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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江苏省省级专科护士工作投入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针对性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与专科护

士工作投入量表对2
 

472名省级专科护士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总均分为4.06±0.4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

示,性别、聘任方式、专科类别、工作类型、出任专科护理门诊、论文发表是专科护士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P<0.05,P<0.01)。结

论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水平较高,其影响因素较多,护理管理者应关注专科护士专业开展现况,采取针对性措施支持专科护理的有

效开展,从而进一步提高专科护士的工作投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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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level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work
 

engagement
 

among
 

nurse
 

specialists
 

in
 

Jiangsu
 

pro-
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rgeted
 

management.Methods
 

A
 

total
 

of
 

2,472
 

provincial
 

nurse
 

specialis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and
 

the
 

Nurse
 

Specialists
 

Work
 

Engagement
 

Scale.Results
 

The
 

total
 

average
 

score
 

of
 

work
 

en-
gagement

 

was
 

4.06±0.46.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employment
 

type,
 

specialty
 

category,
 

job
 

type,
 

serving
 

at
 

nurse
 

specialist-led
 

clinic
 

and
 

having
 

publications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work
 

engagement
 

(P<0.05,P<0.01).
Conclusion

 

Work
 

engagement
 

of
 

nurse
 

specialists
 

is
 

at
 

high
 

level
 

and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
tention

 

to
 

specialized
 

nursing
 

practice
 

of
 

nurse
 

specialists
 

an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support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nursing,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work
 

engagement.
Key

 

words:
 

nurse
 

specialist; work
 

engagement; nurse
 

specialist-led
 

clinic; nursing
 

research; influencing
 

factors; survey
 

and
 

analysis

作者单位:1.苏州大学护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000);2.江苏省护理学

会;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覃慧:女,硕士在读,学生

通信作者:吴金凤,wujf64@163.com
科研项目:中华护理学会2020年立项科研课题(ZHKY202007)
收稿:2021 11 06;修回:2022 01 20

  工作投入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高水平的工作投

入对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改善护理质量和减少护理

人员离职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降低医院患者的病死

率,并显著提高组织的财务盈利能力[1-4];而低水平的

工作投入可能会导致护士主观幸福感、职业认同感和

工作效率显著下降,严重影响护理服务质量,甚至影

响患者的安全和健康结局[5]。专科护士在提升护理

专业化服务水平[6]、指导及帮助其他护理人员提高业

务能力[7]、促进医疗合作关系[8]、改善医院社会形象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健康中国”战略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江苏省已

建立20个专业领域40个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已
培养了5

 

702名省级专科护士。研究显示,专科护士

职业发展存在工作职责不明确、工作负荷过重、待遇

差异大、工作岗位设置不合理、使用及管理制度不完

善[9-11]等问题,势必会影响其工作投入。本研究通过

江苏省专科护士在线培训平台对其中2
 

472名专科

护士进行调查,了解其工作投入现状,分析影响因素,
为护理管理者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7~8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通过

江苏省专科护士在线培训平台选取2
 

472名省级专

科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有省级专科护士资

格证书;②在医院从事护理相关工作;③在江苏省专

科护士在线培训平台注册;④知情同意愿意参与本研

究。排除标准:因产假、外出学习或进修等原因暂不

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自行编制,内
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职称、职务、科室、
专科护理工作年限、专科类别、值夜班情况、出任专科

护理门诊情况、护理科研情况等。②专科护士工作投

入量表。由本课题组前期编制与验证[12],包括工作

态度(8个条目)、工作价值(6个条目)、工作认可(4
个条目)、工作能动性(9个条目)、工作专注与热情(5
个条目)5个维度共32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未、很少、偶尔、经常、总是依次赋分1~
5。总分32~160分,得分越高代表工作投入程度越

高。该量表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58,折半信

度为0.895;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7~
0.905,折半信度为0.766~0.808。量表I-CVI 为

0.834~1.000,S-CVI为0.842。
1.2.2 调查方法 ①在调查前取得江苏省专科护士

在线培训平台负责人的同意及配合。调查员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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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讲解本研究的目的、问卷填写方法及相关注意

事项,共同制作电子调查问卷,将所有题目设置为必

答题,每个IP地址只能填写1次;设置每题的最少答

题时间及累积答题时间不少于200
 

s。由研究小组成

员进行预填写,对不恰当的地方及时修改和完善,确
定无误后再通过平台正式发放问卷。②课题组负责

人通过省护理学会及全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联系

未注册的省级专科护士在平台上激活,以保证调查覆

盖到全省的省级专科护士。该平台目前可以通过微

信公众号、微信群推送微信消息、App消息等方式提

醒专科护士登录到 App填写。在问卷开放时间段

内,目标数量专科护士完成量表填写后,后台停止量

表提交申请,并进行数据汇总。③本次调查共收集到

2
 

783份调查问卷,通过2次人工判读共剔除311份

无效问卷,最终保留2
 

472份有效问卷。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行描述性分析、t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专科护士一般资料 2
 

472人中,男77人,女
2

 

395人;年龄23~59(38.2±0.62)岁。学历:大专

14人,本科2
 

390人,硕士68人。婚姻:未婚99人,
已婚2

 

324人,离异或丧偶49人。医院级别:二级乙

等36人,二级甲等268人,三级乙等595人,三级甲

等1
 

573人。医院类型:综合医院1
 

998人,专科医院

474人。职称:护士6人,护师142人,主管护师1
 

538
人,副主任护师及以上786人。职务:护士827人,护
士长1

 

030人,护理部主任22人,带教老师593人。夜

班:无974人,1~2次/月910人,1~2次/周374人,≥
3次/周214人。科研情况:参加学术会议并大会交

流493人;论文或成果获奖805人;主持或参与科研

项目935人;申请专利1
 

227人。
2.2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见表

1。
表1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总分及各维度得分(n=2472)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工作投入总分 129.81±14.64 4.06±0.46
工作态度 32.77±5.06 4.10±0.63
工作价值 24.08±3.82 4.01±0.64
工作能动性 15.68±2.79 3.92±0.70
工作认可 37.29±4.65 4.14±0.52
工作专注与热情 20.01±2.72 4.00±0.54

2.3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专科护

士中不同学历、职称、职务、医院级别、医院类型、夜班

频次、科研情况(其中的学术交流、论文或成果获奖、
参与科研项目、申请专利)、婚姻情况得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统计学差异的项目

见表2。
表2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得分单因素分析

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

变量 人数 得分(x±s) t/F P
性别 3.220 0.010
 男 77 4.22±0.39
 女 2395 4.05±0.46
年龄(岁) 5.192 0.006
 23~ 761 4.06±0.45
 36~ 1453 4.04±0.46
 46~59 258 4.14±0.46
聘任方式 6.080 0.002
 正式 1403 4.08±0.46
 合同 844 4.05±0.45
 人事代理 225 3.96±0.43
工作年限(年) 3.021 0.029
 2~ 346 4.03±0.46
 11~ 1510 4.05±0.45
 21~ 567 4.08±0.46
 31~42 49 4.22±0.47
专科类别 33.426 0.000
 伤口、造口、失禁 98 4.27±0.40
 手术室护理 271 4.26±0.48
 母婴护理 64 4.24±0.46
 糖尿病护理 118 4.24±0.48
 神经外科护理 156 4.22±0.50
 精神科护理 114 4.21±0.50
 血液净化 189 4.21±0.38
 儿科护理 201 4.19±0.47
 静脉治疗 172 4.16±0.45
 老年护理 21 4.04±0.28
 心血管护理 232 3.94±0.46
 急诊急救护理 261 3.85±0.33
 骨科护理 114 3.81±0.33
 肿瘤护理 228 3.80±0.34
 消化科护理 170 3.79±0.31
 危重症护理 63 3.77±0.17
出任专科护理门诊 2.323 0.020
 是 419 4.10±0.46
 否 2053 4.05±0.45
专科护理 17.880 0.000
 全职 1071 4.12±0.46
 兼职 1335 4.01±0.45
 未从事专科护理 66 4.09±0.44
发表论文 2.798 0.005
 是 1890 4.10±0.45
 否 582 4.04±0.46

2.4 影响专科护士工作投入的多因素分析 以专科

护士工作投入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性别(男=1,女=2)、聘任方式(以人事代

理为对照设哑变量)、专科类别(以危重症护理为对照

设哑变量)、工作类型(以兼职为对照设哑变量)、出任

专科护理门诊(是=1,否=2)、发表论文(是=1,否=
2)是专科护士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见表3。
3 讨论

3.1 江苏省省级专科护士工作投入水平 调查结果

显示,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得分为4.06±0.46,处于偏

高水平,与李衎[13]研究结果一致。其中工作认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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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最高,工作能动性得分最低。分析原因,可能

是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专科护士的培养与发展,在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发展专科

护士队伍,加大专科护士培训力度,提高专科护理水

平。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引领下,2003年江苏省护

理学会与省级机关医院合作,成立了全国首个糖尿病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近年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省卫

健委及省护理学会积极解读和落实国家相关护理法

规政策,制定和颁发省政府文件保障专科护士的权

益。此外,患者、医护人员及社会对专科护士的认可

度也不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提高了专科护士职业存

在感和价值感。工作能动性维度得分相对较低,提示

专科护士主动开创专科护理、创新工作思路、帮助和

指导其他护士开展护理研究等做得不够。因此,护理

管理者应明确专科护士工作职责,为专科护理工作的

开展提供平台与支持,合理使用与正确管理,从而提

高专科护士的工作能动性。
表3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4.038 0.132 - 30.637 0.000
性别 -0.170 0.053 -0.065 -3.220 0.001
聘任方式

 正式 0.083 0.030 0.090 2.778 0.006
 合同 0.063 0.031 0.066 2.020 0.044
专科类别

 儿科护理 0.350 0.058 0.209 6.067 0.000
 精神科护理 0.340 0.063 0.156 5.353 0.000
 静脉治疗 0.333 0.061 0.185 5.490 0.000
 母婴护理 0.399 0.072 0.139 5.503 0.000
 伤口造口失禁护理 0.438 0.067 0.187 6.500 0.000
 神经外科护理 0.382 0.060 0.203 6.382 0.000
 手术室护理 0.402 0.056 0.275 7.153 0.000
 糖尿病护理 0.403 0.063 0.188 6.372 0.000
 血液净化 0.352 0.059 0.205 6.011 0.000
 老年护理 0.205 0.103 0.041 1.980 0.048
专科护理

 全职 0.061 0.018 0.066 3.330 0.001
出任专科护理门诊 -0.057 0.024 -0.047 -2.323 0.020
发表论文 -0.052 0.020 -0.048 -2.552 0.011

  注:R2=0.184,调整R2=0.177;F=25.177,P=0.000。

3.2 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影响因素分析

3.2.1 性别 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均显示,男性专

科护士工作投入水平优于女性,分析原因可能与以下

3个方面有关。①相对女性,男护士体格强壮、体力

充沛、精力充足,在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和急诊科等劳

动强度高的科室,体力、心理承受力、耐力更强,在生

理和心理上具有独特优势[14],利于其更好地投入工

作。②社会对男护士的认可度增加。随着护理工作

的专业性、复杂性日益增强,需要有越来越多的男性

从事护理工作[15];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对男护士有了

更深刻的认知与理解,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好转是

男护士继续从事护理工作的重要因素[16],因而男护

士人数不断攀升[17]。在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支持下,
男护士会有更高的职业成就感与归属感,从而促进其

工作投入。③男护士心理契约水平较高。心理契约

水平可以反映员工对组织的心理情感承诺与忠诚度,
有研究显示,我国男护士的心理契约处于较高水

平[18],说明男护士对医院的理解和信任程度较高,从
而激发其工作热情,促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护理工

作中。
3.2.2 聘任方式 调查结果显示,正式编制与合同

制专科护士工作投入水平高于人事代理者。分析原

因,一方面,不同编制护士发展空间及福利待遇有差

异[19],致使非在编护士职业归属感与工作积极性相

对偏低[20];另一方面,人事代理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得

分相比较偏低,但实际得分(3.96±0.43)处于中等偏

高水平,再深入探究225名人事代理护士一般资料,
其中大部分来自三甲医院、并全职或兼职出任专科护

理门诊,并未因此而被区别对待。合同制专科护士工

作投入得分较高,也从侧面反映出江苏省在护理人员

聘任和管理制度上打破了传统“护士临时工”价值得

不到实现、作用得不到发挥的局面,通过对非正式在

编专科护士定级管理及合理使用,有效激发其工作积

极性,促使其投入到护理工作中。
3.2.3 专科类别 本次调查的2

 

472名专科护士来

自16个专科类别,以危重护理专科护士为对照,其中

10个进入回归方程(P<0.05,P<0.01),对专科护

士工作投入有显著影响。单因素分析结果中伤口造

口失禁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得分最高(4.27±0.40)、危
重症护理专科护士得分最低(3.77±0.17)。分析原

因可能是危重症护士长期处于高强度、紧张度的工作

压力下,使其对工作的心理要求比其他科室护士更

高[21],面对病情复杂的危重患者,需要操作多种医疗

设备仪器,实施多层面、多种类的治疗,但常常又面临

难以挽回患者生命的状况而经历生离死别,承受挫折

与压力,而易导致负面情绪。不同护理专科领域的发

展参差不齐,发展较快的专科对护士工作投入会有积

极的影响。
3.2.4 专科护理任职情况 表3示,专科护士全职

从事专科护理,其工作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兼职专科护

士(P<0.01)。分析原因:全职专科护士一般隶属护

理部或大科系管理[22],面向全院和社会开展专科护

理会诊、培训,以及开设门诊等;而兼职专科护士仍以

原病区临床护理为主,且占用大部分日常工作时间。
相比兼职专科护士,全职专科护士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专科护理中,其专业性更强,工作范围更广,
服务对象从院内延伸至院外,更有机会实现专业价

值,因此全职专科护士会更加专注,工作投入水平也

更高。
3.2.5 专科护理门诊出任情况 表3示,专科护理

门诊出任与否影响专科护士工作投入水平,出任专科

护理门诊者护士工作投入水平高于未出任专科护理

门诊者(P<0.05)。其原因为:专科护理门诊是现代

提高护理水准、拓宽护理范围的有效方式,是专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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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职业发展平台[2],只有通过严格的选拔及培训并

取得卫生行政部门以及相关学术团体专科认证的护

理专家才有资格独立坐诊,而护理专家职业使命感与

成就感高,职业认同感强,愿意奉献自己于护理事业

当中,因此工作投入水平更高。
3.2.6 发表论文 表3结果显示,专科护士发表论

文与否也对工作投入有影响,其中发表过论文的专科

护士工作投入得分显著高于未发表论文者(P<
0.05)。论文发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护士的科

研能力,而护理科研是推动护理学科发展和提高临床

护理质量的重要手段[23],因此,医院越来越重视护理

人员科研能力的培养。此外,学术论文的发表是当前

衡量护理人员科研素养的一项指标,为了能更加敏锐

地找到科研课题创新点,必须更加专注于临床护理工

作以保证发表贴近临床护理的高质量论文。最后,本
次调查中63.6%护士来自三级甲等医院,其中多数

为大学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有浓厚的科研教学学术

氛围,专科护士更愿意投入到一线工作中,获得研究

资料,完成研究任务而呈现出较高的工作投入水平。
4 小结

本研究结显示,江苏省省级专科护士工作投入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性别、年龄、专科类别、聘任方式、专
科任职性质、专科护理门诊、论文发表情况是其影响

因素,其中发展相对缓慢的护理专科领域、没有编制、
非全职、尚无资格出任专科护理门诊以及没有能力发

表学术论文的专科护士会导致低水平投入。专科护

士自身需提高主观能动性,不断学习专业理论与技

能,更新知识结构框架,实时掌握护理动态最新前沿,
发掘与创新工作方法,积极开展护理研究;医院科室

及护理管理者需探索专科护士使用及管理新模式,合
理设计岗位分级与岗位评价,建立绩效评估与薪酬分

配等具体制度,设置专科护理门诊。本研究仅对江苏

省省级专科护士进行了横断面调查,今后还需结合质

性研究深入地探索主客观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干预提

供更全面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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