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专科护士科研能

力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可能的原因为,男性相对女性

较少面对生活琐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护理科

研和创新活动。但本研究对象中男性专科护士人数

太少,性别对专科护士科研能力的影响尚需扩大样本

量进一步探讨。
3.2.2 参与专科护士门诊、疑难病例会诊和主持教

学查房 本研究结果显示,参与专科护理门诊、疑难

病例会诊和主持教学查房的专科护士科研能力水平

显著高 于 未 参 与 者,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
0.01),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7-8]。专科护士作

为各领域的护理专家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着实践者、研
究者、教育者、管理者等多重角色,其中参与专科护理

门诊、疑难病例会诊和主持教学查房是专科护士多重

角色和能力水平的体现,有利于提升专科护士的护理

专业价值感和专业素质[15-16]。护理门诊的开设,满足

患者多元化的健康服务需求,是延续性护理服务的有

效途径;疑难病例会诊有利于专科护士利用专科知识

优势积极解决临床疑难护理问题;主持教学查房使专

科护士充分发挥专家示范作用,指导和引领年轻护士

提升护理专业水平。同时,参与专科护士门诊、疑难

病例会诊和主持教学查房,也能促进专科护士加强新

理论、新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和

护理水平。反之,未能参与专科护理门诊、疑难病例

会诊和主持教学查房的专科护士,则往往缺乏继续学

习和探究知识的动力,不利于提升其护理研究兴趣和

能力。
3.2.3 其他因素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护龄、职
务、编制、专科护理方向、实际工作与培训方向是否一

致的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可能原因为,本组研究对象虽然年

龄、护龄、职务、编制不同,但均直接参与临床护理实

践、护理教学和护理管理工作,面对繁重的临床护理

工作,且受护理研究时间、精力、经费、场地等限制,真
正开展临床护理研究的专科护士较少,因而其科研能

力水平均有待提高。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临床专科护士科研能力处于中

等偏下水平,专科护士发现问题、文献查阅、论文写

作、科研实践能力水平相对较高,资料处理和科研设

计能力较为薄弱。护理管理者需重视专科护士科研

能力的培养,尤其需针对性地增加科研设计和资料处

理方面的培训,因材施教,全面提升专科护士的护理

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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