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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静1,石美霞2,牛娟娟1

摘要:目的
 

了解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与行为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培训提供参考。方法
 

对890名实习护生

采用患者隐私量表(实习护生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得分116.45±12.84,行为得分110.88±
13.99。性别、年龄、对待护理的态度、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是否曾观摩患者隐私护理的经历影响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

认知水平;对待护理的态度、是否参加过培训或了解相关知识、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是否曾观摩患者隐私护理的经历影响实习

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行为表现(P<0.05,P<0.01)。结论
 

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隐私保护不足与培训

学习不足、相关法律意识薄弱等有关。学校和医院护理管理者应加以重视,实施针对性培训和管理,全面提高实习护生保护患者

隐私的意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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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among
 

nursing
 

intern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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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for
 

targeted
 

training.Methods
 

A
 

total
 

of
 

890
 

nursing
 

intern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Patient
 

Privacy
 

Scale
 

(Student
 

version).Results
 

The
 

knowledge
 

score
 

of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among
 

nursing
 

interns
 

was
 

(116.45±12.84)
 

points,
 

and
 

the
 

practice
 

score
 

was
 

(110.88±13.99)
 

points.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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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profession,
 

knowledge
 

of
 

current
 

relevant
 

legal
 

system,
 

and
 

whether
 

or
 

not
 

having
 

observed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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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others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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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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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training
 

or
 

learned
 

relevant
 

knowledge,
 

knowledge
 

of
 

current
 

relevant
 

legal
 

system,
 

and
 

whether
 

or
 

not
 

having
 

observed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by
 

others
 

affected
 

students'
 

practice
 

of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P<0.05,P<0.01).Con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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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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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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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Inadequate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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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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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and
 

lear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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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wareness.Nursing
 

administrators
 

in
 

schools
 

and
 

hospital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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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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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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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agement,
 

to
 

fully
 

enhance
 

nursing
 

interns'
 

patient
 

privacy
 

awareness
 

and
 

prac-
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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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患者保护自身隐私权意识的增强和

网络的迅速发展,患者隐私被暴露的事件频繁发生,
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1-2],甚至导致医疗纠纷发生[3]。
护生实习是其从学生到护士的过渡阶段,护生的职业

态度和行为会受到其临床带教老师的影响。临床护

理带教老师如未能规范自己的言行,在临床教学中不

注意保护患者的个人信息或暴露患者隐私等行为,则
会对实习护生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4-5]。因此,提高

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的意识十分重要。本研究调

查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与行为现状,并分析

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实习护生

患者隐私保护意识和行为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法,抽取山西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省第六医院、汾
阳医院、运城医院、吕梁医院共6所医院的实习护生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已参加临床实习;自愿参与

本研究。排除标准:研究期间因病事假不在实习岗

位。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实习护生一般资料调查表。由

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和患者隐私保

护相关认知两部分。人口社会学资料:性别、年龄、学
校、生源地、民族、宗教信仰、学历层次、实习医院等

级、实习时间、实习科室、是否独生子女、对护理的态

度、是否有住院经历等。患者隐私保护相关认知:患
者隐私保护的必要性、患者隐私保护工作总体自评、
患者隐私保护学习经历、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所
在科室制度及物资、学习培训意愿等。②患者隐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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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实习护生版)。该量表根据Ozturk等[6]开发的患

者隐私量表(Patient
 

Privacy
 

Scale,PPS)修订而成。
原量表主要用于测量护理人员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行

为,本研究团队获得原量表作者授权后进行汉化及专

家函询,对山西省3所医学院校的130名实习护生进

行测评,评价量表的信效度。修订完成的患者隐私量

表(实习护生版)包含个人信息与生活隐私(7个条

目)、性别隐私与管理制度(6个条目)、无决定能力者

隐私(4个条目)、操作环境隐私(4个条目)、身体隐私

(4个条目)5个维度25个条目,每个条目以Likert
 

5
级评分法,分别从认知(你认为这点重要吗)和行为

(你认为自己做得如何)两方面进行评价。其中,认知

5=非常重要,4=重要,3=无所谓,2=不重要,1=很

不重要;行为5=非常好,4=一般,3=不确定,2=不

好,1=非常不好;得分25~125分,分数越高,表示实

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或行为越好。修订后

的量表总 Cronbach's
 

α系数为0.967,5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1~0.974,折半信度为

0.910,重测信度为0.868。
1.2.2 调查方法 通过所在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2020伦申字K068号)及征得调查医院护理部同意

后,于2020年10月由护理部主管培训教育的负责人

及本团队的2名研究生向实习护生介绍本研究的意

义、目的和内容,实习护生知情同意后参与电子问卷

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填写问卷,一个IP地址只能填

写1次。共收回898份问卷,有效问卷890份,有效

回收率为99.11%。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行t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一般资料 890名实习护生中男96名,
女794名;年龄18~24(21.38±1.05)岁。来自17所

医学院校6所实习医院,实习时间1~10(3.59±
1.54)个月。生源地:城市196名,县及乡镇316名,
农村378名。民族:汉族866名,少数民族24名。独

生子女:是137名,否753名。住院经历:有189名,
无701名。实习过妇产科、泌外、手术室等涉及患者隐

私较多的科室:是489名,否401名。了解患者隐私保

护的相关知识或参加过相关培训460名(51.69%);
曾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因泄露患者隐私而引发的纷

争185名(20.79%);认为有必要开展患者隐私保护

的相关培训811名(91.12%)。
2.2 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认知与行为现状及得

分最高和最低的3个条目 见表1、表2。
2.3 不同特征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和行为

单因素分析 不同生源地、民族、独生子女和有无住

院经历,实习过妇产科、泌外、手术室等科室的护生患

者隐私保护认知和行为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不同性别护生行为和不同实习时间护生认知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统计学差异

的项目,见表3。
表1 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与行为得分(n=890)

分,x±s

项
 

目 认知 行为

总分 116.45±12.84 110.88±13.99
个人信息与生活隐私 4.69±0.52 4.49±0.58
性别隐私与管理制度 4.57±0.59 4.31±0.62
操作环境隐私 4.72±0.52 4.52±0.59
无决定能力者隐私 4.70±0.54 4.49±0.62
身体隐私 4.67±0.56 4.40±0.59

表2 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与行为得分

最高和最低的3个条目(n=890)

项
 

目 得分(x±s)
认知高得分条目

 在患者大小便时会注意保护其身体隐私 4.77±0.57
 在移动患者时会注意保护其身体隐私 4.74±0.58
 在必要时使用屏风、隔帘、被单等保护患者隐私 4.74±0.53
认知低得分条目

 在保护患者身体隐私方面有困难时,会寻求相关部 4.51±0.71
 门的支持

 除非征得患者同意,您不允许任何人在房间内观看 4.48±0.75
 护理操作

 即便在急诊急救时,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患者的 4.44±0.84
 身体隐私(如提供必要的病员服/类似服装)
行为高得分条目

 在必要时使用屏风、隔帘、被单等保护患者隐私 4.56±0.62
 不会在公众场所谈论患者的私人生活、生活方式及 4.53±0.63
 个人信息等

 当患者是脆弱人群(如弱智、儿童)不能很好保护 4.53±0.63
 自己时,您会保护其隐私/秘密

行为低得分条目

 根据患者的意识情况,会选择先敲门,征求患者同 4.23±0.82
 意后再进入

 除非征得患者同意,您不允许任何人在房间内观看 4.21±0.82
 护理操作

 即便在急诊急救时,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患者的 4.21±0.81
 身体隐私(如提供必要的病员服/类似服装)

2.4 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和行为的多元回

归分析 以患者隐私保护认知、行为总分为因变量,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18~岁=1,21~
岁=2,23~24岁=3)、性别(男=1,女=2)、对待护

理的态度(非常喜欢=1,比较喜欢=2,一般或不喜

欢=3)、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不了解=1,一般=
2,非常了解=3)、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理

(是=1,否=2)是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认知的影响

因素;对待护理的态度(非常喜欢=1,比较喜欢=2,
一般或不喜欢=3)、了解相关知识或参加过培训

(是=1,否=2)、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不了解=1,
一般=2,非常了解=3)、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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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1,否=2)是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行为的影

响因素。见表4、表5。
表3 不同特征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和

行为单因素分析(n=890)

项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认知

 性别 -2.094 0.038
  男 96 113.67±13.91
  女 794 116.79±12.67
 年龄(岁) 4.128 0.016
  18~ 182 118.23±12.43
  21~ 595 116.53±12.00
  23~24 113 113.96±14.46
 学历层次 17.607 0.000
  大专 281 119.11±11.01
  本科 609 115.37±12.93
 学校层次 7.487 0.001
  一本 305 115.14±13.96
  二本/三本 318 115.88±11.65
  大专院校 267 118.96±11,25
 对待护理的态度 14.246 0.000
  非常喜欢 182 120.13±11.77
  比较喜欢 391 116.88±11.69
  一般或不喜欢 317 114.09±13.26
 了解相关知识或参加过培训 3.446 0.001
  是 460 117.88±12.03
  否 430 114.92±13.51
 

 

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12.145 0.000
  不了解 311 113.83±13.72
  一般 533 117.53±12.35
  非常了解 46 121.52±8.43
 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理 -5.203 0.000
  有 232 112.52±13.76
  无 658 117.83±12.22
行为

 年龄(岁) 3.323 0.036
  18~ 182 113.28±13.13
  21~ 595 110.39±13.95
  23~24 113 110.16±13.01
 学历层次 29.831 0.000
  大专 281 114.59±13.88
  本科 609 109.28±13.31
 实习时间(个月) 3.418 0.033
  1~ 755 111.02±13.83
  5~ 103 108.91±12.96
  8~10 32 116.09±11.83
 学校层次 17.101 0.000
  一本 305 108.42±13.28
  二本/三本 318 110.13±13.70
  大专院校 267 114.84±13.39
 对待护理的态度 22.551 0.000
  非常喜欢 182 116.45±11.68
  比较喜欢 391 110.70±13.42
  一般或不喜欢 317 108.11±14.23
 了解相关知识或参加过培训 6.340 0.000
  是 460 113.69±12.39
  否 430 107.87±14.96
 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28.106 0.000
  不了解 311 106.98±14.93
  一般 533 112.29±13.08
  非常了解 46 120.87±8.87
 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理 -7.497 0.000
  有 232 105.13±14.97
  无 658 112.91±13.05

  注:对待护理的态度中包含不喜欢10人;了解过相关知识或参加过培训指,

学校教授过患者隐私保护方面的内容、实习医院岗前培训包含此内容或护生自

身对此有所了解;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理指,未询问患者或患者处于无意

识状态,无法获得患者本人同意而实施相关护理。

表4 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认知的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n=890)

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项 126.774 8.954 - 14.158 0.000
年龄 -1.027 0.385 -0.087 2.668 0.008
性别 2.814 1.299 0.070 2.166 0.031
对待护理的态度 -2.205 0.566 -0.130 3.899 0.000
 

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2.192 0.744 0.098 2.945 0.003
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理 4.263 0.934 0.150 4.563 0.000

  注:R2=0.083,调整R2=0.078;F=16.041,P=0.000。

表5 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行为的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n=890)

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项 105.364 3.180 - 33.129 0.000
对待护理的态度 -2.588 0.603 -0.139 4.294 0.000
了解相关知识或参加过培训 -3.485 0.933 -0.127 3.734 0.000
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3.055 0.847 0.125 3.605 0.000
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理 6.398 0.991 0.205 6.456 0.000

  注:R2=0.139,调整R2=0.135;F=35.594,P=0.000。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

结果显示,实习护生保护患者隐私的认知得分为

116.45±12.84,行为得分为110.88±13.99,说明实

习护生保护患者隐私的认知与行为较好,与相关研究

结果一致。鲁曼云等[7]调查100名本科实习护生对

患者隐私保护知识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郑思琳

等[8]研究显示,大多数实习护生都有患者隐私保护意

识和行为,且符合伦理道德要求。本调查中,所有认

知维度的得分均高于行为,即实习护生对保护患者隐

私重要性的认知高于其实际表现,这与 Kim 等[9]的

研究结果类似,护士对隐私保护与信息提供的重要性

的认可高于其绩效水平,也与黄静雅等[10]对血透护

士的研究结果一致,认知水平高于其实际表现。说明

实习护生主观上比较认同保护患者隐私的重要性,但
其保护患者隐私的行为还有待提升。
  在认知方面,得分最高的3个条目中2条属于身

体隐私维度:“在患者大小便时会注意保护其身体隐

私”“在移动患者时会注意保护其身体隐私”。对于要

大小便的患者,特别是卧床、仅可以床上排泄的患者

及术后或重症病房卧床患者的搬动或翻身,为避免其

身体私密部位的暴露,实习护生会采取一些遮挡保

护,这源于人类本能对于自身身体被暴露的羞耻感,
所以护生对患者身体隐私保护的意识较强烈;另一条

是操作环境隐私维度中的“在必要时使用屏风、隔帘、
被单等保护患者隐私”,临床中经常有私密部位的操

作(如尿道口护理)或检查,实习护生在带教老师的影

响下具有利用屏风、隔帘、被单等保护患者身体的意

识。行为方面,得分最高3个条目中也有“会在必要

时使用屏风、隔帘、被单等保护患者隐私”,实习护生

除了在此方面保护意识较强外,医院物资配备齐全,
故能够很好地实施该项措施。另2条分别是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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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者维度中的“当患者是脆弱人群(如弱智、儿童)
不能很好保护自己时,会保护其隐私”,个人信息与生

活隐私维度中“不会在公众场所谈论患者的私人生

活、生活方式及个人信息”。一方面,脆弱人群会唤起

护生的同情心,故面对不能很好保护自己隐私的患

者,护生会协助保护其隐私;另一方面,多数护生具有

一定的患者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知识,能恪守职业道

德,具有较高职业素养。
认知与行为中得分最低的3个条目中有2条是

一致的,身体隐私维度中“急诊急救时采取必要的措

施保护患者的身体隐私”得分最低,可能的原因是急

诊急救是特殊情况,护生会把患者生命救治放在首

位,而细节方面做得欠佳,隐私保护不能完全顾及到。
性别隐私与管理制度维度中“除非征得患者同意,否
则不允许任何人在房间内观看”得分较低,临床实施

护理操作时病房内会有其他患者或家属等,人员比较

复杂,请无关人员回避实施上比较困难,所以有时难

以做到征得患者同意。另外认知方面得分较低的条

目是性别隐私与管理制度维度中“在保护患者身体隐

私方面有困难时,会寻求相关部门的支持”,可能是实

习护生对医院管理制度不够了解,保护患者隐私遇到

困难时(例如需要家属或无关人员避开而不配合的时

候),很少寻求相关部门支持。行为方面得分较低的

条目是性别隐私与管理制度维度中“进病房时先敲

门,征得同意后再进入”,其原因可能为:白天病房人

多比较嘈杂,经常开门通风,夜晚为了不打扰到其他

患者的休息,所以护士进入病房很少敲门。蒋晓华

等[4]对护理实习生的调查结果也显示,46.5%的实习

护生认为进入病房时不需要敲门。
3.2 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影响因素分析

3.2.1 性别、年龄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性别

影响其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女生保护患者隐私的意

识较男生强,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9-10]。可能是女性

感情细腻,同理心强,容易照顾到患者细微的情感变

化,在操作学习中也较认真,会在操作前向患者仔细

说明情况,给予患者足够的尊重。但不同性别护生在

保护患者隐私的行为方面没有差异,对患者隐私保护

认知方面年龄较小者优于年龄较大者,与郑思琳等[8]

年龄越大,保护患者隐私意识越强的研究结论相反,
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的实习护生在临床时间相对较

长,能参与的护理工作更多,在繁杂的日常工作中,容
易忽略对患者隐私问题的重视,因而其保护意识相对

较弱。
3.2.2 培训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是否参加

过培训对患者隐私保护行为产生影响,参加过培训的

实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行为优于未参加者。有研究

者开展护生患者隐私保护行为培训的相关研究,结果

显示,实验组在教学活动中多环节、多角度强调患者

隐私保护,较按医疗常规进行教学活动的对照组,实

习护生能更好的保护患者隐私,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11]。说明培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保护患者隐

私的重要性,可促进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工作的

提升。
3.2.3 对待护理的态度、相关法律知识的掌握以及

是否曾不经同意观摩患者隐私护理 本研究显示,这
三者对实习护生保护患者隐私的认知与行为均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①越喜欢护理专业的实习护生认知

与行为得分越高。可能的原因是,喜欢护理专业的护

生实习中会更严谨认真地落实每项护理操作原则,更
多的考虑患者感受。而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临床护理

教师可以对实习护生产生实习效果、工作态度、专业

思想等方面的影响[12]。因此学校及医院护理管理者

应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实习护生的职业认同感,促进

护生保护患者隐私行为提升。②越了解相关法律的

实习护生认知与行为得分越高,护生了解相关法律知

识就会在护理实践中自觉践行,时刻约束自己的行

为,进而提升自己的护理服务质量。③从未不经同意

观摩患者隐私护理的实习护生认知与行为得分较高,
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赵志勇等[5]提出患者隐私事

件投诉的主要原因是带教老师与管理因素,也有研究

表明,医护人员在带教场所没有全面保护患者隐

私[13]。所以临床医护人员,尤其是带教老师应加强

患者隐私保护知识培训,以避免对护生做出不良示

范,对护生患者保护行为产生不良影响。
4 小结

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性
别、年龄、对待护理的态度、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是否曾观摩患者隐私护理的经历影响实习护生对患

者隐私保护的认知水平;对待护理的态度、是否参加

过培训或了解相关知识、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是
否曾观摩患者隐私护理的经历影响实习护生对患者

隐私保护的行为表现。学校和医院护理管理者应加

以重视,实施针对性培训和管理,全面提高实习护生

患者隐私保护的意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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