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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广东省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护士对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及影响因素,为医院开展针对性的应急救护培训提供

依据。方法
 

采用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问卷对广东省26所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的7
 

314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中医医院护士

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得分为(3.86±0.67)分。不同工作年限、科室、应急事件理论培训及应急演练次数、救援经历的护士传

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科室、救援经历、应急事件理论培训及应急演练次数是影响护士传染病突发

事件应对能力的主要因素(均P<0.01)。结论
 

广东省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护士传染

病应急事件应对知识和技能水平有待提高。需加强对中医医院护士开展传染病相关知识培训,以提高护士应对传染病突发事件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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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公

共威胁或危害的、影响人们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并
需要采取紧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影响[2]。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在全球范围流行,传染性强,危害性

大[3],中医药在辨治本病方面以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一

定疗效[4-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从第

3版开始新增了中医内容[6],同时中医护理也成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的重要措施之一[7]。针对传

染病突发应急事件,医护人员是防控的首要关口,从
面对灾害和疫情的预防、准备和救援能力等方面对应

急处理与灾后的恢复有着巨大的影响[8-9]。在应对此

类传染病突发应急事件中三级甲等医院(包括三级甲

等中医医院)护士是应对传染病突发应急事件的坚实

力量。本研究对广东省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护士的传

染病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进行调查,旨在为开展针对性

培训以提高其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2~3月,采取方便抽样方法,抽
取广东省26所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的护士进行问卷调

查。纳入标准:具有护士资格证和执业证;在中医医

院工作年限≥1年;临床护士;自愿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本次疫情期间因休病假、产假或进修等不在

岗;问卷调查期间不在岗。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应用阚庭[10]编制的医护人员传

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调查问卷,该问卷主体内容分

为3个部分,第1部分为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自

评,包括预防能力(3个条目)、准备能力(6个条目)、
救援能力(27个条目)3个维度共36个条目,每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完全不了解”到“非常熟

悉”分别计1~5分,总分36~180分,得分越高说明

应急能力越好,反之越差。将总分换算成条目均分,
条目均分<3分表明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低,3~4分表

明应急能力中等,>4分表明应急能力高[11]。第2部

分为参与突发事件救援经历(历史事件和本次事件的

参与等)和培训需求。第3部分为一般资料(年龄、性
别、学 历、职 称、工 作 年 限 等)。问 卷 总 内 容 效 度

0.872;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0.757~0.957,
重测信度0.448~0.772。
1.2.2 调查方法 应用问卷星平台发送问卷,发送

时采用统一指导用语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与意义,在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专委会的委员微信群中,将问卷链

接和指导语发送给广东省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的护理

部主任,由护理部主任负责将问卷链接发送给本院护

士长微信群,再由科室护士长发送给各科护士填写,
问卷有效填写时间为3

 

d。共回收问卷7
 

502份,在
数据录入前检查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双人核查数据,
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逻辑检查。排除无效问卷188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7

 

314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行单因素方差分析、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中医医院护士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广东省16
个城市26所中医医院的护士7

 

314人,男391人,女
6

 

923人;年龄18~60(31.29±7.58)岁,其中18~岁

3
 

629人,30~岁2
 

755人,40~60岁930人。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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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1~41年,中位年限8(4,14)年。学历:中专272
人,大专3

 

184人,本科3
 

742人,硕士以上116人。
职称:初级以下5

 

203人,中级1
 

807人,高级304人。
科室:内科2

 

471人,外科2
 

673人,急诊科506人,
ICU

 

483人,老年科284人,手术室543人,门诊354
人。6

 

834人(93.44%)学习过传染病相关课程。过

去5年参加传染病应急事件演练0次2
 

920人,1~4
次2

 

957人,5~9次1
 

134人,≥10次303人;过去5
年参加传染病应急事件理论培训0次1

 

780人,1~4
次3

 

309人,5~9次1
 

704人,≥10次521人。
2.2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情况 
见表1。
表1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情况(n=7314)

项
 

目
应对能力等级[人(%)]

高等 中等 低等

应对能力得分

(x±s)
预防能力 2308(31.56) 4963(67.85) 43(0.59) 4.13±0.65
准备能力 549(7.51) 5722(78.23) 1043(14.26) 3.32±0.81
救援能力 1324(18.10) 5859(80.11) 131(1.79) 3.84±0.68
总分 1317(18.01) 5911(80.82) 86(1.17) 3.86±0.67

 

2.3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得分最

高及最低的3个条目 见表2。
表2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

能力得分最高及最低的3个条目(n=7314)

项
 

目   得分(x±s)

得分最高的3个条目

 手卫生的正确实施方法 4.62±0.58
 医疗废弃物的处理 4.48±0.65
 传染病的传播过程 4.25±0.71
得分最低的3个条目

 自然灾害后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 3.38±0.99
 生物恐怖袭击事件的应对 3.18±1.09
 参与国际救援的注意事项 3.05±1.12

2.4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影响因

素分析

2.4.1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单

因素分析 对调查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性

别、年龄、学历、职称护士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工

作年限、科室类别、应急事件理论培训及应急演练次

数、救援经历的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得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2 中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影响因

素的多因素分析 将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得分作为因变量,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α入=0.50,α出=0.10。科室

(非急诊科=0,急诊科=1)、过去5年参加应急事件

演练(赋值:0次=1,1~4次=2,5~9次=3,≥10
次=4)及理论培训次数(赋值:0次=1,1~4次=2,
5~9次=3,≥10次=4)、救援经历(无=1,有=2)4
个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4。

表3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得分(x±s) F/t P

工作年限(年)

 1~ 2790 3.83±0.65 8.902 0.001
 6~ 2285 3.91±0.69
 11~41 2239 3.86±0.66
科室 3.703 0.001
 内科 2471 3.86±0.67
 外科 2673 3.85±0.67
 ICU 483 3.78±0.63
 急诊科 506 3.91±0.65
 老年科 284 3.90±0.64
 手术室 543 3.84±0.66
 门诊 354 3.81±0.67
应急演练(次) 313.95 0.000
 0 2920 3.62±0.66
 1~4 2957 3.93±0.61
 5~9 1134 4.19±0.58
 ≥10 303 4.32±0.60
理论培训(次) 232.97 0.000
 0 1780 3.58±0.68
 1~4 3309 3.85±0.63
 5~9 1704 4.09±0.61
 ≥10 521 4.20±0.60
救援经历 3.355 0.001
 有 2302 3.90±0.65
 无 5012 3.85±0.67

表4 中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影响

因素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n=7314)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项 3.397 0.051 - 67.132 0.000
科室 0.118 0.037 0.044 3.167 0.002
应急演练 0.201 0.012 0.251 16.509 0.000
理论培训 0.094 0.012 0.122 7.959 0.000
救援经历 0.081 0.031 0.056 2.604 0.009

  注:R2=0.124,调整R2=0.123;F=94.097,P=0.000。

2.5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救援经历和培训

需求 本次调查中共有2
 

302名护士曾参加过传染

病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其中337名(4.61%)护士曾参

加过 传 染 病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救 援 (H1N1、H7N9、
SARS、埃博拉、登革热等),1

 

302名护士(17.80%)参
加了 2020 年 援 助 湖 北 抗 击 新 冠 肺 炎。426 名

(5.82%)护士参加了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期间的隔离病房工作,237名(3.24%)参加了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发热门诊工作。
  7

 

063名护士(96.57%)愿意接受传染病应急突发

事件培训,5
 

887名(80.49%)认为应开设传染病突发

应急事件理论讲授,5
 

902名(80.69%)认为应开设技

能操作培训,6
 

881名(94.08%)认为应开展情景模拟

训练。集中培训时间建议1
 

d为2
 

058名(2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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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为3
 

023名(41.33%),5
 

d为476名(6.51%),1周为

1
 

757名(24.02%)。
3 讨论

3.1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有待提

高 本研究显示,广东省三甲中医医院护士的传染病

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与相关研究对社区

护士的调查结果[12]相似,但低于三级甲等西医医院

急诊护士[13]。目前广东省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多数为

综合性中医院,但收治的患者以慢性调理疾病较多,
急危重症患者相对较少,护理人员的急救救援经历不

够丰富;中医类院校侧重中医理论和操作的学习,对
于急救技能培养不够重视,导致应急能力相对不足。
3个维度中,预防能力得分最高,准备能力得分最低,
其中“手卫生的正确实施方法”和“医疗废弃物的处

理”2个条目得分最高,可能与目前院内培训内容侧

重于个人防护等技能[14]有关,对于其他方面能力的

培训较欠缺。最低分条目为“生物恐怖袭击事件的应

对”和“参与国际救援的注意事项”,提示一线护士对

生物恐怖袭击事件和国际救援方面应对能力较弱,原
因可能为我国未发生过规模性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
且未参与过国际救援,因此护士对此方面的了解甚

微。本研究中,93.44%学习过传染病相关课程,但传

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整体水平处于中等,说明现有

的课程培训教学效果一般;69.58%、80.35%护士过

去5年参加传染病应急事件演练和培训次数处于较

低水平,说明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多数医院未深入

开展应急事件的演练和培训。多数护士愿意接受培

训,培训形式包括情景模拟训练、理论讲授及技能操

作,培训时间建议3
 

d较多(41.33%)。医护人员的

应急能力通过系统专业的培训能够得到提高,因此应

加强对临床护士进行专业、系统的传染病突发应急事

件培训,尤其是理论知识和应急演练培训,以提高其

应对传染病突发应急事件的能力。
3.2 中医医院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影响因

素分析

3.2.1 突发应急事件培训及救援经历 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不同救援演练和理论培训频次的护士传染病

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救
援演练、理论培训频次及救援经历是影响护士传染病

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主要因素(均P<0.01),有过救

援经历者得分高于无救援经历者,这与国外相关研

究[15]结果相似。说明救援经历或培训对于提高应急

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下一步应注重临床护士接受应

急事件教育,包括在校教育及继续教育,重视急救专

科护士培养,以整体提高中医护士救援教育水平及应

急事件应对能力。
3.2.2 科室 本研究结果显示,科室是影响护士传

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主要因素(P<0.01),急诊

科护士应急能力得分最高。可能与收治病例对象特

殊有关[16],急诊科收治患者面广、病情危重、病情变

化快,护士具有丰富的急救知识、经验和技能,其应急

能力相对较好。基于此,建议应由急诊科牵头,启动

适用于中医医疗系统的急救专科护士培训班,对其他

科室进行相关急救培训,从而形成中医急救专科护士

团队,提升广东省中医护士整体的应急能力和水平。
3.2.3 工作年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工作

年限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低年资护士应急能力较差,
可能与急救理论知识掌握不全面,急救操作不够娴熟

有关,当发生紧急情况需要救援时易慌乱,对于患者

的病情变化不能做到及时察觉,并在第一时间采取相

应的急救措施[17]。高年资护士临床经验丰富,且专

业知识掌握较好,具备一定的应急能力,其应对传染

病突发事件的能力相对较高。应根据护士自身能力

和水平,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与考核,以达到更优的培

训效果,提升全体护士的急救素质。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护士

的传染病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处于中等水平,急诊科护

士和有应急事件经历以及接受过应急事件相关培训

的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相对较高。需有针

对性地对不同层次护士通过模拟演习等方式进行教

学培训,以提升护士应急事件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参

与本次研究的医院多数位于广州市,存在一定的地域

偏倚。下一步可在此基础上开展培训和教育相关研

究,使护理人员应急能力得到提高,以提高传染病突

发事件应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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